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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是來自花蓮縣卓溪鄉清水（Saiku）部落的孩子，我們部落近期發生一件

重要的大事，有開發公司要進駐清水溪上游蓋水力發電廠，而此舉造成部落族人

極大的不滿，我看見我的家人開始做白布條抗議，並到說明會現場進行抗議行動，

常常聽到部落族人說：「設置水力發電會傷害我們的環境生態，所以我們才要反

對」這引起我很大的關注，促使我想深入了解究竟設置水力發電廠對我們環境的

影響有哪些？設置水力發電廠的利與弊是什麼呢？ 

   身為部落的一份子，部落就是我們的家，基於愛部落的心，我們有這個責任

要去了解、認識並探討，因此我們開始著手做這個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一) 藉由蒐集資料，了解水力發電對清水部落的利與弊及相關影響。 

(二) 藉由問卷調查，了解部落族人對設置水力發電廠的看法。 

三、研究架構 

 

 

  

確認研究主題 

蒐集資料 

訪談 

省思 

統整報告 



 

 

貳、 文獻資料蒐集 

一、認識水利力發電 

(一)水力發電原理 

水力發電係利用河川、湖泊等位於高處具有位能的水流至低處，將其

中所含之位能轉換成水輪機之動能，再藉水輪機為原動機，推動發電

機產生電能。（維基百科-水力發電） 

(二)水力發電類型 

1. 慣常水力發電 

 圖(1)川流式發電 

取水堰- 進水口- 取水路- 沉沙池- 水路- 前池- 壓力鋼管- 電廠尾水路 

 

 

 

 

 

 

 

 

資料來源：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

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

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台灣電力公司-台灣水力發電與建設） 

 圖(2)水庫式(調整池式)發電廠 

       水庫- 進水口- 壓力鋼管- 電廠- 尾水路 

 

資料來源：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

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

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台灣電力公司-台灣水力發電與建設）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圖 3 儲蓄水力發電 

       上池- 進水口- 引水路(壓力鋼管)- 抽蓄電廠- 下池 

 

 

 

 

 

 

 

 

 

 

資料來源：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

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

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台灣電力公司-台灣水力發電與建設） 

 

(三)水力發電的優點（水力發電優缺點、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節能～

水力發電想一想） 

（1） 不汙染環境：發電時無污染物排放，發電時無需燃料。 

（2） 水庫有儲水功能：可儲存性高。 

（3） 可以控制水流量：興建水壩蓄水，可管制洪水氾濫，提供穩

定水源。 

（4） 可按需供電：提供電力及尖峰時段電力調度。 

（5） 為再生能源：提供灌溉用水，還可控制洪水氾濫。 

(四)水力發電的缺點（水力發電優缺點、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節能～

水力發電想一想） 

（1） 破壞生態：建立水庫會導致上游大面積土地被水淹沒，導致

棲息地細碎化。  

（2） 安全風險：水量過大時，可能造成生命及財產損失。 

（3） 受季節影響大：降雨及水量多寡皆影響發電，甚至枯水期時

完全無法發電。 

（4） 投資巨大：水力發電廠需要投入很長時間興建，除了時間也

需要龐大的費用。 

（5） 水中生物遭受破害：阻礙水中生物遷徙，阻礙繁殖，部分物

種可能因而絕種。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http://www.ciche.org.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7/11/4-%E5%8F%B0%E7%81%A3%E6%B0%B4%E5%8A%9B%E7%99%BC%E9%9B%BB%E5%B7%A5%E7%A8%8B%E8%88%87%E5%BB%BA%E8%A8%AD-%E9%BB%83%E5%87%B1%E6%97%8B.pdf


 

 

