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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經濟部、台灣省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桃園縣政府、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貳、案   由：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防範自

來水原水濁度過高問題努力不足；

行政院推動行政革新多年，然跨機

關合作不足之問題依舊存在；經濟

部對於救災資源整備與調度不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桃園縣政府查

報、取締有害事業廢棄物管制不

力，任由部分民眾於水荒之際，有

誤用受污染地下水之虞；桃園縣政

府未將「水庫清淤污泥回填遭盜

採砂石坑洞」納入「桃園縣營建

剩餘土石方管理要點」中加以規

範，加以內政部營建署推動「營建

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不力，致石

門水庫清淤污泥欠缺合法處置場

所，上開單位均涉有違失，嚴重損

害民眾飲用「量足質優」自來水之

基本人權，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

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艾利颱

風帶來巨大雨量，於石門水庫集水區每日平均降

雨量九七三公厘(賀伯颱風七二○公厘)，最大雨

量集中於上游新竹縣尖石鄉，達一、六○○公厘

，洪峰高達八、六○○CMS(賀伯颱風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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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洪水總量近七億立方公尺，約為水庫有效

蓄水容量(二.三五億立方公尺)三倍，此大量之雨

量，造成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大量土石坍塌、原

水濁度過高，致南桃園地區自九十三年八月二十

五日起迄同年九月五日全面停水，同年九月六日

迄同年月十二日上午採分區供水，遲至同年九月

十二日下午始逐漸恢復全面供水，南桃園地區民

眾深受停水之苦長達十九天，本院據部分災民之

陳訴，調查相關機關之違失，茲已調查竣事，爰

將被糾正機關（單位）之違失情形分述如下： 

一、本院於八十五年八月調查賀伯颱風導致桃園停

水九日案件時，即已要求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應設法改善颱風造成原水濁度過高問

題，該公司據此雖將平鎮淨水場之「調整池」

改為「沉澱池」，期能降低颱風來襲時之原水

濁度，惟該「沉澱池」處理原水濁度之能力僅

限於五、○○○度以下，實際上仍無法處理颱

風帶來上萬濁度之原水，致九十三年艾利颱風

來襲時，無法發揮改善高濁度原水之功能，造

成南桃園地區再次發生大停水事件，該公司顯

有努力不足之失： 

(一)按八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賀伯颱風來襲，帶

來七二○公厘雨量，造成平鎮淨水場原水濁

度高達一萬二千度，導致桃園地區自同年七

月三十一日同年八月八日停水長達九日，本

院於同年八月十四日起調查有無人為疏失，

並於八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以（八六）院台

經字第八六二三○○○三八號函將調查報告

函請前台灣省政府轉飭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檢討改進，該公司復於八十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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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以八六台水工字第○五二三六號函報

前台灣省政府略以：「…對於暴雨期間導致

原水濁度急遽升高至數千度以上之淨水處理

能力問題，目前全世界尚未有任何處理技術

或設備可解決，為克服此難題，本公司已朝

下述措施改進：（一）新建淨水場時多購土

地，以設置原水調節池或初步沉澱池，加強

沉澱能力。（二）現有淨水場則於其旁或附

近儘可能增購土地，增設原水調節池或初步

沉澱池，增強沉澱能力…」，該函經前台灣

省政府引用後於同年四月九日以八六府建六

字第二五四七二號函復本院。 

(二)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艾利颱

風來襲，再度因原水濁度過高導致南桃園地

區大停水，經調查發現，台灣省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已於八十九年三月將平鎮淨水場於

八十四年原設計之原水調節池改為初沉池

（前處理設備：加藥-混合-導流分配渠-沉澱

-集水渠-抽水），可處理原水濁度約為未設

初沉池之二倍，然其處理功能亦僅限處理濁

度五、○○○度以下之原水，對本次艾莉颱

風原水濁度過高問題，並無法解決。 

(三)經濟部水利署對於原水濁度過高問題提出解

決對策包含：「取水攔河堰附近之土地或原

水入廠前覓地挖池先行沈澱減低濁度」、「協

請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增設淨水場之

初期沉澱設施」、「洽租農田水利會現有之

埤塘作為沉澱池」，另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亦建議水庫出水口興建分層取水設

施。此外，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教授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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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亦於九十三年九月十四日中國時報提出

專業意見略以：「…現應快研究原水在高濁

度情況下的快速沉澱方法…」，足證目前尚

有多元方法可舒緩原水濁度過高致停水問

題，然該公司於艾莉颱風來襲前，僅將平鎮

淨水場之「調整池」改為「沉澱池」，卻未

協調相關單位協力採取相關處理方式，顯有

努力不足之失。 

(四)綜上，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雖將平鎮

淨水場之「調整池」改為「沉澱池」，惟其

處理濁度之功能仍限於五、○○○度以下，

難以處理颱風高濁度原水。此一問題，經濟

部水利署將協請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增設淨水場之初期沉澱設施，必要時將洽租

農田水利會現有之埤塘作為沉澱池；台灣省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亦建議水庫出水口興建

