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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自民國 34年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配合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

環境需求，台灣地區現代化水利工程的大規模建設，先後陸續開展，進行復建、興建

完成諸多福國利民的水利建設，同時進行營運與維護，發揮其功能與效益迄今。其實

水利建設不僅是工程問題，同時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故本文首先回顧過往各類別主

要水利工程的建設成果，再彙整水利建設成果相應時段國內生產毛額及平均國民所得

變化及關係，最後提出水利事業發展方向與建議，以利總結經驗，砥勵未來。 

二、 臺灣水利建設成果 

台灣的水利建設與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水利建設的經建效益包括災害防治(洪水、

積水及土石流)，水資源水量供給(生活、工業及農業用水)，能源供給(水力發電)，土

地資源供給(海埔地、河川浮覆地及山坡地)，糧食增產等，經由文獻分析整理相關水

利建設資料如表 1至表 4所示。從表 1至表 4經分析比對，有如下訊息: 

1. 台灣人口成長，民國 35年約 600萬人，民國 50年約 1100 萬人，民國 65年

約 1500 萬人，民國 85年約 2100萬人，民國 105年約 2350萬人。 

2. 隨人口成長，生活用水從民國 50 年約 4.8 億 m3/年，正成長至民國 105 年

約 31.8 億 m3/年。此外，相應產業發展之農、工用水也發生改變，農業用

水在民國 60年約 137億 m3/年，至民國 65年約 144億 m3/年，維持至民國

85 年約 145 億 m3/年，但其後可能國人飲食行為改變，稻米需求降低。及

工業化程度日增與農業用水節約，故到民國 105 年農業用水下降約 117 億

m3/年。至於工業用水則從民國 60年約 8.5億 m3/年，至民國 65年約 14.6

億 m3/年，至民國 85 年約 17.6億 m3/年，但其後可能工業用水節約與再利

用之故，到民國 105 年工業用水約 16.3 億 m3/年。 

3. 在台灣與水利建設有關之土地開發，包括海埔地、河川地、山坡地，其開發

時間順序大致為先海埔地，次河川地，最後山坡地。至民國 105年海埔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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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面積約 1.9 萬公頃，河川地開發面積約 1 萬公頃，山坡地開發面積約 98

萬公頃。提供相當土地資源供生活、工業、農業之用。 

4. 水力發電之電力能源供給，曾在台灣電力能源上佔有重要席位，在民國 40

年，水力發電年發電量約 11.6 億度電，佔台灣全年總發電量之 90.5%。至

民國 50年，水力發電年發電量約 23.3億度電，佔台灣全年總發電量之 57.3%。

其後火力發電大規模開發，到民國 60年，水力發電年發電量約 30億度電，

但僅佔台灣全年總發電量之 20.6%。民國 60 年以後核能、火力發電規模擴

大，到民國 105 年，水力發電年發電量約 98億度電，佔台灣全年總發電量

之 4.3%。 

5. 民國 50 年，水田灌溉面積約 53 萬公頃，台灣灌溉農田(水田)之水稻生產

量約 201 萬公噸/年。至民國 65 年，因農業生產技術提升，水田灌溉面積

仍約 53 萬公頃，但台灣灌溉農田(水田)之水稻生產量約 271 萬公噸/年。

但其後國人飲食逐漸改變，水稻需求降低，故至民國 100 年，水田灌溉面積

減少，約為 41 萬公頃，水稻生產量降至約 126萬公噸/年。 

水利建設提供水資源，供應生活及產業(農業、工業)用水，以及土地資源供產業

(農業、工業)發展，同時提供經濟發展的能源，並防治、削減災害發生的影響，使人

民生活品質提升，產業發展的條件優化，進而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三、 臺灣國內生產毛額及平均國民所得 

