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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3  記者 包金 報導

臺灣雖然是降雨量相當充沛的國家，但由於地狹人稠，而且除了北部之外，其他地區降雨季節集

中，再加上臺灣山高坡陡，造成臺灣西、南半部的河川多屬於荒溪型，因此可利用的水資源保存

不易。就算已建設許多水庫蓄水，但多處水庫淤積程度日益嚴重，大幅下降其蓄水量，只要當年

度夏、秋兩季的梅雨和颱風雨沒有達到足夠的雨量，隔年初就有水資源短缺的問題。而政府通常

會採取限水政策，以緩和用水吃緊的狀況，但卻會造成農業和工業搶水。

在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號，前立委羅文嘉在社群網站以「被忽略的真相」為題發文，提到「

中央政府剛宣佈，明年上半年稻田，全面強迫休耕（實際面積地區請參照官方新聞稿）……一般

人沒有水用，會立刻跳出來發聲，政府不敢限制。資本家大工廠沒水用，他們也有足夠力量聯合

起來反應，政府當然也立刻買單。但是，農民沒水用怎麼辦？」讓許多農民和農業相關的非政府

組織相當關注，不管是農工搶水問題、農民生計問題，還是政府機關的回應，再次引發大眾討論

。

 

爭議不斷　問題頻傳爭議不斷　問題頻傳

二○一五年第一期稻作主要限水的地區是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及嘉南等，共五個農田水利會

灌區上半年停灌，其面積為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六公頃。政府一如往年主要以經費補償方式來保障

農民損失，而每公頃停灌補償標準為：休耕且種綠肥為八萬五千，休耕不種綠肥但有翻耕為七萬

八千，轉作其它作物為三萬九千，總共補助約三十億。其中農委會新聞稿中提及的補償對象：「

目前稻作栽培大部分為自耕農，即停灌補償由農民領取；如有承租簽訂合約者，停灌補償費則給

付予實際耕作人，至於地主與實際耕作人分配比例得由租賃雙方自行議定，或依租賃契約約定辦

理。」

各樣補助圖示。（圖片來源／包金製）

主要引起爭論的地方有幾點，首先由於《水利法》第十八條的用水標的之順序為「家用及公共給

水、農業用水、水力用水、工業用水、水運、其他用途」，卻又在後面第十九條提「水源之水量

不敷公共給水，並無法另得水源時，主管機關得停止或撤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以外之水權，

或加使用上之限制。」使原本在用水權有優先順序的農業，這次頓時因用水量最大，而被限制使

用量。

另外一個問題點，在於雖然法律上的補償對象為自耕農或是實際耕作者，但事實上大家關注這筆

費用是否真的會給農民，而不會被地主所拿走。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其他農業相關業者，例如：烘

穀、運輸、糧商、肥料等，在收入方面也會受到影響。最後，雖然休耕是一期稻作，但事實上二

期稻作收割期是在十一月，也就是假設農民真的拿到八萬五千塊，要撐到二○一五年的年底才有

自己作物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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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鄭青青鄭青青

本期為喀報第兩百○

七期，共刊登十七篇

稿件，包含十三篇社

會議題、三篇照片故

事以及一篇人物報導，類目較為集

中，但內容非常多元精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劉雨婕

哈囉，我是雨婕。

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

人， 但我卻有著開
心時會咧嘴大笑，生

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 喜
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而
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

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

有著熾熱好奇的心

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

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

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
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

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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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部分地區要到隔年十一月，才能再次看見金黃色稻田的景象。

（圖片來源／一籃子）

 