分層取水設施；部分專家亦建議研發處理高

濁度原水之技術，足證預防原水濁度過高致

發生停水事件，尚有多元方式可資因應，然

該公司於艾莉颱風來襲前，僅將平鎮淨水場

之「調整池」改為「沉澱池」，卻未協調相

關單位協力採取相關處理方式，顯有努力不

足之失。 

二、平鎮第二原水抽水站工程進度落後，致桃園地

區民眾自賀伯颱風、納莉颱風後，再次於艾莉

颱風期間，遭受缺水之苦難。究其原因，在於

相關機關溝通協調與行政資源整合不足，任由

相關機關固守本位，而無視解決用水問題之急

迫性，行政院推動行政革新多年，類此跨機關

合作不足之問題依舊存在，顯有督導不周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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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平鎮淨水場第二原水抽水站工程包含：導

水管、取水工程及機電三大部分，據台灣省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書面資料顯示，該

工程完工後具有以下功能： 

１、該工程完成後如遇水庫排洪，由後池直接

抽水較能維持淨水場正常出水。 

２、當灌溉用水需求量大時，可避免排擠公共

給水輸送量。 

３、由後池直接抽水，可避免類似納莉颱風造

成石門大圳潰堤致桃園地區停水事件。 

(二)惟查該工程卻因「土地取得過程作業費時」、

「水土保持計畫書重審」、「取水工程相關

證照申請作業時間冗長」、「建造執照與雜

項執照申辦作業費時」、「計畫用地變更編

定」、「取水工程辦理變更設計」…等因素，

致工程進度落後九.一三％（九十三年九月預

定為七十.四一 ％，實際六十一.二八％，），

本次南桃園停水期間，即無法運用「平鎮第

二原水抽水站」維持平鎮淨水場之正常出水。 

(三)綜上工程延宕之原因，在於相關機關（台灣

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水利署、桃

園縣政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溝通協調與

行政資源整合不足，且缺乏統一指揮與協調

機制，任由相關機關公文往返耗時，各自本

於主管法令固守本位，而無視解決用水問題

之急迫性，又不思革新與精簡行政流程，致

桃園地區民眾自賀伯颱風、納莉颱風後，再

次於艾莉颱風期間，遭受缺水之苦難，行政

院推動行政革新多年，問題依舊，顯有督導

不周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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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桃園地區停水期間，經濟部雖指揮調度水車

供應民生用水，惟遲至停水後之第十日（即：

九十三年九月三日）始增加水車數量至九十三

部，顯有救災資源整備與調度不周之失： 

(一)台灣每年皆有颱風，昔日賀伯、納莉颱風過

境均曾因原水濁度過高導致桃園地區停水，

此應為經濟部所熟知者。九十三年八月二十

三日至二十六日，艾利颱風帶來巨大雨量，

致流入水庫原水濁度高達一至七萬 NTU，台

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於同年八月二十五

日關閉桃園地區淨水場。同年八月二十九

日，經濟部研判，若依自然沉降濁度，約需

二星期方可達分區供水目標。因此，無論係

以賀伯、納莉颱風過境經驗，抑或經濟部於

是日之研判，該部理應對停水二星期預先規

劃調度水車及廣設供水點，以因應夏日民生

所需。 

(二)惟查同年八月三十一日時，僅四十五部供水

車支援送水（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十

六輛、國防部二十九輛），八月三十一日增

至五十一部，遲至停水後之第九日（即：九

十三年九月三日）始增加至九十三部 (包

含：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三十一輛、

內政部營建署七輛、台北自來水事業處三

輛、內政部消防署十二輛、中油公司二輛、

台電公司二輛、潭子鄉公所一輛、台糖公司

五輛、土城市公所一輛、國防部二十九輛)，

然仍無法滿足基本民生需求。 

(三)按台灣近年頻頻出現天然災害，水文現象已

異於往常，經濟部對於救災資源本應於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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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全面掌控，為緊急之調度，然本次南桃

