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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運用有關之統計數據，俾以提供施政考核之參考。 

二、本書內容分為緣由、目的、保護區介紹、111年計畫與成果分析

及結論與展望等計五大類。 

三、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1月1日至12月31日止），

「年底」係指12月底靜態數字，「年底」係指12月底靜態數字，

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四、本書各表所列度量衡單位，一律採用公制，以資劃一，方便比較，

其有特殊情形者，均分別予以註明。 

五、本書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 -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 … 」數值尚未發布。 

「 -- 」數值無意義。 

「 0 」數值不及半單位。 

六、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資料，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

概以本期數字為準。 

七、惟統計數字恐難避免錯漏之處，敬請不吝指正，以供日後改進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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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由 

水是永續發展的核心，其開發與管理是國家建設之重要根本，與

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及人民的生活品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為保

護水資源，自來水事業依自來水法申請劃定公佈「水質水量保護區」，

並禁止或限制貽害水質與水量之相關行為。政府相關部會亦依相關法

律，對位於「水質水量保護區」內之相關開發與土地利用行為，予以

管制。對於這些受到開發限制的保護區而言，其限制目的不只是對於

下游人民的生命財產之保障，同時也是確保水資源之保育與良好的水

質水量。 

目前依自來水法劃設之水質水量保護區面積約為 9,012平方公

里，佔台灣總面積之 25%，此水資源保育區之劃設，雖為維護水資

源涵養與保育之重要措施，但受限區域內居民卻因全體國民用水之公

益，而使其土地之利用遭受限制，致使受限區域內民眾抗爭抵制日益

嚴重，並衍生要求回饋及縮編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呼聲日益高昇。 

為因應國內各地不斷要求因自來水法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而受

限之回饋聲浪，經濟部遵照行政院 91年 8 月 5 日核定「限制發展地

區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則」，及落實「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

之精神，在收支平衡及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原則下，推動自來水法部

份條文修正法案，經於 93 年 6月 30日總統公布實施後，並於 95年

1 月 1 日起開徵水源保育與回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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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的 

在「受益者付費、受限者得償」的原則下，依據民國 93年 6 月

30 日總統公布之「自來水法部份條文修正案」規定，於水質水量保

護區內取用地面水或地下水者，應繳交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而保護區

內因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所衍生權益受限之居民，將因政府透過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之徵收與運用，獲得回饋補償。其立法重點主要有三： 

擴大因水源特定區之劃定，而須予土地受限地區地方建設協助之範

圍。 

明定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法源及專款支用項目，並授權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依水源或用水標的，就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計

算方法、費率、徵收方式等應遵行事項訂定收費辦法。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屬綠色稅賦之一種，不同於一般規費，為建立

秀明之民眾與機制，中央主管機關成立基金管理委會以監督運用水源

保育與回饋費，該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授權由行政院定之。 

所徵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將由各保護區成立專戶運用小組管

理運用，其組成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水質水量保護區內相關縣市代

表、鄉鎮代表、居民代表、公正人士等組成運用小組規劃運用。該經

費將專供水質水量保護區內辦理水資源保育與環境生態保育基礎設

施、居民公共福利回饋及受限土地補償之用，其支用項目依自來水法

第 12 條之２第３項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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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水資源、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水利設施維護管

理事項。 

二、 辦理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之地方產業

輔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水電費等公共福利回饋事項。 

三、 發放因水質水量保護區之劃設，土地受限制使用之土地所有權

人或相關權利人補償金事項。 

四、 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 

五、 供緊急使用之準備金。 

六、 徵收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七、 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 

八、 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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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介紹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係國內首例依都市計畫法設立之水

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負責管

理新店溪青潭堰上游集水區之水源、水質、水量之安全與潔淨，以保

護供應大臺北地區約五百萬人口自來水之水源、水質不受破壞與污

染，本特定區範圍涵蓋新北市坪林、烏來全區及部份石碇區、雙溪區

與新店區，集水區面積廣達七一七平方公里，約佔全新北市行政區域

面積的三分之一。 

 

 

圖一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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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店區 

新店區位居新北市南端台北盆地東南隅，東鄰石碇區，西界中和

區，南銜烏來區，北與景美、木柵為界。轄內山脈綿延，地勢南高北

低屬本省北部雪山山脈分支之丘陵地帶，山巒疊起，地勢陡峻，自南

邊海拔一千公尺之大桶山向北逐漸降低，以迄台北盆地邊緣，河流源

自於烏來之拳頭山南勢溪與發源於新北市雙溪之北勢溪匯集成新店

溪，蜿蜒北行至淡水河入海，全長 73.3 公里。 

 

 

圖二 新北市新店區區徽 

二、烏來區 

烏來一詞為原住民泰雅族用語，意為溫泉。烏來區位於新北市最

南端，其地理位置適位於雪山山脈於新北市境最西南一段主脊的西北

斜面與加里山脈之間，是臺北盆地周圍地勢較高之處。在烏來區的深

處，群山環抱的山谷間，卻有一段平緩的溪流，幽幽地蜿蜒在茂密的

森林中，仿如一條通向始前時代的綠色時光隧道，這是有台灣亞馬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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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稱的哈盆溪，為南勢溪支流之一。另有支流桶後溪為台灣十大賞

鳥地點之一，也是北部最佳賞鳥地點，著有「小瑞士」之美譽。 

 

圖三 新北市烏來區街景 

三、石碇區 

位居新北市之中央，境內多丘陵分佈，境內格頭、永安里在本特

定區範圍，由於翡翠水庫的興建，水庫南岸碧山里已遷村，行經北宜

公路可一覽水庫勝景。 

 

