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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災工程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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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災工程
劉格非／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水利組  教授 專輯客座主編

專 輯 序 言

水利防災工程是目前台灣面對氣候變遷下最需

要的工程之一，如果水利防災做不好，有可能使我

們過去一世紀建設毀於一場颱風豪雨，或者因為一

段時期的缺水，導致國家民生與生產危機。不可

諱言，隨著氣候變遷，我們面對的災害潛勢不斷上

升，目前針對防災建造的水利工程設施，未來可能

都無法應付災害的威脅，所以我們必須把防災建設

的整個思維，做適當的修正。但是水利防災包含了

許多面向，淹水、乾旱和農漁牧產損失等等，每一

個方向都有許多可以加強的，不可能一次談完，這

次專輯就先專門針對淹水來談。

常常有人說，工程設計有其上限，在金額限制

下，我們就只能做這麼多，尤其現在降雨愈來愈集

中，防災困難度也越來越高，工程只可能做到有限

度減低災害損失的！

這種說法看起來似乎沒有錯，但是其中有好幾個

盲點，也就是這些盲點，造成了工程人員在設計防災

設施時的方向偏差。因此這個專輯，我希望找一些在

做防災工程時，一般工程都缺乏考慮（或不知道如何

考慮）的方向，暫且稱呼這些方向為「Missing Pieces 

in Flood Disaster Prevention」，我們可以先舉防災效

益、多元規劃與民眾教育幾個例子來解釋。

首先防災金額的限制，是因為大家認為水災損

失就是民眾損失，而沒有持平去看相關的交通損

失、產業損失，而民眾損失在目前大部分是由民眾

自己負擔，因此當然就沒有必要投資，但是如果真

正探討起來，事實上防災工程能提供的投資報酬，

遠遠超過一般人想像，把真正效益產生的地方點出

來，在工程規劃與維護上，就會有不同方向與比重

了，這是盲點一。

其次工程設計有其上限，這是單指一項工程，

把多種措施，尤其是生態與防砂方面考量進來，原

來規劃抵抗百年回歸期的工程設施，其能力就會倍

增，但是不考慮整體規劃，原來規劃的設施有可能

在短期內，防災能力大幅低於原設計值，這是目前

較缺乏考慮的盲點二。

再來就是目前受惠的民眾都認為政府做這些是

理所當然，卻不了解民眾本身的行為卻是維護這些

設施，甚至是增加這些防災設施能力的最重要一

步，例如都市排水系統阻塞、不當開發產生土砂與

漏水、民眾於災害潛勢區域開發居住等事件，若民

眾不去做這些事情，相關災害根本就不必去防，但

是目前完全缺乏民眾教育，導致工程人員必須去考

慮這些幾乎無法處理的高風險，這也算是工程設計

的盲點之三。

就像以上的例子，還有其他的盲點，也許目前

的工程人員並不知道、或不知道如何去考慮，但是

這些以前沒有想到沒有去做的，都已經不能再忽略

了，也就是防災設施的規劃，應該要適當的考慮這

些面向了。

一個完整的工程，當然必須經過規劃、評估、

建造，最後是維護的過程，是否有良好的規劃與持

續的評估，決定了這工程是否持續有效。因此這份

專輯，我們找了幾個方面的專家學者，來把可以考

慮的、目前已經開始在做的、未來可以做的，以不

同應用方向寫出來，同時也把國際上有些已經執行

的措施，提出參考。希望讀者看完之後，能有所體

會與進一步探討，讓我們把台灣聞名於世的防災更

進一步，做到民眾也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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