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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遭受凱米颱風災損及市府因應措施檢討」

公聽會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13日（星期二）上午 9時 57分 

地 點：本會 1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 

本    會－議員陳玫娟 

             議員黃柏霖 

             議員陳麗珍 

 政府官員－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總工程司蔡嘉殷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利工程科科長顏銘佑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專門委員唐一凡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幫工程司解智潔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工程員高文淵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王宏榮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副局長高宗永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衛生管理科技正萬國榮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中心主任洪嘉亨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中心股長陳宗仁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副局長吳瑞川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簡任技正陳瑩蓮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農務管理科股長謝明修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專門委員黃維裕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漁業推廣科科長梁雅薇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漁業推廣科股長尤嵐龍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區政監督科秘書鄭青峰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翁偉仁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股長侯政傑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警務員洪文宗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簡任技正黃古彬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工程管理科工程管理科科長張書銓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工程員郭鈺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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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簡任技正何惠彬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處長曾子玲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稅務金融管理科股長郭家伶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組長黃嵩傑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聯絡員吳恩同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專門委員郭寶升                    

學    者－義守大學財金系教授李樑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兼任助理教授魯台營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教授李銘義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張其祿 

其    他－李雅芬議員服務處副主任秦鴻志 

主 持 人：陳議員玫娟、黃議員柏霖 

紀     錄：黃玉娟 

甲、主持人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與會人員陳述意見： 

黃議員柏霖 

陳議員玫娟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蔡副總工程司嘉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唐專門委員一凡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中心主任洪嘉亨 

              陳議員麗珍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吳副局長瑞川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陳簡任技正瑩蓮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黃專門委員維裕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區政監督科鄭秘書青峰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翁主任偉仁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黃簡任技正古彬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工程管理科張科長書銓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何簡任技正惠彬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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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黃組長嵩傑 

              義守大學財金系李教授樑堅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教授銘義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魯兼任助理教授台營 

丙、主持人黃議員柏霖結語。 

丁、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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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遭受凱米颱風災損及市府因應措施檢討」

公聽會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都到了我們就準備開始了，時間也到了，我們就準時開始。剛剛陳議

員玫娟已經到了，他可能等一下就進來，我們不影響會議進行，我們就

先開始。首先謝謝各局處代表今天來到這裡，我們來召開這場「遭受凱

米颱風災損及市府因應措施檢討」公聽會。那大家都知道這場雨下得真

的非常大，連我自己服務處門口都已經快淹到服務處裡面，剛剛有說到，

我那天早上還去跑行程，好幾個地方都已經拉警戒線了，所以我真的很

謝謝在颱風暴雨當中執行公務的所有同仁。因為你想想看，他要拉那個

警戒線代表他要到現場，所以這個個人的安全都非常的重要，我們也希

望未來建立SOP，就是說我們本身同仁的安全也是要先兼顧，再來怎麼去

針對大眾的安全把各種標準建立好。我相信未來，在我們市政府這十幾

年來，包括韌性城市各種的推動，我們怎麼讓未來在這個極端氣候下我

們可以有更大的能量去承受這個瞬間雨量的一個進行，事實上我們也看

到水也退得很快。因為那一天我跟我女兒去聯合醫院，她去打疫苗，回

來我們也是被擋在路中間不能回家，但是我們就跑到全聯買麵包吃午

餐，等水退了，我們就回家了。所以當然我們也看到很多災情，像我們

三民區也有很多大樓，整個水都淹到地下室，也有幾百台車一下子就壞

掉了，我想我們李教授附近的社區也有好多棟大樓。未來我們怎麼去讓

每一個地方有可能會造成災損的，我們及早去因應，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也有能力去面對，把整個災損降到最低，這是我們今天公聽會要討

論的最重要意義。我們共同主辦人玫娟議員本身我說真的她很認真，颱

風當天也去跑了好多的行程，跑了很多的公祭，跑到連車子都泡水，所

以我們先請她來發言一下。謝謝。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謝謝我們柏霖議員、還有兩位李教授，還有今天列席的各位局處長官

及與會的專家學者，還有我們的議會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說到這

個泡水我就心好酸，我家兩台車都受災，一台已經確定報廢了，我要跟

水利局申請補助。我想其實這次的水風災就讓我們回想到過去在韓國瑜

時代的時候，我想李教授當時也是擔任主委，那時候有一次大規模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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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涵管、水溝，那時候聽說挖出了很多的廢輪胎、床墊、腳踏車等等，

可見當時過去的淹水，老百姓真的淹得很冤枉。不過那次清完之後，發

現果然真的成效很好，後來幾次的大雨都宣洩得很快。所以我們現在要

看的是，高雄市政府其實坦白講這幾年來已經大概挹注了1千多億元的預

算在高雄市，所以高雄市坦白講也是得天獨厚，讓中央也很重視，花了

這麼多錢，但是我們現在要檢討的是，1千多億元到底花到哪裡去了？自

從那一次之後，再過來水利局是不是還是一樣有定期在做這個清疏的動

作？這個其實我們很想知道。這次的風災，坦白講，我們也出乎意料，

會有這麼大的災情一個出現。我想當然這個應該也歸咎那時候有潮水，

那段時間剛好是瞬間豪大雨，然後又剛好遇到漲潮的潮水，潮水所以可

能一下子宣洩不及。但是我們要看的是大潮之後大雨水退的時間是不是

很快，如果退得很快，表示這個溝渠的清疏是有成效的。 

雖然颱風是天災，但是有沒有人為疏失？因為事實上誠如柏霖議員講

的，這次很多的大樓都成了受災戶，而且大家的汽車在裡面泡成這個樣

子，讓人看了很不捨。是不是在這個部分，過去我印象中記得，我們以

前有颱風來的時候都會宣傳說請養工處這邊把樹枝趕快修剪，不要等風

災來的時候砸到車、砸到人，然後水溝要做清疏，那個時候水利局和環

保局都要再去清水溝。過去我印象中記得每次我們都會去呼籲政府部門

一定要去做這個事，但是這幾年來好像已經很少有這樣的一個氛圍。當

然我想颱風是一個天災，沒有辦法避免，但是人為的疏失有沒有？因為

你們有沒有超前部署，就像這次很多大樓說他的水閘門來不及關，既然

這是預測中有豪大雨的情況，政府部門有沒有負起這個宣導的責任？有

沒有去做剛剛我講的清水溝、撿樹枝，包括有沒有去宣傳，讓很多市民

知道說要做這個防備，包括領沙包。很多人都是已經快到了才開始去區

公所搬沙包，我那天自己泡在水裡還在接服務案件，因為每個人都來跟

我要沙包。可見得說這個超前部署的部分，坦白講，這次真的做得不夠，

可以說不足。因為你們沒有事先讓我們的居民趕快去領沙包，趕快做預

防，提醒大樓有做水閘門的趕快關閉。所以我想超前部署很重要，政府

的責任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去省思，這次檢討看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1千

億元的預算在高雄，為什麼這一次的豪大雨就這麼不堪一擊？ 

所以我想還有包括滯洪池的周邊，很巧，我的兩部車，一部在天祥路

跟文守路的礫間處理廠旁邊，那邊剛好有一個水池，我也在那邊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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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部報廢的就是在本和里，就在大園街，我永遠記住這條路，我的

車就泡在那裡，這真的是永生難忘的。所以我想剛好都在滯洪池旁邊，

高雄市有25座滯洪池，到底這個滯洪池有沒有發揮它的功能？在這之

前，風災這麼大的雨勢，其實這個風災本來我們就預先知道的，但是到

底事先有沒有做好準備？聽說那天本和里滯洪池是故障的，好像聽說是

故障的，所以你看我們這些人多無辜。所以我也希望政府，而且那段時

間雨已經那麼大了，既然已經有很多泡水車在裡面你們最後才去拉封鎖

線，我是泡水之後才知道外面已經開始在拉，所以都來不及了。因此我

認為超前部署的動作，政府這次真的做得不足。 

高雄我想當然有很多治水的預算跟工作，河川當然大部分中央都占六

成，地方大概四、五成。但是這個部分中央跟地方該怎麼去做檢討，要

坐下來，我希望你們以這次慘痛的經驗，我們要好好的去省思，未來這

個涵管是不是要定期去做清疏，颱風前要做宣傳的部分，你們是不是要

好好的去落實做檢討。我真的是滿肚子苦水，因為我也是受災戶，但是

我還是呼籲政府這次真的要負起這個責任。天災無法避免，但是人為疏

失，包括我們超前部署，這個部分你們真的要好好的去做檢討。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我們先依照邀請的各局處依序報告，我們先請水利局蔡副

總工程司，謝謝。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蔡副總工程司嘉殷： 

    謝謝兩位議員，謝謝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和各單位代表。我想這次凱

米颱風造成的整個水災的部分，我先說一下這次的因素。本和里滯洪池

它本身不是故障，不是抽水機故障的問題，是它已經超過防洪頻率了。

我記得本和里滯洪池還有一次淹水，在民國99年，就是縣市合併之前，

就是919凡那比颱風那一次。那一次的淹水，我被現在的水利技師公會理

事長廖哲民理事長，他那時候也是當副總工程司，那時候我是本和里滯

洪池承辦，我們兩個還被叫去檢察署問話，後來還是沒事，因為那時候

水都已經滿出來了。我想那天大家都看到好像大福街一帶好像很多都淹

水進去，淹進去之後，整個我們要抽到所謂K幹線的水，幾乎都已經滿到

路面上30公分了，所以幾乎整個愛河是滿的，講白了，那天的狀況是這

樣子。很不幸的，那天是天文大潮的最後一天，百年天文大潮的最後一

天，又因為颱風的風向關係，它會把整個海帄面托頂上來，所以我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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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雨又很大的時候，水就沒有辦法排出去。所以高雄市的三大河系，包

括後勁溪、愛河和前鎮河，幾乎全部的水都排不出去，所以造成這一次

很多大樓會淹水的原因，愛河溢堤造成大樓淹水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今

年初也搬到幸福川旁邊，古時候的人說逐水草而居，結果整個幸福川也

都滿起來，只有我家沒有淹水，為什麼？因為我家墊高。因為我們要值

班，我的車子也淹掉了，這個錢我不知道找誰要，執行公務要不到，只

能自己認賠了，這要花掉我大概兩個月的薪水，這個部分如果議員可以

美言幾句的話，幫我們去募一下款，好不好？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正好稅捐處在。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蔡副總工程司嘉殷： 