(五)水力發電的影響：水力發電與生態環境是一對矛盾體，因此水力發電對

生態環境的影響具雙重性。  

（1） 自然環境方面：建立攔沙壩會造成溪沿岸崩塌、泥石流、淤

積等狀況；建造水庫會誘發地震的危險。 

（2） 生物方面：上游生態環境的改變，會使魚類受到影響，導致

滅絕或種群數量減少。 

（3） 物理化學性質：沉積庫底的有機物，不能氧化而處於厭氧分

解，故水體的二氧化碳明顯增加。 

（4） 社會經濟：如果整體、全局計畫不周，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

安排不當，還會引起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六)當前水力發電面臨之環境特性： 

（1） 水力發電技術：水力發電機組啟動迅速、運轉靈活、故障少，

可靠性大。 

（2） 水力發電成本趨勢：一般中、大型水力發電計畫初期投資費

用較大，投 資回收期較長，對民間投資者誘因較小。惟營

運不需燃 料成本，使用年限長達 50 ~ 100 年，故發電成本

低廉。 

（3） 水力發電效益：民國 102 年台灣地區進口能源依存度為 

97.58%， 自產能源貧乏。惟水力發電為潔淨自產再生能源，

配 合政府能源多元化及節能減碳政策，除供應電力系統 負

載及電力需求外，可減低對進口能源依賴度，達到 抑制二

氧化碳排放、迎合全球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要求。 

（4） 水力發電計畫土地面積需求與土地取得：一般中、大型水利

計畫大多偏僻且交通不便處，所需面積 20~40 公頃，大多為

林班地或河川地，依相關規定取得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僅少

部份為私有或原住民保留地，約佔 3 ~ 5 公頃。若屬原住民

保留地，需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相關規定辦理，並需

取得計畫所在地原住民部落會 議同意。 

（5） 水力開發需因應氣候變遷問題：將水文流量、洪水量等資料

均增補至最新年度，以流域數十年長期之水文站實測流量記

錄資料，分析壩址、廠址之天然流量、各洪水頻率對應之洪

水量及最大可能洪水量，並大幅提高堰、調整池及 電廠地

震、防洪等設計標準。 

（6） 水力開發需預為因應國土復育問題：未來水力開發將以標高 

500 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山區為主；且除了堰壩調整池外，其

餘如水路、廠房等發電設施儘量設置於地下，並儘量利用現

有道路及河床便道施工，減少施工道 路開闢。開挖之土石

於計畫本身儘量加以利用，仍有剩餘再運至民間合法土資場



 

 

處理，儘量不設置土石堆積場。 

（7） 需維持水力計畫電廠於經濟壽齡內正常運轉：攔河堰或調整

池需定期進行清淤，此種規劃及營運操作方式可確保電廠長

期營運。 

（8） 水力開發也需要有區域性開發思維與策略：除了純技術考量

的調查工作外，須有區域性開發策略，應廣泛且持續蒐集地

方政 府的政策和意見，並將環保及地方溝通等策略納入考 

量，也要主動公開資訊供公眾充分討論，並保留調整之彈性，

以提高計畫的可行性。 

二、訪談 

(一)訪談對象：清水部落的族人們。藉由訪談的方式，了解部落族人對水力

發電要件在清水部落的想法與觀點。 

(二)訪談紀錄： 

訪談紀錄彙整表(部落族人) 

訪談題目 

 

 

 

受訪者 

 

問題一： 

你知道清水部

落要建水庫、進

行水力發電

嗎？ 

問題二： 

水力發電廠會設

置在清水溪的哪

裡呢？設置水力

發電廠會影響的

範圍是哪裡呢？ 

問題三： 

為什麼水力發

電廠要蓋在清

水部落呢？  

問題四： 

你覺得水力發電

廠會對環境造成

哪些影響？ 

問題五： 

你對設立水力發

電的看法是什麼

呢？ 

族人 A 

吳 oo 

知道，但目前沒

有要做。 

1. 清水檢查哨

到石礦區下

面，沿著溪

水會蓋四個

發電廠。 

2. 上下部落都

會受到影

響。 

因為清水溪從

上游到下游水

都有水，水量豐

沛。 

有好有壞，好的

影響是會提供部

落電。壞的影響

是會對部落生態

造成傷害，也因

為河床變高，當

風災來時水淹過

來，後果會不堪

設想。 

不認同，我們部

落不缺電，設這

一個發電廠部落

和環境都沒有變

得更好，只要傷

害。 

族人 B 

田 oo 

 

知道，廠商親自

拜訪到家裡來

說明。 

 

 

 

 

 

1. 礦場區在往

裡面的上游

區 

2. 下游的部落。 

水流量正常，那

時候開發礦產

時就有關注到

清水部落，也有

做個個評估，最

終覺得清水溪

最好。 

1. 假設水力發

電廠蓋在部

落，族人們要

進出自己的

園地、打獵

時，可能會受

到限制。 

2. 雖然水會回

設立水力發電有

好處也有壞處，

但我覺得以不破

壞生態為最好。 



 

 

放到溪裡，但

水力發電排

放下來的水

不知道會不

會影響整個

部落。 

3. 山會走山。 

族人 C 

林 oo 

知道。 

 

 

 

1. 在石礦區。 

2. 清水部落。 

水資源豐富，每

年都有水。 

水土保持，生態

都會有影響。 

如果合法是同

意，他們要做要

讓我們族人清楚

了解。 

族人 D 

陳 oo 

知道，經過部落

會議大家都表

示不准，後來也

有送資料到縣

政府，但就都沒

有消息了。 

1. 檢查哨上面

一公里半有

一個舊的量

水站到檢查

哨。 

2. 影響範圍很

大，清水卓

樂都會有影

響。因為要

興建攔砂

壩，這裡的

地理環境不

適合，山比

較不堅固，

潰堤的話水

量不是開玩

笑的。 

最先一開始在

立山，但沒辦法

成立，後來不知

道什麼原因找

到清水這邊。 

 

