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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鎮洋
水保系　71 級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局長

現職

0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副局長

0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分局長

0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六及第四工程所所長

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保育治理組組長

05. 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技士、股長、技正、科長

　　李鎮洋局長從事水土保持工作 30 年，舉凡水土保持事業之相關領域，例如：集水區治山

防災、土石流防災應變、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與監測、農村建設及水土保持法規等，均戮力參

與，擴大水土保持新視野，僅簡述如下：

01. 研擬「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防減災計畫」及「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有系統辦理大規

模崩塌預警應變機制研發及土砂災害風險評估，提升山坡地聚落安全防護能力，期能達成

保育水土資源、減免災害、增進國民福祉等目標。

02. 莫拉克颱風期間指揮調度應變得宜，確實將土石流紅、黃色警戒通報到地方政府，並協助

進行疏散避難及相關應變作為，減少死傷及避免二次災害，績效特優，獲頒「行政院三等

功績獎章」。

03. 督導土石流潛勢溪流鄰近村里建立為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提升當地居民防災意識，並透

過整合性跨域教育宣導及資通訊服務來強化民眾疏散避難的意願，民國 105 年以「保土保

家保平安－跨域整合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專案，榮獲行政院「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服務規劃機關類」得獎肯定。

經歷

特殊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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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支助本校與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辦理兩屆「全球生態、農業與鄉村向上推升（Gear-Up）行動

論壇」；另獎勵本校學生參與「大專生洄游農村計畫（Rural up ！）」，以年輕人的創意

和行動，促發農村改變，透過公部門、學校、農村社區及學生的協同合作，讓學生的專業

及創意，翻轉農村，本項計畫亦榮獲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2015 年全球教育創新獎

（Reimagine Education Award）－亞洲區銅獎」肯定。

05. 協助本校惠蓀林場凌雲斷崖等多項治山防災工程，保育林場水土資源；另協助本校農資學

院建立「蘭島溪原尺寸土砂流動試驗場」，模擬堰塞湖潰決後之土石流流動試驗，讓惠蓀

林場成為防災環境教育場域。

得獎感言

　　民國 67 年進入母校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

系就讀，就學期間感謝師長們諄諄教誨、春

風化雨，奠定了日後從事水土保持工作良好

基礎；轉眼三十年服公職期間，從台北市政

府最基層的技士開始，一路升到股長、技正、

科長，並於民國 92 年因緣際會來到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服務，再從組長、所長、

分局長到副局長，民國 104 年 1 月蒙時任農

委會陳主任委員保基厚愛，接下水土保持局

長一職，回顧職場歷程，有幾件事可與學弟

妹分享：

主管一席話，為未來紮下堅實基礎

　　當年，還是台北市政府建設局裡的菜鳥

時，我就撰寫全局有關山坡地水土保持的各

項計畫，還要編預算、負責考核與追蹤目標，

也就是說我是最忙的那一個；有一天，發現

其他同事怎麼似乎都不像我那麼忙，於是就

向主管反映，結果主管對我說：「第一，你

不用抱怨。雖然，你做得比別人辛苦，但是

學的最多；第二，在我的人生經驗裡，再怎

麼忙，都不會累死人；第三，你怎麼努力，

我都看在眼裡！」聽主管這麼一說，我覺得

李鎮洋局長及夫人 李鎮洋局長全家福

19



2016第20屆傑出校友國立中興大學

很有道理，特別是主管說的最後一句：「你

怎麼努力，我都看在眼裡！」讓我有了繼續

的動力，於是就更拚命努力的工作。

　　多年後，馬英九先生當選台北市長，要

求建設局提出可讓台北市脫胎換骨的水土保

持創新計畫時，時任建設局黃榮峰局長則把

這個任務交給我，我向長官報告僅有一個要

求，就是要給我兩周的時間專心寫計畫。兩

周過後，我提出了創新的「台北市加強山坡

地安全管理方案」，包含 10 大計畫、52 項

子計畫的計畫書，計畫書裡不只是建設局，

還包括工務局的養工處、衛工處、建管處及

都發局等配合事項，以及各部門所需經費及

經費何時動支等等內容。

　　撰擬好的計畫書經過層層審核程序，從

科長、副局長、局長、副市長，沒有人有意

見。只有在向馬市長報告時，市長提了個問

題：「請問，這個計畫為什麼只有 3 年半？」

我還在想要怎麼回答時，馬市長就自己說了

答案：「是不是因為我的任期，只剩下 3 年

半？」我也老實的回答說：「報告市長，是。」

後來，在馬市長的建議下，將原計畫延伸為

6 年計畫，並依計畫執行。

　　在台北市服務的那段歷程，對我來說是

很紮實的訓練，所有與水土保持相關的業務，

包括法規、山坡地管理及工程的設計、測量、

審圖、預算、發包、施工及驗收等一整套程

序，統統是在那時期學到的。現在回想起那

時後，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也很值得。

從地方到中央，從台灣到國際，

合作共創雙贏

　　當時，還年少的我自己盤算著，這一生

如果可以升到科長就可以退休了；結果因緣

際會的來到了中央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局服務，現在回想起其實人生是會

轉彎的。

　　從地方的台北市政府建設局到中央的水

土保持局，讓我感覺到的差別就是視野的不

同。以山坡地水土保持而言，水保局主要是

針對水土保持與山坡地保育利用政策、法規、

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而地方政府則比

較著重在執行面的部分，包含山坡地保育利

李鎮洋局長陪同馬英九總統勘查花蓮秀林和中部落崩塌災情（1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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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違規查報取締等等。在坡地防災方