    還有這次的水災已經超過我們200年的防洪頻率，這是一個部分，雨量

的部分也超過莫拉克颱風當初的雨量。我記得莫拉克颱風是民國98年，

98年的時候是原高雄縣的時候，那個時候高雄縣很慘，隔年換高雄市很 

慘，就是99年我講的那一次。我想最近這幾年我們一直在宣導很多民眾

來做所謂的防水閘門，但幾乎沒有人來申請，所以到今年我們才編列200

萬元的預算，結果都沒有人來申請，這次之後就有一堆人來申請。為什

麼？以前太久沒有淹水了，台灣人都很容易健忘，不會怕。 

剛剛講到還有一個觀念，所謂的放颱風假並不是去玩，很多人看到電

視說放颱風假很好，準備要去看電影、逛街、在家休息，其實放颱風假

的意義就是要在家裡做防汛作業。但是大家好像現在民眾的觀念都不一

樣了，聽到隔天要放颱風假，晚上就開始喝酒，早上醒來才發現淹水了。

我想這個是民眾的部分。其實我們高雄市政府都有一直在教育民眾，包

括所謂的里政系統也好，或者包括我們電視上的走馬燈，都有在呼籲大

家做這些工作，但是民眾已經麻痺了，太多年沒淹水了。 

剛剛也有講到韓國瑜那個時候，我記得是0823那一次下了一個禮拜的

大雨之後，我們當初是有計畫在清疏，從那時候開始每年就有計畫在做

清疏，但是從去年開始，清淤的量為什麼會比較低一點？因為已經清得

差不多了。但是我想經過這次大雨之後，大家應該會很清楚了解到，我

們箱涵的淤泥一定會非常多，所以我們這次又要啟動一個整個高雄市的

大清淤。這個部分我想最累的還是我們水利局，大家應該都知道中央要

補助我們35億元，補助35億元也是累到我們水利局，我們每天都被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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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著打。那也沒關係，反正就是「歡喜做，甘願受」，遇到了也沒辦法。 

這次我想陳議員麗珍和陳議員玫娟兩位議員都在左楠地區，我先大約

用時雨量來講，左營地區的保護標準大約最高是71.3毫米一個小時，左

營當天最大的時雨量是93.5毫米。楠梓更慘，楠梓的保護標準是71.47毫

米，那一天已經達到103毫米。整個大高雄來講，我們的面積跟當初莫拉

克和凡那比比較，每年的淹水面積都有逐步在縮小。我想是不是政府做

得太多，讓民眾已經忘記，以為這裡不會淹水。那天林岱樺議員在仁武

開座談會的時候，民眾最後的訴求就是我家不要淹水，我想這個有點不

太可能。你住到山裡面又怕土石流，住到帄地又怕淹水。我是覺得我們

要學習有所謂的防災意識，與水共存。我講的很多措施其實政府都有在

做，但是不要說議員，你們回去問一下你們的里長，其實很多里長到底

有沒有對這一方面去做宣導，我想這個應該很清楚。這個部分我先講到

這邊，因為還有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等第二輪再回答。請都發局發言，謝謝。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唐專門委員一凡： 

主席、議員跟與會的貴賓，大家好。都發局這邊簡要大概就這次議題

討論的怎麼樣打造韌性的基盤「最大的下滲、最大的遲滯、最小的逕流」

這個目標，在都發局最主要就是就都市土地的使用規劃和管制的層面這

個部分做以下的說明。第一個，在土地使用規劃的部分大概是會配合水

利局的排水跟滯洪的需要，也配合檢討變更為像河道用地或滯洪池用地

等等的分區，也會視個案的需求。因為現在的土地取得非常困難，如果

個案有條件可以利用重劃來取得土地，我們也會搭配譬如像水利、地政、

都發共同來取得這樣的用地。 

第二個部分是就規劃要求的部分，規劃要求的部分我們大概在都市計

畫檢討變更，現在水利法也有修正了，一定規模以上必須要出流管制規

劃，這個部分也必須要做。此外大概在都市計畫的規範層面大概也會希

望訂定低衝擊的設施跟開發的處理，也會要求法定空地的綠化、透水率、

開挖率、雨水貯集、綠屋頂等等這樣的措施，至少在都市計畫規劃面的

部分可以做一些這樣目標的達成，來建構整個韌性都市的一個環境。以

上先做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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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謝謝都發局。我們接著請經發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謝謝主席、兩位陳議員、專家學者和市府的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

經發局就這次凱米颱風整個防災或是後面復原的處理情形做一個報告，

首先經發局大概每次在我們颱風或是豪大雨之前，尤其颱風如果發佈海

上颱風警報，我們都會在我們的，譬如說負責的業務，產業園區的群組

或是市場管委會的群組、商圈組織的群組，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工

業管線跟瓦斯管線的群組去通報，要求相關這些群組的成員加強防颱的

各項整備工作，所以譬如說市場就會做一些防颱的強化工作。 

另外，就是經發局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協調工作，就是水電搶修復原

這一部分，我們大概在颱風來臨之前也就會跟自來水公司和台電的營業

處保持聯繫，也請他們啟動這些搶修搶險的一些整備工作。當颱風正式

來以後，像這次凱米颱風，我們大概處理的情形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

個就是復電的部分，我想大家都看到台電公司，其實他們的效率跟他們

辛苦的程度，真的很感佩，尤其是針對山區，像在那瑪夏和桃源，他們

都超前部署，先派員和機具先進到山區，避免道路中斷以後就沒有辦法

再進去搶修。所以在復電方面，台電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協調。然後有幾

個重點，第一個就是其實我們在自來水的供應方面大概不會受影響，但

是自來水公司很多的加壓站或給水站會斷電，所以我們就需要協調台電

先去搶修這些自來水的一些設施，避免停電以後又影響供水。所以這次

大部分影響供水的程度都能降到最低。另外，像剛剛主席有提到的這次

三民區，尤其是台電的高雄區營業處的範圍滿多大樓淹水，其實復電比

較慢。尤其像日安地球大樓為什麼會那麼慢，主要是因為抽水的問題，

他們的整個配電設施跟大樓的開關設施都設在地下一樓，甚至很多公設

的開關設施是設在地下二樓、三樓，都影響復電的進度。不然台電其實

只要把水抽乾，很快都能復電。我想這是復電的部分。 

復水特別要提到的大概就是原民區，因為原民區許多地方沒有自來

水，都是簡易自來水，簡易自來水很容易受到這種豪大雨或颱風影響，

大概管線就會斷掉。在這邊經發局也用最快的速度，用災準金來採購更

多這些要連接的水管，提供他們自己來修復。另外，我們也協助那瑪夏

整個應變中心的供油，協調中油來供應他們一些機具需要的柴油或是汽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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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提到復工的部分，這次我們去統計在高雄市的這些產業園區，其

實受災最嚴重的就是仁武工業園區，對！以園管局的統計大概有3億6千

萬元的災損，其他的園區我們目前統計受災的狀況都很低。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跟園管局這邊協助這些廠商來申請復工的融資貸款，等一下可能

財政單位也會講到租稅的減免。其他可能在園區外的零星工廠，也有少

數來跟我們反映受到災損的，我們也都會協助來申請這些中小企業復工

的貸款，或是一些營利事業復工的貸款。先做以上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接著請環保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主持人、兩位陳議員、今天與會的教授們和市府的其他同仁好。環保

局在這邊做一個報告。基本上，在整個颱風的一個作業情形，我們基本

上面分成帄時和颱風來襲的前、中、後程序來做一個說明。在帄時環保

局負責的部分，針對於整個道路的側溝部分，事實上我們就有例行性的

工作在做。以今年度年初到颱風來襲之前，事實上我們大概環保局例行

性針對道路側溝的清疏已經清疏了 1,300多公里了，大概清出來的這些

淤泥也有7千多噸，這個部分大概是帄時的工作。當然帄時我們也會針對

萬一有颱風來襲的時候，環保局本身自有的人力或者機具能量不足的部

分，事實上我們在年初的時候訂立開口契約。大概包含有所謂的卡車、

鏟裝機、抓斗機、挖土機等等這些部分，在帄時作業上就有先行做準備。 

  在颱風來襲之前，大概環保局會做兩個主要的工作，一個就是加強所

謂的洩水口清疏的部分，尤其是易淹水地區。因為雖然帄時水溝有在清，

可是颱風來襲前因為隨著強風、豪雨，掉下來的樹葉其實有容易堵塞在

洩水孔的部分。所以針對這些洩水孔的部分，我們都會有人力去做清疏

的工作。當然也考慮到在最後颱風遠離之後，這些廢棄物的一個清除的

部分，為了加速市容的恢復，事實上我們都會就近在附近行政區的部分

會找一些暫存場，先規劃這個部分，這是我們颱風來襲之前的一個準備。 

  甚至在颱風正盛的時候，事實上環保局的人員除了24小時值班之外，

值班最重要的工作是一些譬如說路樹或者一些廣告帆布等等，可能會影

響到交通的、行人安全的部分，那我們就會做一些路障的排除，甚至如

果就是說稍微有積水，我們在下大雨的過程裡面也會去掀水溝蓋。因為

可能水流比較急，一般的洩水孔的孔徑並不是那麼大，如果短時間的強



11 

降雨其實容易造成淹水，所以我們會把水溝蓋掀起來。這邊也要呼應水

利局這個部分，其實這次凱米颱風我們在掀水溝蓋的過程裡面，其實不

是水流不下去，是水從水溝上面滿出來。所以其實我們掀水溝蓋的人員

幾乎都不太掀，因為水溝蓋自己就浮起來了。這個是在颱風中的作業。 

    颱風後，當然環保局這時候的工作其實是最辛苦的，尤其是要短時間

內恢復市容。恢復市容的部分包含像這次凱米颱風因為淹水的大樓比較

多，水利局這邊配合國軍有做大樓地下室淹水的抽除，環保局這邊，尤

其是譬如像三民區大福街附近的透天，因為早期的透天都有蓋地下室的

狀況，我們也出動我們的水肥車來協助做抽取的工作。當然在整個市容

環境恢復以後，其實我們也針對這個部分去做環境的消毒。這個大概是

環保局的工作，不管是在帄時或是颱風前、中、後的作業情形，我先做

以上簡單的報告。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副座，我想請教一下，你剛剛有講到說你有做水溝蓋掀蓋的動作，是

在知道颱風要來的時候，還是正在下雨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正在下雨的時候。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正在下雨的時候。你認為第一個，掀蓋的環保局工作人員的安全；第

二個，你把蓋子掀開的時候會不會影響到行車的問題？因為畢竟很多水

溝蓋都在路的旁邊，如果一淹水，其實很多人是看不到底下的，你把它

掀起來會不會造成交通事故？這個覺得我不懂你的意思，你可以說明一

下你們是怎麼處理的嗎？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我跟議座報告，其實我們掀水溝蓋的時候人都是在旁邊，而且其實會

先作放三角錐，就是避免下大雨的時候視線…。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你們怎麼去判斷哪一個路面要掀，哪一個路面不用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基本上我們都跟水利局這邊配合有易淹水的一個區域，所以我們的人

會守在那個區域裡面，先用三角錐圍起來之後把水溝蓋掀開，但是人也

不會遠離，因為也擔心下大雨的時候三角錐會被風吹走或者漂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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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都會在附近。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那你們環保局的員工太辛苦了吧，還要冒著生命的安全。第二個，因