我國的國家(經濟)建設計畫始於民國 42 年，其後原則每 4 年一期的中程計畫推

動國家經濟建設，從表 5可知台灣地區在民國 40 年，平均每人所得 154 美元/人-年，

至民國 65 年，平均每人所得 1,035 美元/人-年，在此 25 年間平均每人所得成長約 7

倍。到民國 85 年，平均每人所得 12,395 美元/人-年，相較民國 65 年所得約成長 12

倍，故民國 65 年至民國 85 年的 20 年當中，即台灣經濟起飛年代。從民國 85 年至民

國 105年 20年當中，平均每人所得從民國 85年 12,395美元/人-年，至民國 105 年的

20,132美元/人-年，進入一較平穩成長階段。從表 5的國內生產毛額及平均每人所得

的時間變化，對照表 1至表 4，與水利工程相關的人口、用水、土地開發(海埔地、河

川地、山坡地)、電量供應、稻米產量、河川堤防完成率等資料比對，可知水利建設在

民國 65 年以前，配合國家經建的目標，增加農工生產，促進經濟穩定及成長，改善投

資環境，其成果如次： 

1. 農業生產：從表 1 可知，以民國 65 年為基準，提供生活、產業(工業、農

業)每年約 170 億 m3/年 水量，此供水量 170 億 m3/年 約穩定供應至 105

年。海埔地開發土地面積高達 10,088公頃，供農工生產之用，此土地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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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亦維持至民國 105 年。同時提供 42 億度電力供生產及生活之用，其後成

長至 105 年 98 億度電。 

2. 促進經濟穩定及成長：在民國 65 年，提供 271 萬公噸/年的米糧，促進社

經的穩定成長，其後因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以及耕地面積的減少，至民國

105年米糧供應量減至 126萬公噸/年。 

3. 改善投資環境：針對經濟聚落的保護，提供河川治理建設，在民國 65 年時，

堤防完成率已達 28.08%以上，對經濟聚落產生一定的保護作用。至民國 105

年，堤防完成率已達 96%，對聚落及生產基地的保護已達一定水平的災害風

險削減。 

從民國 65年以前的水利建設及發展，可知水利建設提供台灣地區在經濟起飛前一

個良好的基礎社經環境，諸如提供土地、供應水源、提供電力、供應糧食，降低聚落

洪水環境風險等效益。但至民國 85年以後，供土地、供電之權重已漸次降低，同時因

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供糧食的權重也降低。但供水的功能及對象，則有強化與改善，

至民國 105年總供水量約 170 億(m3/年)，同時農業用水已釋放部分至生活及工業，提

高生活品質及經濟產值提升，同時供水設施及管理的強化，對供水穩定性有進一步提

升。此外，河川治理漸次完成，至民國 105 年整治率已達 96.3%，重要產經聚落的保

護已相對提高，對投資環境的改善(降低淹水風險)相對有利。 

以現今的角度，觀察台灣水利建設(民國 40 年至 105 年)，在民國 65 年台灣經濟

起飛前，水利建設成果提供後續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糧食)、供水(生活、產業)、供

電(能源)、土地(農工之用)、防災(堤防)等諸多功能。至經濟起飛後的今天，則依然

在供水、人力(糧食)、防災(堤防)發揮舉足輕重之功能。所以水利建設是公共建設的

先行者，其建設成果為經濟起飛的基礎條件之一，在經濟成熟期(民國 85年以後)，則

維持其水資源、水治理、水環境等基本功能。 

回顧過往水利建設對台灣經濟建設有諸多貢獻，以石門水庫建設成果為例，如表

6所示。石門水庫的建設不僅是水資源開發供應，同時增產米糧、供應電力，並對台北

盆地的防洪貢獻很大，保護區域之土地、人民。因石門水庫興建始於民國 45 年，完工

於民國 53年，在長達 9年的時間，培養訓練百餘位工程師及數千技術工，對後來的其

他水利建設(諸如曾文水庫)，以及民國 62年的十大建設，提供相關人力支援，成為國

家公共工程的建設尖兵。 

目前國內產業面對的五缺(缺水、缺電、缺土地、缺人才、缺技術)，水利工程的

建設可彌補缺水的課題。同時水治理的內涵，已由治水，進階至與水共生的策略，亦

即建設海綿城市並與國土計畫結合，相對提供更優質的生活環境、生產基地，對產業

投資更具吸引力。同時台灣的水資源也從傳統的淡水水源(河川、湖泊)，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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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淡水、海水淡化、生活污水、產業廢水)，其中深層海水的多功能性，帶動水產

