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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 分級分區管理方式釋意--

• 依據：全國水利會議,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 優點
 以水庫分級土地使用分區概念，合理有效使用土地資源。

 保護水源目標下，提供更多人類的活動空間。

 舒解水源區土地使用權利過度限制之情形。

 符合集水區目前現況，提高管理執行效能。

 減少因土地使用限制之回饋補償金額。

• 疑慮:「放寬管制」、「圖利財團」

圖 1-1 水庫集水區分級分區管理示意圖





國外經驗

• 實例介紹

–紐約州亞得隆達克公園管理策略

–北卡羅萊納州水源區土地管理

–紐澤西州水源保護區分區管制

–紐約市集水區



國外經驗

• 紐約州亞得隆達克公園管理策略(參閱頁2-5）

最早期的土地利用以捕獵
野生動物及伐木為主

1869年以後漸有遊憩人口進入本區

1870-1880年間大量旅館及露營地設立

1885年2758km2州有土地被限制
訂保存為永遠野生狀況保護地

1892年劃定集水區範圍
並成立專責管理單位

1894年立法限制該區出產的木材
一律不准出售搬運或毀損，
並極力收購該區土地為州有地

1912.1931.1956.1972皆曾擴大其集水
區的範圍以保護水源水質

1972年成立亞得隆達克公園管理委員會

1973年成立私人土地使用管理辦法，劃分
私人土地為六種不同的土地使用區，並以
單位面積的居民數及類似開發許可的方
式作為土地利用管制方法

以非立法手段，達成其保
護自然資源的目標



國外經驗

• 北卡羅萊納州水源區土地管理（參閱頁2-7）
土地分類類別 排放限制 土地

開發

類別

非居住開

發

污泥使用 衛生掩埋 危害性物

質

農業

BMPs

林業

BMPs

道路

BMPs

低密

度開

發區

建物

高密度

開發區

建蔽率

平均

大小

英哩

WS-I集水區 禁止 不准

開發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必須 必須 必須 2

WS-II 集水區

    關鍵地區

一般排放

一般排放

限制

開發

允許

條件允許

條件允許

允許

禁滲出水

禁止新設

立

調查分類

調查分類

不用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1 30 % 30

WS-III集水區

     關鍵地區

家庭與非

工業排放

一般排放

低到

中度

開發

允許

條件允許

條件允許

允許

禁滲出水

禁止新設

立

調查分類

調查分類

不用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1/2 50 % 60

WS-IV關鍵地區

     保護地區

家庭與工

業排放

家庭與工

業排放

中到

高度

開發

允許

允許

條件允許

允許

禁止新設

立

允許

調查分類

調查分類

必須

不用

必須

必須

必須

必須

1/2 70 % 75

WS-V流域區 家庭與

工業排放

除 一 般 放 流 水 排 放 標 準 外 無 其 他 限 制



國外經驗

• 紐澤西州水源保護區分區管制(參閱頁2-8）



國外經驗

• 紐約市集水區(參閱頁2-10）



國內現況
---水庫集水區管理單位及法令

法律名稱 主管機關

土地法

建築法

自來水法

下水道法

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

國家公園法

平均地權條例

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內政部

森林法

水保法

農業發展條例

農藥管理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農委會

水利法

礦業法

經濟部

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處理法

環保署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

飲用水管理條例 衛生署



國內現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劃分為九種分區、
十八種用地

✓都市計畫土地分區管制

✓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 水庫集水區配合管制事項

–資源利用管制方面

–土地開發利用管制方面

–污染行為管制方面



國內現況--衍生問題

• 無法因應不同使用會有不同程度影響的僵化
與無彈性

• 管制無法配合完好的取締工作

• 土地使用管理單位權責分散，有關單位與組
織之聯繫不佳

• 限制人民土地發展權益致使抗爭不斷

• 土地利用問題－超限使用與農藥問題



國內現況--回饋、補償問題