為有人跟我陳情博愛三路和博愛四路，那時候雨下得很大，淹得很高，

結果他們去掀水溝蓋的時候裡面居然沒水，但是上面是滿的，因為溝蓋

上面已經被樹葉、垃圾堆滿了，所以水下不去。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要…。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所以後續希望我們找一個時間去看一下好不好？〔好。〕其實這也是

一個問題，因為水進不去水溝裡面，即使水溝是通的也沒有發揮它的效

果。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高副局長宗永： 

是。跟議座報告，其實我們為什麼颱風前會先去清疏水溝蓋上面的落

葉，也是擔心這個情形，可是落葉沒有辦法在我們清完之後就完全不落，

我只能去加強這個部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接著請交通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中心主任洪嘉亨： 

主持人好、兩位陳議員跟與會代表大家好。交通局這邊比較有關的大

概是颱風前後的因應作為，其實風災之前，我們針對我們的立體停車場，

都會去要求防水閘門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適度的阻隔。像這次的凱米颱

風，我們就有幾個低窪地區的立體停車場都有做防水閘門的處理。再來，

我們的立體停車場還有一些太陽能板的設施，這個部分我們也都會請業

者針對逐場、逐場去檢視牢固的程度。 

    災後的部分，有關於這一次凱米颱風，我們自己災後馬上去做一個巡

檢，每一條主要幹道我們都去做一個巡檢，大概統計有500組號誌有出現

一些故障的狀況，60處的標誌有倒塌的情形。這個部分我們大概就立即

的來做一個修復，也在7月底之前都已經全數來完成。所以這個基本上我

們都有一定的SOP在做處理，以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我們請陳議員麗珍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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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麗珍： 

  謝謝主持人黃議員柏霖、陳議員玫娟和我們專家學者、市府各單位的

主管，以及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安。這一次凱米颱風造成高雄淹

大水，真的大家都嚇到了。有幾個重點，就是說因為剛剛水利局的主管

也有說，因為它的雨量是超過幾乎一倍以上了，當然那個量是很大，但

我們的建議有三點，我覺得可以藉由這一次把淹水嚴重的幾個區域真的

要好好的來討論，看有什麼解決之道。因為在當時下雨的時候，其實大

家怎麼清，怎麼開水孔都沒有辦法了，因為全部整個高雄市的水，幾乎

低漥的都滿上來了，沒有什麼辦法，只能趕快移走一些比較貴重的傢俱，

只能做這個動作而已。後來我發覺說在豪雨過後，大家在恢復環境的時

候，抽水機為什麼那麼困難借到？很多大樓都已經淹到地下三樓或地下

二樓，但是我們在協助借抽水機的時候，也是打了很多個單位都借不到。

未來我們要如何去因應這樣的抽水機問題，因為剛才有講到，抽水機沒

有把水抽乾，電也沒辦法恢復，有些是正在建設的建案，整個水都淹到

地下兩層樓，都是滿的，很恐怖。所以那時候都一定要維護交通，否則

如果有民眾靠近不小心跌下去的話真的是很危險。我希望我們這一次的

水量，包括我們的環境，譬如說要恢復環境，我也覺得說那時候也真的

都找不到人，是不是有怎麼樣臨時的機動人力。所以未來面對這種氣候

變遷，我發覺我們很害怕什麼時候又一場豪雨再來的話，我們要如何去

應變，這個真的是要好好的藉由各位的專業來好好的討論，以及我們對

民眾的一個宣導。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接著我們請工務局發言，謝謝。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吳副局長瑞川： 

  主席、兩位陳議員及各位專家學者好。其實颱風是我們工務局每一年

要面對的，每一次颱風的狀態會影響到災情，像這一次是雨比風大很多，

然後又是在比較後面。如果是顛倒，雨在前面，風在後面，災情可能就

是在我們工務局，樹會倒一堆。因為雨下太多，土壤會鬆軟，樹承受了

水的重量，因為這幾年大家對樹木的修剪有要求比較多，所以我們都不

太敢剪太多，下大雨的時候樹葉吸收的水量就會讓它的頭頂很重，加上

下大雨以後土壤鬆軟，如果比較大的樹，風再稍微一吹很容易就倒。像

之前的莫蘭蒂就倒了1萬多棵樹，就是類似雨先來，然後風再來。這一次



14 

是風也沒有很大，雨後面來，所以水利局就變苦主。 

我們工務局例行性的，新工處、建管處大概就是工地，工地就趕快圍

籬。公園處就是樹木修剪跟支架。我們的拆除隊，市長也有指示針對街

道上已經很破舊的廣告物我們也有拆除，大概拆了477座。道工處大概在

颱風的中間比較沒有什麼事，可是在颱風後，所以他就要準備很多像山

貓、吊卡車、抓斗車、挖土機，就是要應付一些區公所需要支援的，尤

其是原縣比較有山坡道路的那一種。建管處大概比較重要的工作，要跟

主席和議座及各位報告，這一次的防水閘門我們發現90公分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最近會開會來討論，就是針對建築技術規則第4-1條，我們要把

它提升到120公分以上，也有找建商和建築師公會大家一起來討論，就是

以後設計的案子至少要120公分，我們要修訂高雄市建築技術規則。因為

第4-1條規定90公分是最基本，不過各縣市有各自的規定，我們以前是按

照中央的90公分，不過發現在高雄可能90公分不夠了，要120公分以上。

然後我們也有成立一個高雄市公寓大廈和保全公司的群組，因為這一次

的經驗發現，很多是保全業者，你的保全業者如果有盡責，他可能事先

就把防水閘門關起來，你家大樓前面水溝的水已經淹上來了，你還在那

邊觀望。所以我們這次就成立一個群組，我們這個群組是結合水利局，

水利局就是在颱風、豪雨的時候會有一個水情，根據中央氣象署的預測，

高雄哪一個地區可能時雨量會怎樣，我們建管處會加入那個群組，看到

這個訊息我們會轉po到公寓大廈還有保全的群組，他們就會通知各個住

在大樓裡面的保全人員，人家說你們那個地區的大樓時已經雨量預估未

來會超標了。變成我們是儘量，因為政府不可能在那個時候每一個大樓、

每一個大樓去通知，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有訂定一個「高雄市公

寓大廈防颱整備指導事項」我們就是有一個自檢表，其實剛才主席也有

講了，還有議員都知道，如果大樓在颱風前，你的落水孔有堵塞不去清，

你的防水閘門到底放在哪裡，搞不好連管理員都不知道防水閘門放在哪

裡，也要拿出來裝一下，到底這個防水閘門能不能裝，因為有時候久沒

用。因為剛才有講到，其實高雄市這幾年因為聖嬰現象，已經好幾年颱

風沒有直接直撲高雄，這是真的事，自從去年開始，聖嬰現象又出來以

後，颱風又開始直撲。所以這幾年會回到四、五年前，就是我講的莫蘭

蒂颱風那種情形，每一年都好幾個颱風、豪雨會進來。所以我覺得高雄

市應該要像議員講的，我們要超前部署，可能有一些作法，大概最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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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有召開會議，就是找民政局、水利局和工務局。剛剛陳議員麗珍有

針對抽水機，我們市府也有在檢討，等一下民政局可以補充，各個區公

所應該要自救，要先有抽水機的配備，因為他們這次發現好像有的區公

所沒有，像三民區就趕快去別的地方借，可是時間就拖掉了，而且抽水

機如果久沒有用，就算你拿出來也故障或怎麼樣。所以這個部分市府已

經有在檢討了。大概我們工務局的部分這一次針對抽水機也去跟廠商調

了101台，水車我們也支援了21台，大概這個部分就儘量以市府一體來支

援。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工務局。接著請農業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陳簡任技正瑩蓮： 

    主席、兩位陳議員、今天與會的專家學者和市府同仁，大家早安。農

業局報告，針對這次凱米颱風的來襲，我們在22日開始就持續發布新聞

和透過農來訊的Line、YouTube跟簡訊來宣導農民儘早做農災的整備。像

果樹類就加強固定枝幹條、適度修剪和清除田間的殘枝。另外，如果適

逢收穫期的蔬菜、水果，也請農民儘速來採收，溫網室的部分就要加強

農業設施的固定，請農民能夠特別注意田間的排水，來避免農作物的災

害跟財產的損失。 

有關這一次凱米颱風的整個農損狀況，簡單報告，本市的農損，因為

整個速報已經結束，總共農損估計約損失2億3,748萬元，其中主要受損

的作物包括芭樂、香蕉、木瓜、蓮霧跟棗子。這一塊因為颱風是7月24日

來襲，26日賴總統也前往旗美地區來關心，當天農業部就已經正式公告，

高雄市農產業的全品項現金救助。另外，農業部也在8月2日核定了我們

的非溫室種植的芭樂、香蕉、木瓜、蔬菜全品項，還有西瓜和香瓜的部

分可以做為免勘查的救助項目，整個目前都已經完成農民的申報作業。

為了要讓協助我們的區公所認定品項的受災情形，本局也在8月6日召開

工作會議，邀集各公所、農糧署和詴驗單位的專家，一起來討論救助的

流程跟標準。對於各公所的一些疑義也一併來函詢農業部，也讓他們基

層的認定能夠標準一致化來降低民怨，能夠加速整個救助作業。以上報

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農業局。接著請海洋局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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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黃專門委員維裕： 

    主持人黃議員、陳議員好。海洋局針對這次的防颱預警措施和災後復

建作為來做一個簡要說明。如果中央氣象署有預報颱風逼近台灣的話，

我們海洋局這邊通常會由局長邀集本局相關的業務科室主管，召開颱風

前的相關應變會議，我們是逐科逐科來檢討現在的應變作為到底是怎麼

樣，有沒有符合期待。我們同時也會發布新聞稿，透過漁會、養殖協會、

遠洋公會、漁業電台等等宣導以下的相關事項。如果還在海上作業的漁

民朋友，我們會希望避免颱風對漁船帶來災害，請他如果遇到緊急狀況

的話，應該立即利用船上的通訊系統跟附近的電台，或者是鄰近的漁船

來做一個聯繫，如果有危險的話，才能夠獲得適時的救助。 

    第二個是針對已經在漁港裡面避風的漁船，我們是呼籲漁友必須要繋

緊纜繩，做好相關的避碰規則，防止強風造成斷纜，導致船隻漂流碰撞

的財產損失。 

至於我們很關注的養殖漁業，我們會再透過我們已經建置好的細胞簡

訊系統和Line的群組通知各區公所、漁會、養殖協會和產銷班，宣導漁

民趕快儘早做好檢修養殖設施，做好防汛措施，例如疏通排水的設施，

檢視發電機是否運作正常，而且要加強檢視水閘門。海洋局這邊也有跟

廠商簽定開口契約，我們都有備抽水機。我們也會跟漁民說，颱風在下

大雨和強風的時候，如果漁塭有面對到可能導致淹水或是漁塭潰堤的情

況，現在的手機都很方便，就是請他要及時蒐證，也做為證據，如果高

雄地區有公告為天然災害的救助地區的話，我們才可以獲得相關的補助。 

以凱米颱風為例，其實我們在7月29日就已經有得到農業部核定公告本

市的養殖漁塭全品項列為現金救助和低利貸款，我們是從7月30日到8月8

日由沿海鄉鎮公所受理漁民受災的申請，如果他的面積損失有達到20%以

上，因為他必須要有養殖登記證才有辦法申報，而且還要有相關淹水的

證據，經過公所和水詴所去現勘，如果屬實會得到相關的現金救助，而

且他也可以來申請受災的證明，併同相關的復養計畫來向這些貸款機構

提出低利貸款。原則上目前是農業部這邊提供低利貸款半年免息，現在

海洋局這邊是希望爭取一年免息。明天下午我們有透過區域立委來做一

個協助，明天下午會邀請農業部在立法院召開協調會。至於這次的凱米

颱風，因為其實我們養殖漁塭的面積很大，我們帄常每一年都會跟漁業

署爭取相關的排水設施的補助經費，一年大概都會執行好幾億元，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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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現在目前都有逐漸的把這些主要的排水設施建構好。這次的凱米颱