業(食用水、化粧品、高價值養殖水)的發展。 

四、 展望 

台灣水利建設的技術水平至民國 76 年翡翠水庫完工後，已達世界先進的水平，故

早在民國 70年前後國內中興工程集團的水利技術服務(灌溉、水資源、防洪)已進軍東

南亞國家，迄今已有 40年以上經驗。展望國內及亞洲社經發展，台灣的水利建設已至

一定規模，實需拓展國外市場。目前東南亞的經濟發展仍有很大潛力，故其水利事業

則仍有相當發展空間，故如何將異業(工程營造)與工程技術服務業結合，為現階段水

利工程發展的首要課題之一。 

台灣重要的水利設施建設大多在民國 80 年以前開發建設完成，故設施的維護、更

新亦為現階段水利工程需面對及處理的課題。同時，目前氣候變遷、國土計畫亦是水

利工程面臨的挑戰；以及從民國 80 年以後，國內大型水利建設的趨緩，也影響水利工

程技術的精進，並造成技術傳承的課題。瞻望前景，水利工程仍有諸多事務，尚待吾

輩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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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石門水庫建設成果簡表 

建設名稱 

（水利） 
石門水庫 

建設期程 1956年 7 月開工，於 1964 年 6月完工 

建設經費 
新台幣 3,183,053,000 元 

成本分攤比率(灌溉：47.48%、發電：31.91%、給水：4.43%、防洪：16.18%) 

建設人員 七千餘人(包括台灣工程師約 160人、一般勞工 7000多人) 

主要設施 

大壩、溢洪道、排洪隧道、發電隧道、河道放水口、桃園大圳取水口、

石門大圳取水口、後池堰、分層取水工、排砂隧道(由原 2 號發電進水

口改建) 

庫容 
原設設總容量為 30,912 萬 m3，有效設計容量為 25,188 萬 m3，現況有

效容量為 19,617萬 m3(107年測量成果) 

概述 

我國第一座多目標用途水庫，具有灌溉、防洪、發電、給水、觀光等功

能。對北部地區增產糧食、保護下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供應工業與民

生水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促進工商業發展社會繁榮以及鞏固國

本、厚植國力，功不可沒。 

工程經驗 

/心得 

1. 首獲美援經費：成功獲得第一批美援貸款，接著又於 46年度與 47年

度陸續透過申請美援防衛支助計劃與美國開發貸款基金，獲得總金

額達 2900餘萬美元的貸款援助(當年台幣兌美金匯率約為 1:25)。 

2. 美援技術服務輔導：石門大壩及電廠等設計工作為培植我國人員技

術能力，由石們水庫建設委員會選派 12 位工程師赴美研習，由美國

提愛姆斯工程顧問公司派遣專業人員擔任各工作小組主持人員，由

我國工程師參與基本設計工作，並接受專業技術訓練；而詳細設計工

作則由美國顧問公司派遣少數專家來台指導石建會各設計小組辦

理，計算及製圖工作則由小組完成後送請設計顧問公司複核。參與工

作之工程人員得以學習整個工程項目設計之全盤概念，獲得技術移

轉之成果。 

3. 現代化營建專業分工制度的建立：開啟我國大型營建工程計劃首次

將工程設計、監造與營建施工兩業務明確劃分權責，逐步建立起工程

顧問設計與營建施工之專業分工與工程監督檢核制度與觀念。 

4. 大規模機械化施工：該建設首次嘗試全面實施大規模機械化施工，由

於當時缺乏各項施工機械、設備，以及能夠操作與維修施工機具的大

量技術工人，透過美國施工顧問莫克營建公司，除協助分析與開列必

須採購的施工機具清單，並引進各類外購施工機具外，尚開設各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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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操作與特種施工作業的訓練班，協助訓練我國相關施工技術與機