攔水壩會分成

四段。 

影響太大。對部

落生命財產都沒

有保障，對河川

地的景觀都有破

壞掉，河床變高

水沖下來，部落

整個都會被淹

沒。 

 

政府做的話我絕

對贊成，因為廠

商是私人公司，

是以賺錢為利

益，不是為大眾

謀福利，若我們

准許他們進來，

部落會很危險。 

先前有石礦開

挖，河床已經和

之前不一樣了，

颱風一來水都會

淹得很高。 

族人 D 

許 oo 

知道。 

 

 

 

 

清水溪上游。 清水部落有豐

富的資源。 

蓄水池和大壩所建

設的道路造成棲息

地破碎損失，阻止

動物遷徙並擾亂河

流，而有一定深度

的水壩形塑了壩底

的缺氧環境，長期

下來產生大量溫室

氣體甲烷。 

能不要設置最好 

畢竟破壞環境生

態及居住安全。 

 



 

 

(三)統整 

一、省思 

  從一開始看到自己的家人去參加說明會，他們滿滿的氣憤，部落也貼了

了許多白布條，後來聽到家人說他們反對設立水力發電廠，我們才初步了解

這件事，但一直沒有機會去好好了解設立水力發電廠的來龍去脈，透過這次

小論文，我們終於有機會可以了解到水力發電廠，謝謝老師引導著我們，讓

我們從閱讀資料、蒐集資料、閱讀書籍，甚至進到部落訪問族人，真的覺得

學到好多，這裡容我們贅述。 

  首先，我們先認識小論文，也一起討論我們想要做的主題，我們想說從

自己的部落開始做起，尤其這個議題和我們切身相關，但我們卻一直沒有去

正視過，從蒐集資料當中，我們把主題分類成認識水力發電、水力發電的利

與弊、水力發電帶來的影響，接著互相交流分享，才了解原來水力發電是台

灣很重要的能源，而他的好處及壞處為何？我們發現水力發電廠確實帶給台

灣不少好處，例如：讓我們有電使用，但我們不可避免和不可忽視的是它同

時也會帶來環境的破壞，例如：環境生態的改變等，尤其我們部落已經有礦

產開發，如果再有開發，實在是不可想像會有什麼後果，大自然的反撲是我

們無法預測的。 

  接著，我們從蒐集來的資料當中去思考問卷問題，我們在思考的過程中，

感謝老師不斷引導著我們，讓我們能用 5 個提問法去想看看，我們想問的問

題是什麼呢？而老師也有安排行前訓練讓我們知道整個進到部落訪談需要

注意些什麼呢？我們也有分配工作，誰要錄音及誰要記錄。 

  我們一起把紀錄整理好後，發現部落族人是真的對設立水力發電廠這件

事很關心也相當了解，而我們一致感到感動，原因是部落族人並非為了反對

而反對，而是真的有去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就像是我們在做這個小論

文一樣，從不知道到深入了解。 

  最後，回歸我們的主題，水力發電廠與清水部落的關係，我們透過做這

次小論文終於了解到究竟什麼是水力發電廠，而設置他的利與弊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在清水部落設置？部落族人的看法是什麼呢？這些都讓我們了解

整個來龍去脈，而我們也認為，部落族人是居住在部落時間最久的人，對於

部落生態環境的變化是最有敏感度的，有個受訪者說：「我們的河床真的越

來越高了，再來一個開發，再來颱風任何災害，我們部落可能就要沒有了。」  

這句話實實在在提醒我們，設立水力發電廠之前，我們不能只單看優點，而

是要去正視它同時帶來的風險是什麼呢？而大自然的反撲是我們無法預測

的，因此我們應當對整個自然環境生態要有敏感度，維護自然生態保育刻不

容緩，對於任何一個開發案，我們也需要傾聽對方的聲音，可以共同一起思

考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二、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資料分析與訪談後，我們整理出以下結論，如下： 

1. 建設水力發電廠，對清水部落好的影響 

（1） 可以提供部落電的使用。 

（2） 提供灌溉用水。 

2. 建設水力發電廠，對清水部落壞的影響 

（1） 原先美麗的環境遭受破壞，甚至會有走山的危險。 

（2） 颱風造成的水患，村民帶來生命的危險。 

（3） 生態改變造成水生動植物滅絕危機。 

      建設水力發電對於部落的影響有好有壞，清水部落上游部分屬於原住民保

留地，需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相關規定辦理，並需取得計畫所在地原住民

部落會議同意。這次廠商也必須尊重族人們的意見，對於失控的場面我們村民也

應該坐下來聽聽廠商的說明，更清楚了解後，透過部落會議做出對部落最好的決

定，我們身為部落的一份子，破壞土地、破壞家園、傷害族人的事，我們應該要

勇敢為自己爭取，為自己發聲，盡一份心力捍衛我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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