風的災損沒有到我們預估的這麼嚴重，經過相關公所的統計回報，目前

災損的面積大概是108公頃，災損的金額大概只有3,600多萬元。各公所

現在目前是在勘查中，到時候會跟農業部爭取相關的現金救助。以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海洋局，報告很詳細。民政局請發言。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區政監督科鄭秘書青峰： 

主席、議座，大家好。民政局報告，這一次的凱米颱風來臨，我們民

政局主要是辦理區公所的應變中心開設，我們民政局也會有應變小組在

處理民眾的疏散撤離事宜。在7月23日晚上7：30一級開設的時候，我們

就已經派9職等以上的科長進駐應變中心，也會去副知通知區公所去開設

他們的區級應變中心。這一次的部分誠如剛才工務局副局長所言，就是

我們的抽水機，目前區公所的抽水機其實比較偏中小型，數量也不足，

沙包的部分有2萬5千多個也都被借光了，所以未來就是要超量去準備。

這次我們透過水利局和協力團隊，就是高大、成大監控颱風的一個動向，

我們其實是有做預警，透過里鄰系統來做宣導，不管是在網站、還是臉

書或是廣播的部分都有去做宣導，天氣預報是在媒體上已經很大量的宣

導，但是可能民眾的警覺心也有一點不足，就是對於紫色、紅色連續強

降雨的名詞對他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們在8月5日跟8月12日在市府開

會時其實有提出一些精進的作為和檢討的措施，包括區公所開口契約的

廠商本來在每年4月底之前都要簽定完畢，但是這個搶修搶險的開口契

約，其實項目要再增加，下授的金額也要再增加，我們在市府跟長官報

告的時候 都有提出一併的需求。 

像我們局裡也提出一個概念就是地區的聯防。再過來就是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地區聯防；第二階段是區級聯防；第三階段是應變中心，由

水利局這邊來統籌調度。因為抽水機的調度，其實公所的數量是不足的，

我們剛才就有報告過，地區的聯防就是區公所要先跟自己相鄰的區公所

互相支應，然後他們如果有這樣淹水的狀況時就成立群組來做一個災害

的災情查報跟一個搶修搶險的作為。在區級聯防的部分，就是區公所如

果這樣的量能還不足的時候，民政局就會去調沒有受災的地區的抽水機

來支援受災的地方。如果量能再不足的話，就是第三階段，由水利局來

調撥，因為他們不管在消防局也有放抽水機，經濟部水利署也有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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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他們那些大型的抽水機來抽水會比較快。因為這一次的民眾也有

抱怨抽水的效率也比較慢，其實就是調度上跟中大型的部分也不是放在

我們第一線的地方操作，有這樣的一個困難點。這次會再重新部署，我

們也密集的在重新檢討當中。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請警察局發言，謝謝。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翁主任偉仁： 

主席、陳議座、各位學者專家以及議會代表，大家早。警察局報告，

本局在這次凱米颱風來臨前，就有透過視訊會議要求各分局加強巡查轄

內有無施工圍籬、鷹架及大型廣告物或行道樹受風吹傾倒之虞，如果有

這種情形，我們要求同仁要立即通報權管單位來處置，避免危及路人跟

車輛。 

這次凱米颱風期間，對於申請進入山地管制區或已申請而還沒有進入

山地管制區的登山客來做勸導及管制，總共執行勸導有92件，256人。 

另外，有關旗山分局跟六龜分局轄內等9個區發布土石流紅色及黃色警

戒，本局派員配合民政單位執行疏散撤離作業，總共動員警力有282人。

總計這次執行凱米颱風災害應變作業，本局總共動員警民力有１萬534人

次。報告完畢。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接著請消防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黃簡任技正古彬： 

主持人、專家學者及各市府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針對凱米颱風來

襲，消防局的作為簡單分成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個階段來做一

個報告。首先在減災階段，颱風來襲的警報發布之後，我就會請轄區的

同仁到各轄區去進行實體的宣導，也會發布新聞稿，會在多媒體的帄台

來呼籲民眾要注意颱風動向，對於家裡面的一些盆栽、窗戶或是洩水口

等等要提早去清除，避免淹水。我們在減災作為方面會去劃定河、山域

和海域的管制區，來公告禁止漁船和登山客入山。這是減災的部分。 

在整備的部分，我們消防局會針對各分隊、各單位的相關救災救生器

材設備來加強保養和詴動，針對無線電衛星電話也會加強來測詴。在凱

米颱風期間測詴相關的設備都正常運作。 

在應變的階段，我們在7月23日晚上7：30就召開第一次應變中心的會



19 

議，期間一共開了五次的工作會議。市長在應變中心裡面都有提點，也

呼籲民眾要依照下雨量和風勢、雨勢來做精進的作為，來減少相關的損

失。在黃色跟紅色土石流的部分，我們會配合公所進行人員的疏散。在

這個期間如果發現有報案，有人命受困需要救助時，我們會立即出動相

關的設備和機具及人員到場來協助民眾脫困。 

有關復原的部分就會出動調度相關的抽水機具、緊急發電機和大型的

排煙車，來協助區公所進行民宅或者是大樓地下室的抽水的工作，儘早

讓民眾的大樓能夠提早復電，恢復正常的生活。以上報告，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謝謝您。接著請教育局發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工程管理科張科長書銓： 

主席、陳議員、與會專家學者跟府內相關長官好。教育局針對這次凱

米颱風的來襲，我們有針對四個部分，就是災前的防治措施跟災後的因

應措施，還有我們登革熱的防治跟災後復建的部分，分這四大部分來做

說明。 

  災前的防颱措施，主要我們會針對一些學校，會請學校針對一些排水

系統跟相關的落葉和垃圾的清理。還有針對我們現在目前學校在施工中

的一些工程，針對一些防災的措施跟一些防災的整備作業要做一些完備

的措施。災前我們也會協助一些學校針對一些預防性的樹木做修剪。我

們在這期間，其實我們在颱風公告的期間有配合交通局，我們在113年有

規劃309處的學校開放，還有一些9,705個車輛的停放空間供民眾臨停使

用。 

針對災後的部分，因為這次災後的部分，其實我們針對像三民區有一

些泡水車，我們也有協助一些民眾，開放一些學校讓他們做一些臨停的

處理，這我們也會積極協調中。對學校這邊的部分，因為我們有幾所學

校的淹水比較嚴重，像高雄女中、灣內跟鼓岩這邊也有調動軍方跟我們

水利局，還有相關區公所的一個協助，有在短暫的時間就把地下水的淹

水把它做妥處，就是把它做一個處置。然後，我們這次其實有些校樹倒

塌比較嚴重，其實我們本局也有一些開口契約，其實我們也請工務局這

邊也有做一些協助，儘速來恢復我們市容的一個景觀。然後，因為我們

這次其實比較嚴重的部分是在桃源國中，因為這個是8月2日行政院院長

有來視察。 



20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桃源區那邊。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工程管理科張科長書銓： 

    其實那邊就是後方的山坡地有土石流流入到學校，其實我們針對這個

部分也積極協助桃源國中，也上山好幾次去協助桃源國中的復建措施。 

    災後登革熱處理的部分，其實我們災後也函請各學校針對一些積水跟

環境的整頓，然後我們也會針對一些高風險的學校，在7月30日到8月5日

進行一些衛教的宣導，然後也巡檢24所學校。針對一些研習的部分，就

是我們登革熱的一些防治研習，我們在8月2日有在大旗山區，8月6日有

在大岡山區，8月15日有在大鳳山跟我們市區這邊有由衛生局跟我們局加

強宣導的一些措施，我們也協請衛生局來協助每校一包的環境用藥，然

後來協助防治登革熱的病媒蚊孳生。 

    我們這次的災損統計，目前大概是8,000萬元，總共有210校的一個部

分，總災損經費是8,300多萬元，這個部分我們現在目前教育部國教署已

經有先核定1,800萬元的經費，請我們儘速針對一些學校在8月底開學

前，讓學校能夠安心開學，我們會積極來做這樣的處理。後續一些復建

措施，我們也會立即協助學校，然後動用我們市府的災損金來協處。以

上，教育局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接著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何簡任技正惠彬： 

    主席黃議座、陳議座，以及在座專家學者，還有我們市府的各局處代

表，大家早安。衛生局說明，有關在凱米風災之後，衛生局預防急性傳

染病的防治有四大重點的工作，第一個部分是針對進水、淹水戶，逐戶

已經透過里辦公處發放漂白水，累計我們發放了4.1萬罐的漂白水供民眾

做環境的消毒及使用。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4萬罐。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何簡任技正惠彬： 

    另外是在針對進、淹水戶這個里段的部分，我們進行擴大的逐戶巡檢，

我們總計清查5.1萬戶。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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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水。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何簡任技正惠彬： 

    從中我們也發現有積水地下室，還有電梯機坑積水，總計有1,624處，

這些在當下還沒有完成抽水的積水地下室及機坑的部分，我們協助進行

投藥及消毒。第三是針對積水地下室暫時無法抽水的部分，我們進行殘

效的噴藥。第四點是針對進水及淹水的216個里段，我們也調度國軍進行

環境的消毒，在戶外的部分。 

    此外是在風災之後的一個禮拜之後，如果積水沒有盡可能地進行清除

的話，有可能會有病媒蚊的孳生而導致疫情的發生，因此在預防登革熱

的部分，也是我們在第一時間就進行啟動了，以下有五大重點工作，第

一個部分是我們動員環保、衛生、民政的部分，進行積水容器的清除，

總計我們清除2.8萬個積水容器。第二個部分是針對高風險流行場域的部

分進行巡查，包括剛剛議座有提到的工地的部分，以及市場、學校的部

分，我們總計巡查289處，從中有發現77個積水容器產生陽性孳生源，我

們當下也協助清除，無法清除的部分我們進行投藥。第三個部分是我們

透過38個行政區，也啟動重大列管點的巡查，包括空屋、空地以及菜園

的部分，我們總計清查6,410處。第四個部分是動員跨局處針對轄管的場

域來進行巡檢，包括工務局針對公園樹洞的部分，在大雨沖刷之後，可

能之前已經填補的樹洞會透由大雨沖刷掉，針對樹洞的部分進行填補，

以及針對陰井跟水溝的部分進行殘效噴藥；此外是也責請勞工局，針對

外勞宿舍的宿舍頂樓及積水地下室的部分，進行預防性的巡檢。最後一

個部分是我們也通知中央單位，包括台糖、國產署及軍備局，針對轄屬

的空地、菜園及閒置宿舍的部分，進行預防性的巡檢、清除積水容器。

截到目前為止，高雄市累計是8週沒有新增的登革熱疫情，衛生局及跨局

處的防疫團隊，會持續針對預防登革熱的各項防治措施進行努力，預防

登革熱疫情來發生。以上衛生局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接著財政局。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主席、兩位議座及專家學者，大家好。財政局對於受凱米颱風風災影