園停水期間，該部明知須二星期方能恢復供

水，卻在停水初期，僅調度四十五部供水車

支援送水，遲至停水後之第九日（即：九十

三年九月三日）始增加至九十三部供水車，

其中尚有部分水車係聽聞桃園縣政府對外之

求援而主動協助者，以南桃園面積之廣，人

口之眾多，該九十三部供水車顯然無法滿足

基本民生需求，顯有救災資源整備與調度不

周之失。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及

龍潭鄉基層警民組織，查報、取締有害事業廢

棄物管制不力，任由有害事業廢棄物違法棄置

污染龍潭鄉凌雲村竹窩子段地下水，致部分民

眾於水荒尋覓水源之際，有誤用受污染地下水

之虞，顯有違失： 

(一)由於南桃園地區長時間停水，部分民眾不耐

炎炎夏日，改抽地下水應急，由於桃園地區

有多處地下水受污染場址，民眾並非熟知該

等受污染場址，有誤飲受污染地下水之虞；

又部分居民於尋找水源時發現，桃園縣龍潭

鄉凌雲村竹窩子段山坡地遭人非法棄置有害

事業廢棄物，造成地下水源污染，附近居民

於飽受停水之苦後，又須面對家園地下水受

污染之風險，乃於九十三年九月一日上午集

體向龍潭鄉公所抗議。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獲知案情後，於九十三年

九月一日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加以處理，另於

九十三年九月五日針對桃園地區土壤或地下

水因遭受污染經公告為污染控制場址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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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五○○公尺內）可能遭受污染之地下

水之使用情形進行調查，並告知附近居民停

止使用。 

(三)由上可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雖於媒體報導

時之第一時間，協助桃園縣政府處理本案，

惟地下水屬國家寶貴資源，於乾旱、水荒、

國家總動員之際，為緊急救旱、消防、醫療、

民生、國防、高科技產業之重要備用水源，

平日即應妥善維護，自不容任何人為污染加

以肆意破壞。然查，本案南桃園水荒之際，

民眾覓得之龍潭鄉凌雲村竹窩子段水井，卻

因該地區遭人違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達

八、○○○立方公尺，致地下水遭受污染無

法使用，揆之如此龐大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堆

積掩埋，顯非短期間得能形成，除龍潭鄉基

層警察單位、村辦公室未見舉發、通報外，

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擁有稽查人力，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除有稽查督察人力外，亦配有

環保警察隊，加上事業廢棄物運輸車輛必須

加裝「衛星定位系統」之法令規定，於此嚴

密稽查組織監督下，竟任令八、○○○立方

公尺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堆積掩埋，污染地下

水，造成民怨，俟民眾抗爭，媒體報導，方

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桃園縣政府環境保

護局之重視，該等機關、單位查報、管制不

力，彰彰明甚。 

(四)綜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雖於媒體報導時之

第一時間，協助桃園縣政府處理龍潭鄉地下

水污染案，然該署、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及龍潭鄉基層警察單位、村辦公室查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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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有害事業廢棄物不力，任由有害事業廢棄

物違法棄置污染龍潭鄉凌雲村竹窩子段地下

水，致部分民眾於水荒尋覓水源之際，有誤

用受污染地下水之虞，復須挹注公帑善後，

顯有違失。 

五、桃園縣政府未將「水 庫清 淤 污泥 回 填遭 盜

採砂石坑洞」納入「桃園縣營建剩餘土石

方管理要點」中加以規範，又內政部營建署

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不力，二者

怠責已使得石門水庫清淤污泥欠缺合法處置場

所，影響水庫清淤速度與水資源保育，顯有違

失： 

(一)水庫清淤污泥尚未回填盜採砂石遺留坑洞部

分： 

１、經濟部水利署為辦理石門水庫下游清淤所

抽出之淤泥，乃於水庫下游設置十三座沉

澱池供抽出淤泥置放，其容量共約三八○

萬立方公尺，由於辦理第一期淤泥清淤工

作階段（七十四年至八十四年間），所抽除

淤泥已將十三座沉澱池填滿，目前需處置

沉澱池內之淤泥，始能騰出現有沉澱池供

水庫貯存浚渫淤泥。 

２、上開七十四年至八十四年間之水庫清淤污

泥尚未有最終處置場所，九十三年艾莉颱

風來襲，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增高，導

致南桃園地區大規模停水，本院於九十三

年十月六日至現地勘查並聽取相關機關簡

報後亦發現：北台灣因欠缺合法土石方最

終處置場所，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部分

攔砂壩之淤積污泥無最終去處，另清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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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污泥，亦無再利用機制，而土石坍塌卻