稻農悲歌　工業下犧牲者稻農悲歌　工業下犧牲者

臺灣稻作的農業型態多半是小農或佃農，而小農主要是「以家庭式勞力為主，沒有長期僱工的農

民」（出自於友善耕作小農集會所），從羅桂美於二○○八年的碩士論文〈當農村政經結構下美

濃有機米產銷班的實踐與困境〉內文中提到臺灣從經歷「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

有其田」這些政策，導致臺灣的稻作型態會發展成現況。

而臺灣過往是以自家農耕為主，到了工業化的臺灣，政府推行政策下引進機械化農業，讓插秧、

收割、烘穀都是利用機械取代人工，由於機械造價並非一般農民可以負擔，他們多半會花錢請有

買機械的人打理，再加上育苗場、收購商、運輸業、地主和佃農，也讓農業在限水後，衍伸出許

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另外，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明顯看到工業和服務業的GDP上升、農業出

口量有所成長，但反觀臺灣稻農生計上卻受到極大衝擊。

收割機割稻的狀況。（照片來源／鄭青青攝）

農村武裝青年的主唱阿達從小就是在農村長大，對於稻米的栽種過程瞭若指掌，對土地更視為自

己生命中的一部分，而農工搶水是一直沒改善的問題，他因此寫〈望水〉這首歌發聲。他表示：

「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當水不夠用就會先給哪些人使用？往往限水都是從農業開始，社會不

斷把農村邊緣化，我們關注不是在於土地、糧食，而是朝向現代與科技，不意外，因為我們是這

樣被教育上來。」

 

農民武裝青年的望水，以搶水為題材。（影片來源／youtube）

關於農業被限水的另一個問題，來自於《水利法》十九條並非按照原本農工用水順序訂定限水政

策。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的顏姓工程師表示：「政府施政也無法恩及所有人，總是要權衡各方利

弊才做出決定，只是不曉得這次的決定依據為何，農民被犧牲真的很可憐，他們總是有看天吃飯

的認知，面對限水最沒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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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教養　扶老攜幼新課題隔代教養　扶老攜幼新課題

臺灣隔代教養家庭的比例越來越多，該如何處
理隔代教養所帶來的社會現象，成為一個新的
課題。

動物實驗　檢視審核漏洞動物實驗　檢視審核漏洞

臺灣規定各動物實驗機構，須成立照護及使用
委員會進行內部管理，然而其監督作用受到民
間動保團體的質疑。

受害稻農多半因為搶水問題而苦惱，卻有少部分農夫自己另外設法，臺南的陳姓農夫就表示：「

由於臺南這次只有白河地區受影響，如果我的農地也被限水，其實直接抽地下水就好了。」

 

搶水問題　如何處理搶水問題　如何處理

針對這次限農業用水的公平正義，臺灣農村陣線研究員蕭喬薇表示：「水資源不足是大家要共同

面對，民生、農業、工業應該一視同仁，而且不只從水的面向來說，土地資源也是，像是農地被

強制徵收成為工業區，農民權益時常不受重視。」而對於如何改善且保障農民權益，蕭喬薇提到

：「我們平常用水是掌握在水利署，都由其調度卻沒法制化，她認為可以仿效國際碳排放量交易

，制定用水的配額總量，如果用水配額超過，拿出金錢來向其他單位購買。」

臺灣並非是唯一缺水的國家，世界各國也有相同的缺水狀況，從二○一○年經濟部水利署發行的

《國際水再生利用推動經驗評析》中，主要是討論美國、日本、新加玻、澳洲、以色列五國的再

生水使用，其中有提到：澳洲和以色列都有把海水淡化列入可用水，而根據水利署的資料，臺灣

海水淡化只供應核三廠冷卻用水與小部份民生用水。另外，如果將各地水庫泥沙淤積清理，也讓

可用水資源能有更多保存量，降低限水的可能性。

 

用水公平正義　全民同努力用水公平正義　全民同努力

臺灣資源有限，不管是土地或是水源，總引發許多問題，在現實中農民常成為被犧牲的對象，為

了落實公平正義，在同一座島上，應該一同承擔問題，雖然搶水問題已經持續很久，相信在臺灣

全體一同努力下，由專業人士研討解決辦法，而大眾只要平時多珍惜每一滴水，不隨意浪費，往

後缺水發生的機率將會大幅降低。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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