響的民眾，大概提供的服務有兩個區塊，一個就是地方稅減免跟金融協

助。地方稅減免的部分，本處主動都有前往各處受害嚴重的區域，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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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里長跟民眾解說稅捐減免的方式，那我們地方稅捐就有包括房屋

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跟娛樂稅，然後我們也有再利用多元的管道宣

導，然後都有說如何來各稅捐分處申請地方稅的減免。我這一次就針對

其實最嚴重的部分，大概就是房屋跟泡水車的部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有泡水車。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房屋的部分，房屋稅的減免大概分三個區塊。房屋稅的減免就房屋毀

損的部分，然後毀損面積三成以上未達五成的話，我們是減半徵收，那

房屋毀損面積達到五成以上的話，其實我們就免徵。第二個部分就是房

屋淹水，淹水的樓層我們是免徵。第三個部分，要是你那個區域是主要

聯外道路中斷的區域房屋，我們會減徵20%，所以像復興里、拉芙蘭里跟

梅山里，這一部分就會在我們減徵20%的範圍內。那我們這一次的作業方

式就是都有請區公所要提供房屋淹水的慰助金的部分，只要區公所到時

候整個房屋淹水慰助金他會做一個清冊給我們稅捐處，我們會依據那個

清冊來辦理房屋稅主動減免。聯外道路的部分，我們也是主動辦理房屋

稅的減免。 

    使用牌照稅的部分，它減免分兩個區塊，第一個是車輛受災害受損然

後是不堪使用或是暫停使用，我們就從他報停或報廢日期，我們就按日

免徵了。然後要是說因災害受損需要修復，你即使沒有向監理機關申請，

那我們也是修復期間按日免徵。因為這一次泡水車很多，所以我們其實

是有跟水利局的泡水車輛慰助金申請書併同申請使用牌照稅減免，所以

到時候也會提供清冊給我們，我們就會照那個清冊然後來提供主動減免

的部分，我們這邊稅捐處會主動退稅。我們另外還有聯合監理機關，還

有下鄉駐點服務，這一部分我們都有配合監理機關一併做處理。以上報

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等一下。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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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還有一個高雄銀行。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對，好。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高雄銀行的金融協助措施，這邊它其實分兩個區塊，第一個，其房屋

貸款戶跟廠房貸款的既有客戶，因為本次風災造成生活跟企業營運受影

響的部分，我們提供他1年免繳本金只要繳利息的寬緩措施。第二個部

分，就是對於政府提供受災企業與民眾所需重建或修繕資金等相關低利

貸款的措施，高雄銀行都會配合辦理。以上。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對不起，我請問一個問題。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好。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因為這一次你說房屋淹水的部分，當時你們好像有說50公分以上補

5,000元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你說補助嗎？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對。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50公分以上好像…。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多少錢？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它好像是3.5萬，3萬5,000元。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3萬5,000元。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3萬5,000元。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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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那50公分以下5,000元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5,000元。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好，我問你，這純粹是住宅而已，對不對？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如果店面是沒有。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店面都會來我們這邊主動申請，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有辦理。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店面怎麼補助？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一樣，淹水樓層我們就免啊。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免什麼？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免房屋稅。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免房屋稅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我們都有在撥補，在補辦預算項下。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然後那個有補助嗎？有補助嗎？有補助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補助的部分，那一部分是社會局。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商店，商店是沒有？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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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應該社會局的部分，它不在住家。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是社會局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補助是社會局。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商店不是經發局這邊有嗎？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我們這邊是優惠融資貸款。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你們沒有嗎？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對，沒錯。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現在就是我有接到陳情案，就是你說幾公分、幾公分純住家而已。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商店是沒有的，然後他說免房屋稅還是營業稅啊？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房屋。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是2天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應該是說，我們房屋稅不管你是住家還是營業用，只要淹水樓層，我

們就是免，我們只是…。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免什麼？你免什麼？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免房屋稅，淹水樓層。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就那1個月嗎？還是幾天，還是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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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1年。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1年都免，那1年都免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可是是淹水樓層。這個淹水的樓層，我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譬如你今天透天厝只有淹水到1樓，那我們是1樓的面積免，不是整

棟樓都免。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淹的那一樓就對了。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我們沒有分50公分。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好。你店家是沒有補助，對不對？那個…。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因為補助不算稅捐處的範圍。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不是你們的，是哪一個單位負責？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當初那個補助的部分是社會局。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補助是社會局。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社會局補助？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社會局做補助。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怎麼會社會局去補助店面呢？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因為社會救助，他只要看個案去做考量。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因為現在很多店家在抗議，因為他們裡面的災損更嚴重，因為他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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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貨品什麼的都泡湯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壞了。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損失都10萬元、20萬元，結果他們竟然領不到補助，他說因為補助只

有補助住家。因為可能也許在這個部分很多市民是不懂的，他們可能不

了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你們…，我希望你們會後給我一個詳

細的資料，到底怎麼補助？店家的部分，他們認為他們的損失比住宅還

更嚴重，因為他們很多貨品。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對，貨。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結果他們竟然得不到任何的補助，頂多就是好像他們跟我講一個稅而

已吧？一個稅，然後聽說算起來才60元，他說我要這個60元幹什麼，所

以他們很抱怨。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可能…，我不曉得怎麼會是社會局

負責，我覺得有點奇怪，不是在稅捐處或經發局的部分嗎？那沒關係，

反正我們要了解這個部分是該怎麼做補助，好不好？店面的部分。好，

你說。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議座，我這邊補充說明一下。因為這一部分是屬於另外一部分，就是

稅的部分，就是國稅的部分，他們可以去檢具他們的財產損失在明年的

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有分個人綜合所得稅跟營業事業所得稅。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營業。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可以列報損失，可以列舉出來做扣除。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所以那個部分是可以補助的嗎？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對，可以在稅的部分，在所得稅的部分做損失、做扣除的。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好。當下如果沒有拍照，比如說房子損失的那個拍照沒有，比如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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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的沒有拍照的話，有沒有辦法？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它稅的補助其實是跟你淹水幾公分沒有關係，只要你證明你這些損失

是跟這次淹水有關就好了。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住家，我講的是住家。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住家就個人所得稅也可以啊。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所以好像還…，OK。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曾處長子玲： 

    當然你公司行號的話，你就在申報營業所得稅的時候，你可以申報損

失，這一部分國稅局都有在處理，因為這一部分其實我們大家都有一起

在聯合宣導。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好，我想因為不耽誤各位的時間，會後這個部分我想要一點資料給我，

因為我有得到這麼多陳情案一直在抱怨，尤其是商家的部分，好不好？

你們看是社會局…，社會局今天沒有來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沒有。 

主持人(陳議員玫娟)： 

    今天社會局沒有，沒關係，看是哪一個單位要負責，你們幫我聯繫一

下，好不好？給我一個窗口。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OK，接著是研考會。研考會，謝謝。沒關係，好，等一下再原民

會。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兩位主席，還有專家學者，以及我們與會的市府代表，研考會報告。

其實在整個防颱上來講，因為已經很久沒有颱風進來，這次的防颱其實

市府都有提早因應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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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郭專門委員寶升： 

    就是說在7月23日的8點應變中心就已經開設了，其實各相關機關都已

經進駐，我們研考會都也進駐，針對主席指示的一些防災事項，我們會

進行追蹤管考。我們1999的部分也為了因應可能會有很多的通報訊息會

進來，我們也都有加派那些接線的人員；再來就是說我們針對1999也會

因為通報之後，可能有些要相關的處置作為，也跟災害防救資訊系統都

有串接，就適時把一些相關資訊做一些通報來做些處理。再來，我們資

訊中心也在全球資訊網、市府全球資訊網也都有成立防災專區，把相關

的防災訊息或是一些相關的應該注意的事項都在上面會po上去，讓機關

或是民眾都能夠即時了解現在市府的一些相關作為。那整個來講，這次

的颱風事實上是因為雨量實在是太大了，就也已經超過了洪水頻率，市

長也講過說，像這次的三民、鳥松、岡山這個地區，事實上應該我們的

洪水頻率只有規劃大概都是2到5年左右，不像說台北市已經5到10年，因

為已經超出我們的那個洪水頻率的時候，造成我們宣洩不及，造成這次

水災。未來如果說水利局針對我們整個的防災或者是滯洪池相關的檢

討，以提高洪水頻率的一些設施的話，我們市府研考會按照政策來支持

相關的經費。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接著原民會，謝謝。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公共建設組黃組長嵩傑： 

    兩位主席，還有與會的各位先進，大定早安。原民會這邊作報告，首

先在防減災的部分，我們原民會其實是有設立一個跟里長的群組，跟公

所、里長之間的防災群。我們都會利用這個防災群來做颱風資訊的聯繫，

包括下大雨以前都會先通知防災群，也會在我們的FB、IG這些訊息去做

公告，讓大家先做準備。另外也針對三個原住民地區有補助他們公所一

個緊急搶修的開口合約，然後讓他們能夠在風災的時候可以進行搶修。

像颱風之前，也提醒說公所這邊的搶修開口合約可以在道路容易中斷的

地方先把機具去做進駐，比方說桃源的復興、拉芙蘭、梅山這三里，機

具先進駐進去，還有那瑪夏容易中斷的那個部分，機具可以先進去。接

下來，我們的場館的部分，也會在颱風前來進行門窗加固、排水設施的

清疏，還有戶外空間的樹木固定這些措施。針對我們32處的文化健康站，

也是宣導長輩領有慢性病的部分，看能不能藥品是不是足夠，如果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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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的部分，可不可以先下山來依親。針對國宅管理的部分，也是有去