一、淹沒區房屋之遷村與補償、他項建物之
遷移與補償問題

二、土地使用限制與管制事項之回饋、補償
問題



國內現況

• 土地使用限制回饋補償措施建議

–水庫集水區重建計畫

–水源區保育開發基金之設置

–民眾參與的納入

–建立「水為財產權」的觀念



水庫分類

一、水庫分類方式

✓水利法之分類

✓內政部營建署之分類

✓依水庫興建位置與河川水系之關係分類（在
槽/離槽）

✓地理位置之分類（高山、丘陵、平原）

✓功能用途分類（民生、灌溉、工業、電力、
多目標…等）



水庫分類--
台灣地區水庫基本資料建檔

資料蒐集 軟體選擇

資料庫結構
模組設計

資料建檔

資料檢討

模組檢討

水庫資料
分析比較

水庫分類

否

否

是

是



水庫分類-- 資料庫功能



水庫分類--依用途分類結果

使用目的 水庫名稱 數量

公共給水 澎湖小池水庫、永和山水庫、鳶山壩、翡翠

水庫、直潭壩、青潭堰、新山水庫、暖暖(西

勢)水庫、澄清湖水庫、寶山水庫、澎湖西

安水庫、東衛水庫、與仁水庫、蘭潭水庫、

東港溪港西攔河堰、澎湖赤崁地水水庫、鏡

面水庫、仁義潭水庫、成功水庫。

十九座

灌溉 德元埤水庫、虎頭埤水庫、鹽水埤水庫、內

埔子水庫、大埔水庫、劍潭水庫、扒子岡水

庫、觀音湖水庫、頭社水庫、青草湖水庫、

明德水庫、龍鑾潭水庫。

十二座

發電 水簾壩、龍溪調整池、溪畔壩(立霧壩)、土

壟堰堤、北山堰堤、明湖下池水庫、銃櫃調

整池、霧社水庫、奧萬大壩、青山調整池、

天輪調整池、桂山壩、阿玉壩、羅好壩、谷

關水庫、粗坑壩、武界調整池、溪畔調整池。

十八座

多目標 榮華壩、鳳山水庫、阿公店水庫、曾文水庫、

尖山埤水庫、石門水庫、石門後池堰、鹿寮

溪水庫、白河水庫、日月潭水庫、德基水庫、

烏山頭水庫、石岡壩。

十三座



國內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分區

• 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分區各類管制規定示意圖

非都市土地 都市土地

水土保持法
區
域
計
畫
法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規範

都
市
計
畫
法

山
坡
地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

水庫集水區



國內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分區

• 水庫集水區土地分區原則之研擬

一、自然環境限制因素

•原則一:坡度須低於30度。

•原則二:地質鬆軟地區，不宜開發。

•原則三:開發利用應排除集水區內之環
境敏感地區。



國內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分區

• 水庫集水區土地分區原則之研擬

二、法令規定

✓原則一:劃出水庫的保護帶範圍，即水庫滿
水位30至50公尺範圍內，嚴格禁止開發利
用行為。

✓原則二:水岸緩衝區與取水口緩衝區一定距
離內，禁止水土保持以外之一切開發整地行
為。實際距離應依水庫集水區之特性而定。



國內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分區

• 水庫集水區土地分區原則之研擬

二、法令規定

✓原則三:屬於《水土保持法》規定之紅色
的特定水土保持區，禁止一切開發行為。
為黃色特定水土保持區，則屬一般管制
區域，容許一定程度範圍內之開發利用
行為。



國內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分區

• 水庫集水區土地分區原則之研擬

二、法令規定

✓原則四:前列各原則以外，且為非保護區、
非環境敏感地區之其他地區，係屬可開
發地區。應與管理措施相配合進行管理。

✓原則五:其他對開發使用行為要求較具體
的規範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地理位置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坡度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地質

編碼 時 代 地   層 岩    性

1002 全新世 沖積層 礫石、砂及黏土

1101 台地堆積層 礫石、砂及黏土

1110

更新世

頭嵙山層 砂岩、泥岩、頁岩

1301 卓蘭層 砂岩、泥岩、頁岩

1302

上新世

錦水頁岩 頁岩、砂質頁岩、泥岩

1401 中新至上新 桂竹林層 砂岩及頁岩護層

1503 中新世晚期 南莊層 砂岩及頁岩護層、含煤層

1604 中新世中期 石底層 砂岩及頁岩護層、含煤層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土地利用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保安林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一、水庫營運及集水區問題