年年出現，使得石門水庫壽命漸減。 

３、石門水庫清除淤泥經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解釋非為廢棄物，如能用於回填桃

園地區遭盜採砂石遺留之坑洞，既可

解決沉澱池淤泥處理去處，亦同時可

恢復坑洞土地之原狀，實為兩蒙其利。 

４、據內政部九十年二月十九日台九十內

營字第九○八二五四六號函示指出：

違反區域計畫法需予恢復原狀之土地

者，由地方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 )依相

關原則辦理之。另據經濟部礦務局九

十三年二月六日經授務字第○九三二

○一○八○○號函頒之「陸上盜濫採

土石坑洞善後處理執行作業原則」第

七條第一款規定：「得委由民間專業機

構代尋合法回填物，如坡地土石、營

建剩餘土石方、礦場、採石場捨棄土

石、土壤、河川、水庫或沉澱池等淤

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等無害物質

作為回填物」，爰此，水庫清淤污泥自

可回填於遭盜採砂石之坑洞，且須按

地方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５、本案桃園縣政府尚未將「水庫清淤污

泥回填於遭盜採砂石之坑洞」納入「桃

園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要點」中加

以規範，致經濟部水利署無法將水庫

清除淤泥回填坑洞，使得水庫清淤污

泥無最終處置場所，遭盜採砂石之土

地亦無法回復原狀，對水資源保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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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全產生不利影響。 

(二)內政部營建署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

案」不力部分： 

１、石門水庫為「在槽水庫」，亦為北台灣重要

核心水源，為確保水庫壽命及水質、穩定

供應民生及產業用水，本應加速水庫清

淤，促使水庫活化、再生，以達到安全永

續利用之目標，經濟部水利署對此知之甚

詳，已辦理清淤工作。九十三年艾莉颱風

來襲，造成石門水庫原水濁度增高，導致

南桃園地區大規模停水，本院於九十三年

十月六日至石門水庫大壩現地勘查並聽取

相關機關簡報後發現：北台灣因欠缺合法

土石方最終處置場所，致石門水庫集水區

部分攔砂壩之淤積污泥無最終去處，而無

法展開清除作業。本院復於同年十一月五

日至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履勘並聽取各單

位簡報後發現：災後七十四天，石門水庫

上游集水區內之水源，依然混濁不堪，顯

見大量土石沉入水庫，經濟部水利署雖欲

清除庫底污泥，卻面臨合法棄土場址難覓

之瓶頸，甚至連桃園縣境遭人盜採砂石遺

留之「大峽谷」經該署協調多年亦無法回

填水庫清淤污泥；另部分攔砂壩雖曾清除

污泥，然清除後之污泥亦有逾二十年者。

此外，攔砂壩與石門水庫清除後之污泥，

亦無再利用機制，而土石坍塌卻年年出

現，使得石門水庫壽命漸減，嚴重影響石

門水庫供水穩定性。 

３、內政部營建署自八十年五月推動「營建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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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土石方處理方案」迄今已十三年，然「水

庫污泥棄置場」、「水庫污泥再利用」仍屬

棘手問題，究其原因乃是該署將涉及跨部

會權責之「收容處理場所」（包括：土石方

資源堆置處理場、既有處理場所、土方銀

行及其他經政府機關依法核准之場所等設

置）之設置權責，交由地方政府或公共工

程主辦(管)機關自行設法解決，惟以地方

政府或公共工程主辦(管)機關之層級與專

業能力，尚非各自為政得以促成「收容處

理場所」之合法設置。該署雖以：「營建剩

餘土石方…為地方自治事項」迴避其責。

惟查，營建剩餘土石方合法棄置場（即：

收容處理場所）不足且欠缺再利用機制為

長期存在現象，該署依據內政部九十二年

九月十六日台內營字第○九二○○八八八

五四號函修定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

案」負有「訂定及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制度、政策、方案，以及督導直轄市、

縣(市)政府執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之

責，面對水庫淤泥欠缺處置場所不足問

題，該署縱無方案設計不當之失，亦有督

導不周之咎，並非將設置「收容處理場所」

之責任轉移地方政府得以卸責。 

４、綜上，內政部營建署推動「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不力，任由「水庫污泥棄置

場」不足且欠缺「水庫污泥再利用」機制

之關鍵問題長期存在，迄今仍未提出協助

經濟部水利署解決問題之可行方案，致持

續延遲水庫清淤速度，影響水源供應之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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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不無怠責之失。 

綜上論結，本案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防範自來水濁度過高問題努力不足，行政院推動

行政革新多年，然跨機關合作不足之問題依舊存

在，致平鎮第二原水抽水站工程進度未能於艾莉

颱風來襲前完工；經濟部對於救災資源整備與調

度不周，遲至停水後之第十日（即：九十三年九

月三日）始增加水車數量至九十三部；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查報、取締有

害事業廢棄物管制不力，任由有害事業廢棄物違

法棄置污染龍潭鄉凌雲村竹窩子段地下水，致部

分民眾於水荒尋覓水源之際，有誤用受污染地下

水之虞，另桃園縣政府未將「水庫清淤污泥回

填遭盜採砂石坑洞」納入「桃園縣營建剩餘

土石方管理要點」中加以規範，此外，內政

部營建署推動「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不力，

二者怠責已使得石門水庫清淤污泥欠缺合法處置

場所，影響水庫清淤速度與水資源保育，上開機

關（單位）均涉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

提案糾正，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