檢查那個建築物的排水設施。那農園的部分，也有督促我們的住戶、承

租戶去把農作產品給收好。 

    另外，在災害期間，我們主要是配合市府裡面的應變中心去做撤離的

動作。當黃色警戒發布的時候，這一次是比較嚴重，預測雨量比較大，

所以市府那邊下令在黃色警戒的時候，水利局就會通知我們的三個原鄉

去做強制撤離，我們也跟區長那邊去同步做輔導，我們的秘書長還有主

委也有親自上山跟區長那邊聯繫去慰問他們。 

    另外，針對災害期間，我們原住民的防災群，其實里長那邊有很多資

訊會提供給我們，我們也會蒐集看看目前的道路狀況、水電狀況，然後

即時來反映給應變中心相關機關去做處理，像這次道路的桃源明霸克露

橋的中斷，市長、院長還有交通部長他們都有上去關心。 

    針對物資的部分，社會局這邊我們也協助社會局去載運物資到原住民

地區給他們來使用，包括桃源跟那瑪夏的部分，都有幾次的物資進去。 

    針對災後復原重建的部分，我們也會有協助公所來進行那個緊急搶修

的工作，後面的原住民部落連絡道的復建工程，也協助公所來做提報來

復建。以上報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各局處報告完，我們接著請學者專家，我們就依照邀請的，

請李教授。 

義守大學財金系李教授樑堅：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我們市政府出席的各個相關的代表。以前也是

管財政啦，所以事實上我也知道我們防水預算其實真的是編了很多錢，

2006年我們這個水患治理特別條例8年800億，後來追加到1,160億，到

2014年的時候又有一個「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總共編了6年600億，

到前瞻基礎建設，2017年的時候，在整個水環境治理計畫大概投入2,508

億，其中1,151億是做在防洪，所以其實你說中央跟地方裡面編列的治水

的經費，事實上是不少的。那當然這一次的颱風而言，根據統計在山區，

這一次的凱米颱風是下了1,217mm，那個是單日，那帄地呢？大概是破了

歷史新高啦，就是887.5mm，所以確實就是說這種極端氣候所造成的天災

這個衝擊其實是非常的大。但是我要講一句話，就是天災不可免，可是

防災有可為，那我們綜合整理各位剛剛所提及的相關的狀況，高雄市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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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台灣可能很久沒有颳颱風了，大家好像對於颱風的因應跟處理比較疏

於防範，所以剛剛提到有幾個重點的一個情形，第一個，就是說民眾跟

大樓跟社區的管委會對於申請防水閘門，之前的意願不高，現在是發生

問題，大家就積極要申請。第二個，在所謂的宣導的過程之中，政府部

門應該有該盡的宣導責任都有，可是民眾跟這個一般的社區一樣是疏於

警覺，那帄常對於這個所謂抽水機跟沙包的一個申請，可能就沒辦法做

一個適當的資源配置。可是就水利局而言，對你這個所謂的抽水機跟沙

包的合理的配置，那你就應該要根據…，因為你現在興建25座滯洪池，

當然這一次滯洪池裡面也凸顯一些問題，有些興建的蓄水量可能在某一

個區域來講，還是相對不足，可能…，所以你們這一次申請的35億的計

畫來講，有除了新增2座滯洪池，又要包括有些部分的滯洪池還要再加

深。那這個部分就是以後你的資源的配置，就是水利局要做一個統合的

處理，根據高雄的易淹水地區的一個配置的這個分布的狀況，去做適當

的一個管理啦！ 

    再來，就是事實上還是有一些局部的區域是不應該淹水而淹水的，我

講的是像鼓山的這個美術館特區，那個流進去的都是滾滾的黃水，那表

示那個是從後面的柴山或是半屏山那邊流下來的。所以那個部分裡面的

處理，因為大家以前覺得買在美術館地區是絕對不會淹水的，可是這一

次是淹的，那是從那個山上裡面流下那些土石流那麼溢流到這邊來。所

以那個部分，因為我禮拜五跟局長有去上公共電視，他說這個部分有一

些區域會再去做墊高的部分，不要讓那個土石流裡面再溢流到這個美術

館區域，但這個部分知道原因，當然我們就是要編列經費去即時的做處

理。再來就是工務局跟都發局來講，事實上高雄最近這十幾年來真的也

蓋了不少大樓，也興建了很多的公共設施，但是我們在講的低衝擊的這

個開發而言，包括每一個大樓裡面所要求的儲水跟防水的這個防範下雨

這種暴雨的這種處理系統，我記得我在昨天還是前天看到電視裡面有一

棟大樓特別還去採訪它，因為他們那個大樓裡面有做地下的儲水槽，那

裡面都有一些這個雨水進去的時候，馬上就可以引入到儲水槽，還有啟

動一個所謂的這個抽水機的系統，所以這個大樓的一個興建的要求，不

是建得美美的這樣就沒事。那這個對於這個大量雨水降臨的時候，你的

這個大樓裡面的自救，你的自己社區的一個防護，這個其實也很重要。

那當然對於一些相關的要求，剛剛工務局像會提高一些相關的標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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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希望這是一個通盤的檢討，而不是又一個個案的處理，因為個案的

處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那我們需要是做一個通盤的檢討跟處理，

這樣我們經費的投入才能夠達到一個預期的這個成效啦！ 

    另外提到的就是說，以台北而言，他們大概每一個小時的逕流量的一

個防範處理標準是達到78，高雄只有60，所以剛剛提到過，包括楠梓跟

左營都超過60的這個蓄水量，當然它就你的區排水系統119條，高雄市有

119條的區排水系統，你就不足嘛，你就宣洩不了嘛！那這些部分到底要

不要再墊高、再加強？誠如我禮拜五跟局長提的，你高雄市提的是一個

25年的這個逕流量標準，那到底要不要提高到50年，甚至到100年的這個

逕流量的一個防範處理標準？這個也是我覺得水利局要去做因應跟處理

的一個部分。 

    那我這邊只是提出來有三大項的處理原則，第一個，我們提的叫三一

啦，三一就是工程教育跟執行，那工程的部分，我們不管是我們興建滯

洪池區域的一個排水系統，還有包括分洪、分流，這些其實包括我們高

雄縣，高雄市轄管的重大流域，我想水利局應該都有整體的規劃；工程

的部分，我比較不擔心，因為政府的預算應該蠻充足的，這次又申請到

35億，加上之前所編列的預算，其實應該可以達到一定的一個水準。但

是再來就是教育的部分，教育來講，這個就是帄常民眾不警覺，社區裡

面沒有自主意識，那你這個教育怎麼去做落實？其實現在山區做得很

好，因為山區是某個程度叫你強制撤離，因為這一次的山區降雨量也是

非常高啊，在高雄市下了1,217mm，在當天裡面的瞬間雨量達到1,217mm，

累積雨量超過1800mm，所以達到那個強制撤離標準，他該準備的部分，

撤離到安全地區，他就會做，可是在帄地地區，哇，反而大家，你看這

次的日安大樓800輛車都滅頂了，當然那內部有什麼管理的問題，是要去

做解決啦，還有事後的賠償問題。可是就是說帄常這一種的防範緊急的

支援系統，我知道在全國水利署裡面有推動一個叫做防災士的一個編

列，目前全台灣現在已經通過的有2萬8,438名，但是以前都是在易淹水

地區的防災的演練跟要求考照具有這個資格，那這一次我們也凸顯出

來，那大樓要不要納入？這個部分就整體的推動而言，你可能必須要有

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思考。這個防災士就是自主防災的一個因應處理部

分，我想水利局那一天蔡局長在提的應該也會檢討，是不是要把一些大

樓的管委會，甚至管顧公司，就是現在大樓管顧公司，他們是不是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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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備這個所謂防災士這樣的一個考照的訓練？那一旦等到這種所謂的

強降雨到臨的時候，那甚至有發行細胞簡訊的時候，就要啟動這樣的一

個自主的機制。這個我是覺得在教育面來講，其實小學教育做得最完整，

都是大人教育做得不澈底啦，大家就誠如剛才副局長講的，一聽放假就

很高興，就開始準備要去玩了，那個根本就是跟他的預期有…，當然這

一次也很特殊的是，各位，那個凱米颱風是從花蓮進桃園出啊，結果雨

全部下在南部，而且這一次下的雨量真的是非常的可觀啦！ 

    再來，最後一個當然就是執行面，執行面來講，在韓國瑜市長的時候，

其實也啟動一個大型的清淤計畫，我記得那一次韓市長還穿著那個青蛙

裝下去裡面，把那個腳踏車、家具全部再清出來，一個2米的箱涵裡面被

積了大概接近1.7到1.8米，你剩下20公分可以去逕流，那當然那個水量

下雨天一進來，當然就大量雨下來，它就沒辦法疏解嘛！所以清淤的這

個基本功，我們還是希望，剛剛也提到過，因為這一次可能又累積更多

的這個污泥，所以這個清淤計畫，我們希望這個站在市政府立場上來講，

不要這個風潮過了以後就忘記了，就真的要去落實跟執行。第二個就是

那個淹水感測器，那一天局長也提到過，淹水感測器事實上它是一個浮

動的，但是淹水感測器是一個所謂的即時預警的一個機制的部分，因為

這次很多設在那個愛河，但愛河已經潰堤，也沒有辦法了，很多淹水感

測器根本就沒辦法去運作。那這個部分的淹水感測器的一個有效的建置

跟處理，這個我們也希望能夠去做落實。 

    再來就是整個都市計畫，都發局跟工務局有關的，包括你們現在興建

大樓、社區等等，它對於一些防洪、防水的這個防範暴雨的一個處理的

機制，到底要怎麼去做落實？不然你所謂的鋪面全部都鋪成水泥，我問

你，根本你的那個透水力完全不見了啊！本來我們的地下水就蓄積很多

的這種雨水的部分，但是因為都大量覆蓋這些RC，你根本就不會再儲放

這些東西，所以土地衝擊的開發來講，如何去做落實？當然這跟建商啦，

跟政府的公共工程都有關，那這個部分怎麼在市政府裡面，尤其研考會

你們可能要擬訂一個重大的檢討機制，這個部分要怎麼去做有效的處

理？因為以後更大的災難，我不知道會不會再來臨，這是我們不能預期

的，我們不能只看到說要蓋房子都核准，啊，這個有收入很好，可是等

到災害發生的時候，誰要來承擔這些事情？這些都是一點一滴去累積出

來去做防範，我覺得最後才能夠去做這個處理啦。以上做一個簡單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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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我們接著請張教授，你先，對。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好，謝謝黃議員主持人。本來以為我應該是最後才說。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沒關係，先講。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好，謝謝。因為其實當然這件事是這樣講，就是說這一次我們這個凱

米颱風，其實也說實話，如果高雄住的夠久的話，就知道其實高雄還是

會淹水啦！其實像剛才副校長講說美術館那個區塊，事實上我在那邊住

非常久，其實之前真的也淹過一次，其實那個應該是大概就是莫拉克的

後一次的，我們的那一次，其實還是有淹。其實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那個愛河基本上嚴格來講也不算是真的河，其實它反而是在跟