圖 4 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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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坪林區 

坪林區位於新北市之東南端，其東南與宜蘭縣之頭城、礁溪仳

連，東與新北市之雙溪仳鄰，北接平溪區，西北及西鄰石碇區，西南

接烏來區，四周均為高山峻嶺環繞，境內少平地而多陡坡。北勢溪貫

穿流經，大台北地區飲水來源翡翠水庫，上游就是北勢溪，故坪林也

被列為水源特地區，是一處無受污染的世外桃源。坪林境內多為山坡

丘陵地，茶葉為主要經濟作物，蒼鬱優美的茶園景致，也為坪林象徵，

進而發展特有的茶鄉風情。 

 

圖五 新北市坪林區茶山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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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溪區泰平里 

雙溪區位於新北市的東北部，為新北市與宜蘭縣的交界鄉鎮之

一。泰平里即位在其南半部，為北勢溪源頭，全村面積 50.5 平方公

里，約佔雙溪區 1/3。北勢溪之支流在泰平里後寮子附近會流。會合

後北勢溪主流流經苯箕湖、黑龍潭進入坪林區漁光里，為翡翠水庫之

集水區最上游。 

 

圖六 新北市雙溪區泰平里虎豹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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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 111年計畫與成果分析 

一、保護區各區 111 年度實際徵收經費分配比例 

依據自來水法第12-2條水質水量保護區專戶運用小組依其

區內土地面積及居民人口比例，分配運用於區內各鄉（鎮、市、

區）。但原住民族鄉應從優考量。 

 

根據 111年新店溪青潭第二次撥付經費表顯示五區實際徵收

分配經費小計為 3億 1,627 萬 877 元，下圖為各區實際徵收分配

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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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護區各區 111 年經費運用概況  

根據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 111年提報計畫及成果報告

運用情況整理如下： 

1.各區 111 年度提報計畫與執行成果 

111 年度提報計畫以烏來區 7,549 萬 3,770元最高，本區及

新店區 7,500萬元次之；年底執行率以石碇區 97.30%最高，烏

來區 95.69%次之，雙溪區執行率 84.80%為最低。 

區別 計畫提報 執行金額 執行率

坪林區 75,000,000       70,697,654       94.26%

烏來區 75,493,770       72,238,029       95.69%

新店區 75,000,000       65,574,316       87.43%

石碇區 54,000,000       52,540,395       97.30%

雙溪區 38,000,000       32,223,159       84.80%

表一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各區111年度計畫額度與執行情形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災防課

單位：元、%

 

2.保護區各區 111年度各款實際支用經費比例  

本保護區在新北市未升格前，由於五區(新店、坪林、石碇、

雙溪、烏來)特性不同，乃由地方民選首長徵詢受限居民意見設立

各項回饋補助項目，為尊重受限居民的意見，當時設立各項回饋

補助項目，以致形成五區運用各款經費不盡相同之原因，而回饋

補助內容大多延續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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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及圖九可見各區各款之比例比較： 

執行經費 比例 執行經費 比例 執行經費 比例 執行經費 比例 執行經費 比例

雙溪區 1,997,092 6.22% 9,071,071 28.23% 0.00% 3,023,169 9.41% 18,041,870 56.15%

石碇區 4,575,312 8.71% 22,207,346 42.27% -            0.00% 3,849,239 7.33% 21,908,498 41.70%

烏來區 1,000,000 1.38% 18,918,610 26.19% 2,058,071 2.85% 2,751,846 3.81% 47,509,502 65.77%

新店區 5,855,621 8.93% 26,277,567 40.07% 0.00% 2,628,058 4.01% 30,813,070 46.99%

坪林區 1,500,000 2.12% 35,363,677 50.02% -            0.00% 3,923,874 5.55% 29,910,103 42.31%

資料來源：本所民政災防課

第八款
區別

表二　新店溪青潭水質水量保護區各區111年度各款支用經費及比率

單位：元；％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七款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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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一款：水資源保育、排水、生態遊憩觀光設施及其他

水利設施維護管理事項，新店區 8.93%最高，石碇區 8.71％次之。 

辦理第二款：居民就業輔導、具公益性之水資源涵養與保育

之地方產業輔導、教育獎助學金、醫療健保及電費、非營利之家

用自來水水費補貼、與水資源保育有關之地方公共建設等公共福

利回饋事項，以坪林區 50.02%最高，石碇區 42.27%次之，新店

區 40.07%，雙溪區 28.23%及烏來區 26.19％。 

辦理第四款：原住民族地區租稅補助事項，僅烏來區辦理此

款，比例 2.85%。 

辦理第七款：使用水源保育與回饋費之必要執行事項，各區

執行率皆於 10％以下，雙溪區 9.41%最高，石碇區 7.33%次之。 

辦理第八款：其他有關居民公益及水資源教育、研究與保育

事項，顯示各區積極辦理相關水資源宣導及保育工作，以烏來區

65.77％最高、雙溪區 56.15％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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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展望 

依本保護區 111年度提報計畫預算、執行成果決算之執行結

果，平均 5區之執行率為 91.90%顯示已相當穩健，並能妥善運

用計畫配合實際需要，未來將秉持謀求回饋區民及保育土地為優

先，提高受限補償為原則。 

如透過系統性的改變與跨領域的合作，完善水資管理環境所

需的機制與政策工具，並制定整合性的政策目標與跨機關的綜效

評估，將可有效地管理與平衡使用者等利害關係人的水資源利用

需求，進而達成水資源安全的目標。期許臺灣水資源管理政策願

景，形塑水資源安全、跨域合作與技術創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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