–水庫營運

✓灌溉用（主要）

–集水區問題

✓大埔水庫定位（功能）

✓水庫淹沒區私有地問題

✓水庫淤積問題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自然限制因子 現行法令規定

分級分區原則

集水區基本資料

量化方式

坡度

土壤

植被

營養物之去除

土地利用

限制發展區 條件發展區 容許發展區

水庫用途

一、劃設構想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二、定量方式

BOD BOD e k tr

 =  −

0

V n R S=
2

3
1

2

B
S

E
W =

1
2

(一）固定寬度

依國外長期研究歸納

（二）變動寬度

(其中S:坡度，E:土壤沖蝕特性因子）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 營養物質
二、定量方式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三、分區劃設

B F X X X XW0 1 2 3 4= ( , , , ,.....)

B W BW f W1 0= 

B S BW f W2 1= 

B B B BW T W W3 2 1= − −

Wf

S f

=加權指數

=水質須求指數



個案研究：大埔水庫

zone1

zone2

zone3

B W BW f W1 0= 

B S BW f W2 1= 

B B B BW T W W3 2 1= − −

BT

水庫集水區稜線

河川水庫

B F X X X XW 0 1 2 3 4= ( , , , , .....)

其中：



各分區相應之回饋補償

一、淹沒區房屋之遷村與補償、他項建物之
遷移與補償、產業補償

二、限制發展區

三、條件發展區

四、容許開發區

五、全區域之回饋福利措施

六、大埔水庫集水區保育開發基金設置



(1)自然土地利用限制，致土地權利人不能利
用其土地時，公權力主體對於土地權利人
不需為補償。

(2)各分區中之不同管制措施及其不同的利用
之可能性，應將現行個別專門法規的不同
要求，容納於分級分區管理措施中。

水庫集水區分級分區措施之適法性



水庫集水區分級分區措施之適法性

(3)為公益的目的而限制人民的基本權（於此，
涉及的是財產權），不得逾越達成目的所
必要的限度。

(4)因內含於土地本身的性質所致土地利用上
的限制，公權力主體對於土地權利人，不
因對該土地之利用課加此等限制，而須予
以補償。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分級分區管理方式在理念上仍然以保護
水質、維護水土安定為首要目標。

2.分級分區管理方式應用於水庫集水區管
理上，在美國、德國水源區土地之管理，
部份採用分級分區管理的方式，並有成
功的實施經驗值得我國借鏡。



結論與建議

3.水庫分類其分為以下五種方式：水利法之
分類、內政部營建署之分類、依水庫興建
位置與河川水系之關係之分類（在槽 /離
槽）、地理位置之分類（高山、丘陵、平
原）、功能用途之分類（民生、灌溉、工
業、電力、多目標…等）。本研究已建立
台灣地區水庫集水區電腦資料庫。

一、結論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4. 本研究將水庫集水區分為三區管理，即依土地發展程度分為：限

制發展區（一級保護區）、條件發展區（二級保護區）及容許發

展區，此三區之性質歸納如下表：

分

區

緩衝帶 限制發展區

（一級保護區）

條件發展區

（二級保護區）

容許發展區

式

子

B FX X X XW0 1 2 3 4= ( , , , ,.....) B W BW f W1 0=  B S BW f W2 1=  B B B BW T W W3 2 1= − −

註

釋

BW0
=緩衝帶寬度

BW1
=限制發展區寬度

Wf

=加權指數

BW2
=條件發展區寬度

S f

=水質須求指數

BW3
=容許發展區寬度

BT
=河川至稜線距離



結論與建議

1. 大埔水庫之地文基本資料、水質資料並不十
分齊全，建議在本研究之基礎上，進一步探討。

2. 分級分區管理在劃分技術上尚未成熟，仍有
檢討必要，其對土地資源有限之台灣仍具發展
價值，所以值得有關單位未雨稠繆，審慎規劃。

3. 水庫集水區之管理必須將「民眾參與」列入
規劃。

二、建議



結論與建議

4. 水庫集水區分級分區管理在未能消彌「放寬
管制」及「圖利財團」之疑慮以前，本研究
認為不能貿然實施，而必須輔以更周密之思
考與嚴謹之作業，並且尋求社會共識，才能
由小而大逐步落實，以畢其功於一役。

二、建議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