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實績

從新北市到內政部服務期間，李鴻源教授一心繫於國家建設及社會服務工作，

引用治水經驗並實際應用到治國方法貢獻社會，在新北市任職副市長期間，致力於

水處理方面有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工程案件，先後完成如中港大排、截流防汙、抽水

防洪、親水供給、環境營造等工程 (圖1)，在公共汚水處理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方面，

完成八個以上人工濕地如樹林鹿角溪人工濕地及生態池(圖2)、新海人工濕地(圖3)、

浮洲人工濕地(圖4)，江翠礫間水岸公園以及關渡表面流人工濕地(圖5、6)等還有新

店溪及景美溪河岸整治工程，設置陽光運動園區等(圖7)。

李教授在內政部服務期間推動國內重要河川整治工程，如中壢市老街溪地區都

市更新推動方案(圖8)。推動全國防災、低衝擊開發計畫，構建國土規劃及生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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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李鴻源教授

照亮迷悟之隙的政治明珠

李鴻源教授小檔案：

現職：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水利組　教授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系博士

經歷： 2009年迄今－美國愛荷華大學水利研究所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2年迄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資源教育大學(UNESCO-IHE)客座教授 
2012年2月6日至2014年2月28日－內政部部長 
2011年4月1日至2012年2月5日－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 
2005年12月至2009年3月－臺北縣政府副縣長 
1997年5月至1998年12月－臺灣省政府水利處處長 
1990年8月－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圖1.   整治完成新北市中港大排 圖2.   樹林鹿角溪人工濕地/生態池

採訪 陳宗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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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藍圖，地下水保水及復育方面，改善雲嘉南地區地下層下陷影響高鐵通車安全之防

範等工作，每項工作都是長期扎根宏觀遠慮，為國家長遠福祉的工程計畫。

「功能性」到「環境面」之治水回顧

台灣從70年代以前農業社會時候，都市城鎮河川以「功能性」為主，河川可

滿足民眾的生活所需作給水、排水等需求。70年代後工業化社會期間，台灣經濟起

飛，政府為保護工業廠房等各項生產建設，四處興建河堤水壩，防堵水患，以保障

民眾生命財產，至於都市產生之汙廢水，政府必須大量興建大型汙廢水處理廠，施

作汙廢水大量排水管及海洋放流設施等，花費龐大工程費又造成生態環境不平衡的

現象。80年代以後，隨著國際潮流，民眾環境意識逐漸形成，河川轉變成「環境

面」為題，民眾開始重視河川土地之親水性以及水岸地的休閒、遊憩、健身運動等

生活使用需求，甚而有「破堤清水」的政策口號推動。治水問題由工程問題發展到

「環境面」需求，如民生問題、教育問題、環保問題以及遊憩觀光等問題，每項工

作都須由不同部會單位整合始能推動解決。

治水與治國

李教授引用治水的經驗，發掘問題，在遭遇困難中尋求最佳解決方案， 將治水

經驗應用在治國方法，李教授歸納出治水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工程技術而是在健全的

國土規劃，以國土規劃及都市計畫解決治水根本問題，國土規劃及都市計畫屬於跨

部會的組織解決多面向的問題、不單是合理的土地開發、分配、利用而已，還應該

要一套涵蓋全民需具有正確價值觀念、國家週全的法律制度、正確的行動實踐以及

落實的管理制度。有關國土規劃的工作首先要建立土地資源資料庫，每單位平方公

尺土地建立其基本資料庫如物理環境因子；風向、日照、坡度、坡向、土壤性質、

圖3.   新海人工濕地 圖4.   浮洲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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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地開發適宜性及其開發限制性，深入了解其災害的限制發展條件及機率，作低

衝擊土地開發方案，減低土石流、風災、水災地震等之風險，每單位平方公尺土地

性質身份證供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析依據，研擬最適合土地利用分區分佈可行性，

每一縣市、聚落之土地提出最適合生態自然條件之土地分區使用短、中、長期發展

方式，如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保水區、森林區等不同使用分區之規畫方案，

作為都市計畫參考之依據。以上土地身分證資料配合周全的開發政策，考慮開發限

制發展地區，分為不同等級災害風險地區如非災害風險地區，低、中風險地區，

高、中災害風險地區以及限制發展地區等，輔以周全預防及機監控系統、災害保險

制度以及前瞻性的綱要計畫，整合各部會作業之行動方案作為國土規劃土地使用管

制之依據。

國土規劃與執行之關鍵在於各部會能否整合其目標、思維、預算，人力等等之

連貫互動，打通各單位神經氣脈互相合作，始有成功之可能。 

遭遇之核心問題

河川流域常貫穿多個都市及城鎮行政區，往往涉及多部會及不同單位管轄及管

理，如中央及地方水利單位、農業單位、建管單位、環保單位等等，各單位管理使

用及預算思維不同，各自由不同考量以至於整合互動困難。 

產官學互動配合不易，學術研究與應用研究混淆不清，研究預算編列只注重齊

頭式平等，人人有飯吃，為注重研究成果實用性，研究預算及性質上，缺乏對研究

的重要性以及急緩次序之全盤規劃，研究計畫與成果與政府的政策脫節，在研究預

算數量上越作越小，各自本位且與其他研究缺乏並行互動，研究成果無法解決當前

重大問題與需求。

圖5.   關渡表面流人工溼地 圖6.   關渡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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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民眾而言，有如大象身上的螞蟻一般，根本無法了解大象全貌，大象也忙於

自身立場及利益，只能顧到螞蟻的「小確幸」，因選舉制度及文化限制，政府只會

執行短淺無法紮根利民利國工作，很難了解螞蟻的根本需求，往往是與民意脫節

的，如此民眾與政府互動越來越疏離，落入惡性循環漩渦中，越久越難自拔，眼前

重大問題都顧不到，遑論彼此合作互動提升效能越。

對症下藥

政府各部會協調與整合的機制就如同人體內臟、六腑不能各自以不同頻率跳

動。治病需對整體病根下藥，打通奇經八脈及氣場使整體各個器官運作協調，細胞

逐漸恢復意識，依據共同的目標啟動身體循環系統、神經系統、消化系統以及排泄

系統等使身體的地、水、火、風、空之小宇宙協調好，才能與大宇宙元素相應共

振，享有共同運轉頻率，獲得整體健康養分及能量。當前政府最大問題是需要有前

瞻性眼光，有氣魄執行力的領導者，建立一個健全聰明的政府，具有整合各部會能

力，落實政策理論、規劃與執行。同時，民眾需具有公共環境意識，凝聚共識的雅

量，敦促政府各部會互動，政府與民眾有共同目標，共同運作諧振的頻率才談得上

分工合作，發揮各個產業面向的效能，國力才會顯示。

結語

國力的強弱須從各個面向綜合評估，如教育、工業、農業、醫療、建設、經濟

等部門互動表現，惟有健全跨部會、跨領域的政府，與民眾共同成長成為夥伴關係

的政府，就如一個健康的身體，當面臨各種病毒時，五臟六腑都能協同抵抗，健全

的政府面對各種問題時，各部會都能為共同目標互助努力，問題挑戰也會迎刃而，

未來可預見我們將會面對更複雜巨大的問題，如氣候變遷、溫室效應等所引發各種

生存問題，自然能解決。

圖8.   老街溪地區都市更新圖7.   陽光運動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