我們的這個港口，等於說有時候它的水是倒進來的，是從海裡面進來的，

所以只要是碰到大潮，然後再加上這種強雨量，其實基本上這種事情其

實並不是不會發生，尤其像美術館那個區塊，還有一個地方是說它其實

也是真的愛河溢出來，事實上它也是愛河溢出來。所以其實我們以那個

區塊來講，它其實應該是美術南五街以南都是滿危險的，事實上像青海

路那邊要認真講，其實以前他們就知道那一塊幾乎是一個必淹的狀況，

所以那邊他們當年蓋的很多小別墅都是墊的非常高，其實他們自己都知

道，那個區塊就是有問題的。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說當然高雄也不是完

全沒經驗，但是也誠如剛才前面先進講的，就是說，但我們治水預算也

真的是編了很多，其實這也是民眾認真講也會很好奇說，欸，我們不是

也編那麼多治水預算，滯洪池也很多，那為什麼真的碰到事情的時候還

是不行，其實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必須直說，以往我們都是常強調，

我們海綿城市，我們韌性城市，可是認真講，碰到這種超級大雨的時候，

瞬間的時候，我們剛剛一直在都在談嘛，不管是我們水利局或工務局這

邊都談說，我們是不是要再加高等等，但是這個現象真的以後就是常態

了，甚至而且可能就是說比我們預期的更快。就是說會有更多更多這種

突然就是大，所以其實我剛才也一直在思考各位在談這件事，我是一直

在覺得說，也許資訊反而是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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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問題，對。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其實我們也不瞞說，因為我們今天一直在談，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從裡

面學一點東西，就是這個因應措施。我這樣講好了，就是說其實我們現

在資訊已經比過去10幾年前、20年前又更發達，所以其實現在是不是也

要讓民眾更快的先拿到一些資訊？因為我必須直說，也許現在弄工程、

弄什麼都當然是重要，但是你很難說你不會再碰到，而且這個碰是看起

來這個機率是越來越高，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這個異常氣候嘛！那資訊的

這個散播是不是能夠夠快？因為不然的話，真的就是我們當然也懈怠很

久，就像剛才前面幾位大家都談到說放假的時候，覺得這是又賺到一天

了，他沒有去想到那個問題，所以這個資訊怎麼樣讓它更正確的？其實

我也不瞞說，其實我們就看一下鄰近國家，你看像香港，他們還會發布

什麼幾號風球，那個訊息其實還是滿明確的，就是說，欸，這個事情可

能不是開玩笑的，是不是我們有機會，就是那個預警是講得更清楚的？

這一次不要小看，也許你的閘門就要趕快把它升上來了，我覺得就是那

一套的系統，因為我們…，另外一個就是你整個潛勢地區，以往我們當

然很避諱，我必須直說，因為大家都說，哇，這邊是潛勢地區，到時候

影響房價或什麼，可是我是覺得現在其實如果我們真的以因應措施之間

來講的話，我是覺得這個資訊，我個人是非常看重這件事，因為我覺得

你再去怎麼做，你都有可能碰上一次，反正你就是沒有辦法達得成。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資訊，對，同意。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因為它這一次就是這麼突然，就是這麼大。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這麼大。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你滯洪池再多，你也來不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對。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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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變成說是大家心態上是不是知道這次真的可能我要自救了，那

這個資訊現在我們不管發在細胞簡訊或是在群組的這種建立，我想有比

以前更精準了。其實我完全贊成剛才前面幾位講說，也許現在這種管委

會、管顧公司，這個可能要變成他們必須的一個SOP一樣。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基本，對。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張教授其祿： 

    我們就是建立起這樣的一個SOP，這個訊息一發了，真的，其實像那些

汽車我覺得都是非常冤枉，他只要當時直接有資訊，他開出來，它還是

有救。可是現在這個問題就是大家都掉以輕心，應該是這樣講，我也只

能說過去可能也有人說不同執政者，這個命不一樣，坦白講、坦白說，

蔡前總統的時候，這個命很好啊，這八年好像真的就是沒什麼大颱風，

颱風就是不來台灣，現在這個改變了。當然這個很難說，所以我覺得說

這些事情他既然碰上了，我是覺得我們至少在短期現在馬上能做的，真

的就是把這個資訊系統整個澈澈底底，我覺得就像那個串聯，反正只要

緊急了，就是讓住民也知道，讓我們公務單位也知道，管理委員會也知

道，大家能夠緊急地去應變，我覺得這是大概今天來提的最重要的一個

建議，謝謝。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對，好，謝謝。李銘義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教授銘義： 

    好，大概魯教授還在準備階段，我就先串個場好了。我是贊同張其祿

老師的意見，張前委員啦，現在他們民眾黨最近事情比較多，那不重要，

不重要。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高雄市遭受凱米颱風災損，還有市府因

應措施」，我覺得假設我是一個市議員的話，但我不是，我當然希望高

雄市政府應該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應該有做，只是沒有公告出來，就

是高雄市防洪治水預算的總結算，那什麼意思呢？這應該是水利局要做

啊！我們高雄市從過去這八年或多久以來，高雄市的治水預算花多少錢

在哪個滯洪池，我覺得都OK啊，那是一個好的工程的現象，可是為什麼

要把這個總預算做出來呢？比方，欸，我們花多少錢在滯洪，花多少錢

在做滯洪池，然後花多少錢在做哪些疏理的一個排水系統，然後還多少

的抽水站，他為什麼要做這個？這個還有一個事情做完以後，就今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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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把凱米颱風在高雄淹水的那個現況，哪個地方淹了多少，哪個地方淹

了多少做一個套圖，什麼是套圖呢？就是我花了很多錢去做工程的治理

跟預算，可是這個套圖以後，又發現還是很多地方有這樣淹水現象，我

當然可以理解是天災、是極端氣候，可是我舉例來說，民眾不會去理會

那麼多，民眾只覺得說為什麼這個時候淹水這麼嚴重？剛才李樑堅教授

提到那個就是美術館特區，我從我的記憶所及跟書面跟資訊的資料可以

做，像左營的桃子園，當然是一個大家關注的熱點，再過來的話，就是

像三民的本和里大福街、本和街，那個叫什麼大裕路啊，可是那個區塊

有一個本和里滯洪池，就是高雄第一個滯洪池，那個地方淹水還滿嚴重，

大概有1公尺多，有1公尺多，然後還記得嗎？就是日安地球，它其實是

在寶珠溝沿線，寶珠溝沿線其實我們也有滯洪池啊，就在那個果菜市場

旁邊。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對，有，還有上游。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教授銘義： 

    對，我知道。可是那一條線，你看民族路跟民族路一巷跟建工路的交

叉口，那個地方淹水淹得很嚴重，這個都是現況，你說，老師，因為是

怎麼樣、怎麼樣，愛河怎麼樣，我都可以理解，這個理由我聽很多次了。

其實我沒有怪政府部門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就事論事，第一個，

我們花了多少錢在治水？花在什麼地方？它現在的現況是長什麼樣？我

們有多少滯洪池、多少疏理？這個水利局其實都有，只是他沒有把它

update出來，因為議員不會去追啊，那你就去追他說你這個圖要給我們。

第二個，你要把高雄市在凱米颱風受災的情況那個圖要出來，那個圖有

啊，哪個地方淹多少線，然後哪個地方是什麼情況，在大社、在燕巢、

在三民區、在左營，然後在鹽埕的那個愛河沿線，我看新聞報導也是滿

起來，因為那一天確實是高的潮線，所以就水流不出去，水流不出去，

它自然就溢到鹽埕的舊市區，這個可以理解。所以我剛才提到，你看左

營、三民寶珠溝，然後之後的話還有愛河沿岸，裡面還有像澄清路，澄

清路旁邊也有一個滯洪池，對不對？可是澄清路還是有淹，只是淹的情

況沒有之前那麼嚴重，我可以理解啦，所以剛才水利局說的水退得快，

然後淹水的情況也沒有那麼嚴重，我都可以理解。可是就是說我們花了

1,000多億元以後，在高雄後面的淹水情況，我覺得要做個套圖，這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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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其實要很誠實的公告出來，就是張其祿教授說的資訊要公開，民眾要

知道我以後在哪個區域，所以有這麼多治水設施，可是我有可能潛在的

風險是會淹水，你說影響房價、影響地價，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民

眾有知的權利，不是嗎？你也可以把水利局做好這個套圖以後，給研考

會的資訊中心，我們不是有那個Open Data嗎？那就把Open Data丟上去，

如果研考會願意承接的話，水利局願意給的話，我覺得Open Data以後點

閱率最多的就是這個，就是高雄市防洪治水預算總結算的圖表，套圖就

是凱米颱風的一個淹水區塊，那就很清楚啦！你要買這個地方，你就有

風險，這是第一個我覺得應該做的。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防洪治水的水利工程水利局其實做很多，而且它

有它的極限，這個我贊成李樑堅教授說的，所以你又發現抽水站，他大

概要去檢討這個抽水站的功能存不存在，可是民眾不會去考慮到抽水

站，民眾只考慮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抽水機借不到，這個其實市府檢

討報告裡面有的，我聽起來是有的，民政局說我們只有中小型，對不對？

水利局說大型的、中型的，我們在怎麼樣？在處理中，可是以後可能要

打這個第一線要做怎麼樣的抽水機布置，這個也是要追的啊，民眾要做

抽水機的部分，可是民眾也可以…，今天我可以聽到一個訊息，說沙包

借不到，對不對？你剛才告訴我說2萬5,000個沙包借出去了，那表示不

夠嘛！那不夠，民眾要借，可是借不到，借不到就影響到一個什麼？民

怨。所以關於那個所謂的民眾的一個部分，像沙包的議題、抽水機的議

題，這個部分其實是深深影響到民眾，第一個讓民眾感覺到很大，就是

我家淹水了，那是多少公分、多少錢？所以今天社會局不來，或是對不

起沒有邀請到，那社會局應該是要很清楚跟民眾說，50公分以下怎麼去

申請，然後申請以後，怎麼去做核發，那50公分以上是多少錢，這個大

概就是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我看到社會局網站是有的，可是一般的民

眾其實不太清楚的。這是第三個部分明確，民眾關心的可能是這沙包、

抽水站還有警示，就是說，欸，就像剛才張教授說，如果是事先移車的

警告，他說民眾你要有自覺啊，颱風來，你本來就要移車，可是沒有人

通知啊，也不知道淹水會淹到我們家地下的那個停車場去啊！他說，那

你就自己要去開出啊，有這種自覺的民眾其實不太多啦！所以像那個即

使大樓它淹了地下室，還是很多車子拋錨在那裡，然後當然這後面的抽

水也來不及撈，然後附近的設施，我都可以理解，所以有關於宣導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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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就是資訊的一個傳遞部分。所以你會發現說淹水本身它可能是

天災，可是很多時候是人禍所造成的損害，你說，老師，你在指正市政

府喔，我不是這個意思，我說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剛才提到資訊

的流通、事先的說明、沙包的提供、那個抽水機的調度，還有通知民眾

移車，本和里就是大概那一天早上9點鐘里長才發了那個警訊，就看到那

個報告就開始警鈴聲響，然後里民就打電話去問說，里長，為什麼要發

這個警鈴聲？他說，滯洪池已經滿了，外溢了。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快滿了。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教授銘義： 

