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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輝龍 

 

吳輝龍博士三十六年生，現任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局長，中華水

土保持學會理事長。 

吳局長係美國猶他州立大學(Utah State University) 天然資

源學院集水區碩士，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研究所博士，歷任山地農牧

局第五工作處技士、課長，駐印尼農技團水土保持專家，行政院農

發會資源保育科技士、技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技正兼水土保

持科科長，吳局長可說是一位真正從基層做起的水保人。 

吳局長來自基層，對許多水土保持政策與技術研究了解至為深

入，從八十年起著手研擬水土保持法草案，積極為水保法催生，八

十三年五月終於完成立法並公布實施，使台灣水土保持工作推動有

了法源依據，更邁向新的里程碑，也因吳局長對水保法立法理念背

景、法理法條內涵之熟稔，研擬許多重要政策計畫具體可行，對水

土保持業務發展助益甚大，如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即為落實水土保

持專業技術執行而編訂，九十三年起並修編水土保持手冊，將原有

工程、農地、植生等三篇，修訂為總論、坡地保育、工程方法、植

生方法、生態工法等五篇，以符合當前環保意識與實務應用之需

要。 

吳局長於九十年五月榮任水土保持局局長，時逢九二一地震與

桃芝納莉颱風後，台灣各地區發生許多崩塌、地滑、土石流等重大

災害，復建工作千頭萬緒，民間要求政府加強坡地防災保育聲浪

高，當時可說是面臨空前之考驗與挑戰，吳局長帶領水保局工作團

隊，以優質、效率、團隊、創新之企業經營理念，按部就班推動各

項水土保持業務，積極進行災後復建工作，從勘災、對策研擬、乃

至集水區土石流之整體規劃設計、崩塌地源頭治理、坡地保育、農

村建設、土石流防災監測，以全方位配套機制進行，將許多災區轉

化為充滿活力希望之農村新風貌，雲林古坑華山土石流整治，帶動

地方繁榮，打響了台灣咖啡故鄉名號，每年帶來數億商機，即為大

家所稱讚。 

為了提昇土石流防災應變能力，水保局於 90 年度起創新建置

土石流防災應變系統，即時接收中央氣象局雨量資料，以降雨因子

訂定土石流警戒基準值，進行土石流警戒分析研判，並已於全省建

置 13 座固定式土石流觀測站，及一組行動式土石流觀測系統，可

遠端監測土石流現地狀況，其技術已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再者，為

了推動治山防災與坡地環境保育工作，提昇全方位規劃設計技術在

實務應用，水保局更積極推動生態工法科技計畫，創新研發包括治

山防災、坡地保育與農村建設相關領域之生態工法技術，建置設計

參考圖冊，期望建構台灣農村為三生一體之優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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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與大地工程在台灣環境保育與災

害防治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兩者皆是保育大地

的守護神，水保無地工技術應用，一些崩塌、

地滑、土石災害治理，乃至邊坡穩定無法發揮

應有之安全穩定功能；大地工程如無水土保持

技術導入，無法以柔克剛、達到借力使力之功

效，更無法維護生態環境，及營造優質自然的

景緻，因此，水保與地工因地制宜相輔相成的

應用，在台灣基礎環境建設上，將產生無遠弗

屆之影響。  

長期以來，水土保持在台灣水土資源涵養

與生態環境永續利用，一直默默地努力耕耘，

並有許多成果，也為早期台灣農業與工業奠立

了根基，惟自民國八八年以來，因九二一大地

震、桃芝納莉颱風、七二水災、艾利颱風，超大

且集中之降雨型態，使台灣大地遭逢前所未有之

挑戰，許多大規模之崩塌、地滑、土石流等災

害，在在喚醒國人對水土保持之重視與省思，位處

地震帶與降雨不均衡的台灣，人民應改變人定勝天

之觀念，學習如何與大自然和平共處，而非一昧依

賴政府有限資源給予絕對安全保障。 

近年來水土保持工作，無論在治山防災、坡地

保育、農村建設及土石流防災監測、社區防災演

練，均有許多創新之思維與作為，從生態工法技術

研發、坡地植生綠化與監測技術、生態綠建築理念

落實於農村新風貌之規劃設計、土石流防災科技之

創新應用，乃至科技監測技術在山坡地之管理，均

朝多元實務方向發展，對防災減災及環境改造具有

事半功倍之效能，再者，為使災害治理有整體之效

益，更以全方位集水區為規劃治理單元，因地制

宜，整合治山防災、自然生態與休閒遊憩之面向，

導入生態工法整體規劃設計，已創造出許多整體

化、生態化、人文化，並具有地方特色之優質

集水區環境，如古坑華山、新埔照門、水里上

安村、中寮和興村、龍崎埤仔溝…等地區，發揮

許多加值效益，這亦是提昇台灣綠色國民所得

（GREEN  GDP）最具體之行動展現。  

大地工程長久以來也一直扮演環境改造之

火車頭，舉凡與食衣住行生活相關之建設，如

橋樑、隧道、道路、邊坡穩定、水利環保、擋

土、灌溉排水、港灣工程、坡地社區開發、建

築之基礎工程、地下開挖防護措施、工程地

質…等均為其範疇，因地工技術日新月異，發

展成熟，如基礎工程之全套管基樁工法、反循

環樁工法、地下連續壁擋土施工法、開闢隧道

之新奧工法、橋樑之沉箱工法、邊坡穩定之格

樑地錨工法等技術應用，均為大家所熟悉，對

地貌改造與民眾生活便利，也產生革命性改

變，貢獻甚大，這可從九二一災後重建成果展

露無遺，可見地工技術在台灣深化與精進之重

要性。  

最後，期望水保與地工兩大領域人才與技

術寶貴資源能廣泛交流，通力合作，共同肩負

起改造台灣生活環境之大任，相信建設台灣成

為綠色矽島之美夢，將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