械操作的技術工人，從而快速提升與建立我國機械化施工作業的能

力。 

5. 培育工程人才奠定國家發展基礎：石門水庫工程的技術移轉是空前

的，所訓練的百餘位工程師及上千位技工多數投入後續的曾文水庫、

德基水庫的工程，發揮大用；十大建設期間再整合入中興工程顧問社

及榮工處等大型工程顧問機構與營造廠商，逐步實現國人自主建設

的期許。 

對產業和

經濟發展

的影響 

1. 灌溉效益： 

二戰後的台灣人口快速成長，當時社會經濟以灌溉農田增產糧食為

要政。依據北水局(2003)，石門水庫興建前水庫計畫區域稻穀年產量

約為 21~22萬噸，至水庫完工後(1964~1970年)由石門水庫年灌溉供

水量達 6.9億噸(佔總供水量 90%以上)，稻穀年產量約為 27 萬公噸，

提升近 22%，依稻穀每公噸新台幣 4000 元計，提升 5 萬公噸相當於

增加新台幣 2 億元收入。1970 年後隨經濟發展已漸轉為工商業發展

為主，因此灌溉供水量隨灌溉面積減少下降，依北水局(2008)年灌溉

供水量約 4.7億噸，約佔總供水量 50%。依據北水局(2008)，石門水

庫灌溉平均年效益約 2億。 

2. 防洪效益： 

石門水庫規劃階段，即考量防洪之功能，用以攔蓄調節大漢溪上游之

洪水，降低洪峰以減輕台北地區的洪患，且能蓄豐濟枯，大大的提高

大漢溪水量利用率，翻轉數百年大漢溪的用水型態。依據北水局

(2013)，艾利颱風經石門水庫防洪運轉操作，可降低該場颱風洪峰量

約 12%。另依據北水局(2008)，石門水庫對台北地區年防洪效益為新

台幣 5415萬元。 

3. 發電效益： 

隨台灣人口增加、工商業發展，用電量快速增加，石門發電廠裝設發

電機 2 組。依據北水局(2008)，石門水庫灌溉平均年發電量約 2.14

億度，負荷中心之尖峰為每仟瓦合每年新台幣 614.8 元，電能每度

合新台幣 0.131元。據以計算得可靠尖峰容量價值為 53,734,000元，

而電能為 27,209,000元。兩共計 80,943,000 元。 

4. 給水效益： 

公共及工業給水係提供城市發展之重要條件之一，若無穩定及足量

之供水，則城市之發展將受限於水量之供給而限制其成長規模。石門

水庫給水量隨供給區域人口增加及產業發展，給水量佔總水庫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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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例亦隨之成長，依據北水局(2008)，年給水量由 1964 年 95 萬

噸成長至 2007 年 39,471萬噸，年售水收益由 1964年新台幣 219萬

元成長至 2007 年新台幣 34 億元。 

5. 觀光效益： 

石門水庫山明水秀，是北台灣休閒遊憩觀光勝地。依北水局(2003)隨

水庫附近之龍珠灣、小人國、慈湖等地陸續開發，已形成台灣北部觀

光遊憩帶，近年平均收益約新台幣 7000 萬元。 

對產業聚

落的影響 

1. 供應工業用水量： 

2006年石門區供水系統工業水量約 1.29 億噸；板新區供水系統工業

水量約 0.15億噸；兩區合計約 1.44 億噸。依工業低、中、高成長

率預估於 2020 年工業用水分別為 1.87、3.39及 3.42億噸。 

2. 桃園中油煉油廠用水量： 

石門水庫尚需供應桃園中油煉油廠工業用水，桃園中油煉油廠水量

每年維持在 500~700 萬噸。 

3. 中山科學研究院用水量： 

中山科學研究院分別自石門大圳及桃園大圳引水每年約 43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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