    這是什麼概念？就是說池子已經裝滿了，沒辦法再有蓄水量，那水一

定會溢出來，而且速度很快，大概不到半小時這個路面整個都是水了。

所以到那個時候已經太慢了，如果能夠提早兩個小時說，7點鐘通知說，

民眾趕快去移車，滯洪池現在已經八分滿了；沒有啊，就已經都滿了才

通知。那我不是怪里長，因為里長是好意啊，我也沒有怪任何市政府的

同仁，可是就發生了啊！那發生時問說，你自己不去移車，你要怪誰？

你要從低地移到高地啊，陳玫娟議員的車也是停在那裡啊，大園街嘛！

它是個停車場，停車場也淹了啊！所以他就說他很無奈，我覺得所有里

民、所有市民都很無奈。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他是去那裡跑攤，實在很可憐。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教授銘義： 

    好，回到那個救災部分，我看一下，我覺得淹水補助款的調查明確，

這個在社會局應該會做，然後剛才農業局跟海洋局也說得很清楚，對於

那個叫做農業跟海洋的養殖部分是現金補助，而且是很明確，就中央很

明確的政策，這個都是好事啊！所以淹水的補助調查明確，農漁民的災

損現金補助很明確，然後再繼續往下看的話，就是後面的一些水利設施

的改變，因為我看了水利局的資料，他提到說他對於那個叫做排水渠道

的瓶頸改善工程，這個很好啊，可是很重要就是哪些區塊叫排水渠道的

瓶頸改善工程？這是一句話，可是裡面好多事要做，這些事的細節其實

很有耐性的議員會往下追蹤，不過在這個區裡面，三民區哪些算是排水

渠道瓶頸？你打算怎麼做？它花多少錢？要做多久？那左營呢？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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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左營區淹了，那個區塊怎麼改善？這個要往下追啊！然後你水利局

也提到淹溢的曹公圳，還有典寶溪、後勁溪、愛河、前鎮河，這個我都

理解，然後後面怎麼去修正它的一個內涵？這個你們有專業的資料，我

大概可以理解。然後抽水站功能的檢討，這個我知道，然後它滯洪池部

分，他說要擴大劉厝、白米還有那個芋寮的滯洪池，這個沒有，這個要

擴大嘛，對不對？還能新增角宿、大社，就是溫鼓埤的滯洪池，這個我

可以理解要新增，可是你會發現這五個滯洪池全部在縣區，那我們原來

舊市區做的大概就是滿了，概念可能是這樣。這個民眾也要有個心理體

驗，就是說我們舊市區的土地取得有限，所以待會搞不好那個魯教授會

說，那舊市區應該怎麼改，舊市區裡面的滯洪池不可能新增的情況裡面，

可能做哪些事情？這是滯洪池的部分。所以舊市區怎麼改善，這也是個

可以討論的事情。 

    然後剛才提到，就是一個資訊流通的部分，事先的清淤的工作，我贊

成李樑堅教授說的，水利局很誠實說，去年的清淤量下降，很誠實嘛！

那就表示說，去年開始感覺清得差不多了，可是今年因為颱風過後又是

個大淤積，所以水利局要做更多事，如果35億一進來，編個幾億去做清

淤，應該是很合理的，很合理喔！因為35億覺得很耗力，可是怎麼樣？

把錢花在清淤會有功勞啊！好，所以清淤的部分應該加強，然後抽水機

的準備應該做調整，把那個功能失靈的部分補齊，然後農損的部分跟漁

損的部分儘快的去補助，我想這樣的話，就是災損的跟因應措施的一個

補強。謝謝大家。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補強，好，謝謝李教授。接著魯教授，10分鐘以內，不要超過10分鐘。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魯兼任助理教授台營： 

    我很快啦，因為我用動畫跟大家說明。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魯兼任助理教授台營： 

    基本上來講，我想我是希望能夠整個翻轉一個觀念，我們一直在講，

講了那麼多年，就是希望每一次大家用政治的語言，它都是不要淹水，

但事實上我們現在甚至國際上都已經在談「不怕淹水」的這個概念，我

怎麼講？我想前幾天環境部長也特別提，他就是學這方面的，而且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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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的專家，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覺得在高雄我們自己認

為，其實是應該用不怕淹水的來取代那個，我們現在都講這個，就是第

一個你要先了解高雄市的這個紋理到底是什麼，當然我們儘量減少速水

的排洪，為什麼？因為速水排洪現在真的是有很大的困難，那這個議員

一直在強調的，每次要「最多入滲、最大遲滯，跟最小逕流」的這個概

念，還有另外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與水共生」的這個邏輯，我們必須要

來那個，但是現在很多的國家在做，尤其歐洲他們都是防災到某一個地

步的時候，它的概念就是避災，甚至於透過保險，後面就交給保險，那

說不定我做的這些事情，其實搞不好比這個我做花了那麼多的錢造成了

一些淹水更大的民害，民眾等於說很大的這個抱怨啊！但是如果說它是

有一些保險的，我覺得談了這個保險，我從水利署我們已經談10年多了，

都還是沒有，甚至於後來把這個防災保險這件事情就先暫時拿掉。那我

想首先你要知道，像高雄在至少400到500年前，我們根本就是一個潟湖，

從這裡以西的地方幾乎都是這樣子，為什麼？這個慢慢我們因為開發，

慢慢從鄭成功時代屯兵，然後圍堰、耕作，到現在變成這個樣子，那你

想想看，在這樣子都是濕地跟沼澤變成的這些土地，你不指望它要不淹

水，其實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迷失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我舉一個德國的例子，就是那一次2008年我們有

很多議員也跟我們都市計畫委員會都去看過，我們以法蘭克福為例，你

看它的水岸第一排都是可以被淹水。簡單的講，這些地方都可以淹水，

淹水了以後，它的整個河道讓水通過的這個範圍就會越來越大，包括像

這些地方，他們很明顯的1、2樓它都是可以被淹水，等於說你的河道通

過的範圍都更大了。所以簡單的講，你讓水能夠通過，水就不會讓你難

過嘛，對不對？所以當然我們現在還有一些愛河流域，我們有很多地方

滯洪池的部分都還可以有機會，包括從這個八卦寮的部分，已經陸陸續

續有一些完工。另外，九番埤，我們希望不是九番埤水域的部分，是整

個九番埤都可以被淹水，要有這樣子一個概念，甚至於檨仔林埤也是一

樣，整個檨仔林埤現在高速公路底下都可以讓它淹水。然後另外七番埤

的這個就是高速公路底下的這個部分，我想這個水利局也在規劃，我們

希望他趕快把那個邏輯，原來這個整個都是埤塘，甚至於包括榮總的底

下都是七番埤的部分，這個我們要把它回復。另外，我們還有這個所謂

的金獅湖，金獅湖更智慧的管理，就是說到了下雨前完全不是只有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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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要到呆水位，然後這個如果真的沒有下雨，到時候再從曹公圳引水而

已啊，沒有什麼關係，包括我們的蓮池潭，這個部分我們都要納進去啦！

另外，我一直在講，跟議員在這邊開了好幾次公聽會，就希望我們現在

的河道能夠有更多的這種所謂的緩坡，然後增加河川蓄水的這個空間，

現在我們有，其實水利局如果在市區，第一個就是在高醫後面這一塊，

當初有做了一部分，但是如果更大的堤建調整，甚至就直接都到同盟路，

但是這個部分當然要必須跟養工處，現在是公園處，甚至於跟這個都發

的單位必須要做一些合作，現在我們愛河之心這個地方現在要新開發的

部分，是要整個再來能不能都像剛才一樣，就有這樣的一個緩坡。這個

我講在德國治水，就是我們現在其實不太喜歡講治水啦，事實上人家都

在講水患調適，或者洪水調適這個概念。如果說今天這個每一次，這個

不是今年而已，只要大潮的愛河水位比兩邊都高了，你怎麼可能不會淹

水呢，對不對？這是我們的地形所致嘛！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如果

這個所謂的水岸第一排我們都有1、2樓都可以防止淹水，包括水閘門，

包括這些其他的方法，最好是那個水閘門的方式，對不對？在漢堲它的

這個第一排的那個都市即使是強化玻璃，它都可以，就是說可以淹水，

甚至於在水中的咖啡廳都有，像這樣子的東西，是我們要，這個就叫做

調適。我覺得如果我們一直迷失在不能淹水這樣子的事，就我們最大，

因為我們不能淹水，不可能嘛，所以我們就要無限的治理，所以我們一

定要到不怕淹水，我們要永續的這個調適的概念。所以簡單的講，當然

我們也一直在強調，這種防災的保險，這個我想這些的作法，非工程手

段的作法其實都是一種很重要的智慧經濟可以來投入的。 

    現在我們一直在說，我們要變成AI的這個城市，現在我覺得我們應該

要好好的重新思考這個部分，不然的話…，但是另外我還補充一點，其

實李鴻源他曾經講過治水，他還是用「治水」，治水不是技術的問題，

而是制度的問題，你現在不是什麼東西都是水利局一個人在規劃這樣

子，事實上是整個都市的領導者，然後跟各個方面來統籌，尤其是這個

都發的單位、工務的單位，這些他們一起都要來那個，我覺得這樣子才

可以達到那個效果啦！那我最後就是10年前、11年前我們開始所謂的出

流管制，我還是要強調，不是逕流分攤，原來是洪水分攤，但是大概水

利署後來做不出來洪水分攤，因為那個東西為什麼要淹你，為什麼不淹

他，對不對？吵來吵去，所以就改了一個名字，叫做逕流分攤，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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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出流管制是一模一樣的。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們重新要從一個都

市的東西來思考，我覺得這個是應該要做的，我大概是意見這樣。 

主持人（黃議員柏霖）： 

    好，謝謝魯教授。那最後做幾個結論，就是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因為以後這個極端氣候，而且常常遇到那個漲大潮、下大雨，這個未來

都會有機會發生，那我們怎麼去有更好的制度去因應，包括資訊，包括

各種的措施，從都市規劃開始一直到水工、環保，各個局處都跟這個有

相關，我們怎麼讓它更有彈性去調適，我們就會有能力去面對。那這次

還好是沒有什麼重大傷亡，財損都還可以，錢這個還可以再賺，人命最

重要啦！未來我們在各個領域怎麼去面對？包括最後剛剛魯台營教授提

到的，事實上整個治水就三個，「最大的入滲、最大的遲滯、最小的逕

流」，從這種三個角度去思考，我們很多的工程，很多的這個都市規劃

都可以從這種角度想一下，未來我們就會更有能力去面對，水並不可怕，

水質、水量、水生活、治水、保水五大策略，怎麼同時去因應？我相信

高雄未來會更好。好，我想我們今天公聽會就到這邊，謝謝大家，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