面，水保局主要是針對坡地防災政策、計畫

擬訂及督導執行，並進行防災科技研發與科

學研究，地方政府則遵循中央方向進行疏散

避難或教育宣導等活動，工作面向不同但相

輔相成。

　　在面對地球暖化、極端氣候異常帶來的

災變，我常常在想不能單靠台灣自己的經驗，

更需要借鏡國際經驗，因此，我鼓勵水保局

同仁要積極與世界各國進行國際交流，藉由

資源與技術的交換，使台灣坡地防災工作能

更上層樓。

　　水土保持局與日本有長達 20 多年的交

流關係，如今雙方在防災的方法與概念上已

經達到不相上下的水平，同時，也因為台灣

在水土保持及防災上也不斷有創新思維與作

法，因此，日本與我方在民國 99 年底簽署技

術交流合作協議，依據合作協議精神，每年

互派專家學者互訪，針對砂防技術進行交流；

從去（104）年接任水保局長後，有感於台日

砂防交流需進一步深化，在今（105）年台日

行政官會議上，我向日方提出再強化雙方政

府官員交流的建議，除既有互訪外，再加派

優秀同仁赴日本進行短期訓練與經驗分享，

此一構想也獲致日方贊同。

　　除與防災技術先進的日本交流外，與東

南亞國家的合作與交流，則是我認為具體可

行且想要積極拓展的目標，讓水土保持技術

走出台灣，與開發中國家分享，並積極推動

新南向政策，促進東南亞國家學習台灣農地

水土保持方法，並導入坡地防災技術，協助

東南亞國家在氣候變遷影響下得以防範災害

於未然，尋求水土保持與防災產業邁向國際

之契機。

擘畫十年願景計畫，防範大規模崩塌

　　從地方到中央、從台灣到國際，面對全

球氣候變遷的加劇，水保局已經開始思索未

來 10 ～ 20 年台灣可能面臨的水土保持及坡

地防災的挑戰是什麼？從上任水土保持局局

長後，帶領著水保局團隊著手擬定氣候變遷

下十年坡地防減災策略，以期利用十年時間

讓台灣成為舉世第一個建立「大規模崩塌防

李鎮洋局長陪同蔡英文總統勘查台東大武愛國蒲部落崩塌災情（10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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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預警機制的國家」。

　　大規模崩塌防減災策略並非一蹴可幾，

而是以現有的水土保持及土石流防災工作為

基礎，綜合氣候變遷下可能對於水土保持工

作衝擊問題，因此，我跟我的團隊擬訂了「強

化大規模崩塌危機應變能力」、「建立大規

模土砂災害區智慧防災體系」、「增進大規

模土砂災害區治理成效」、「精進大規模土

砂災害區資源保育」、「推動大規模土砂災

害區水土保持管理」、「統合大規模土砂災

害區防減災資訊及推廣交流」6 項調適策略，

透過盤查、界定、精進、強化、策定及統合

等調適步驟，共計規劃 19 項調適措施與 84

個行動計畫，並逐步穩健地自民國 106 年度

起執行。

　　特別是對大規模崩塌危機的防災預警

上，要先瞭解發生機制才能應變，如果能夠

建立起一套完整機制，台灣將會是全球第一。

然而，要如何建立呢？我請我的同仁首先要

知道敵人在那裡？從各機關研究報告及學術

界論文期刊上蒐集，目前已蒐集到 106 處潛

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可能會影響鄰近 96 個聚

落；接著是這些高潛勢危險地區是什麼原因

造成的？是地震、豪雨、還是地下水？是水

壓，是滑動的速度，還是其他因素？還有雨

量，什麼樣的降雨型態會造成崩塌？將是未

來要進一步釐清的工作；還有可能會造成多

大的傷害？影響範圍在哪裡？當所有資訊齊

全後，還需要不斷的進行滾動式的測試、檢

討，我跟我的同仁提醒一開始的崩塌預警肯

定都會過度，進而會讓民眾誤以為有「狼來

了」的過渡期，但是，不試，不跨出去永遠

都沒有機會，我們有信心十年後必能建立一

套完整大規模崩塌防災預警機制，讓台灣防

災躍居世界第一，讓民眾可以免於遭受到生

命的威脅。

水土保持，成為 DNA 的一部分

　　30 年來浸濡在水土保持領域裡，坡地防

災與水土保持已成為我 DNA 的一部分。水土

保持法第 1 條即開宗明義的闡述，水土保持

其目的就在保育水土資源，涵養水源，減免

災害，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增進國民福祉，

李鎮洋局長獲頒行政院三等功績獎章 李鎮洋局長及夫人參加 104 年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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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環境保育」、「土地合理開發利用」

與「國民福祉」要均衡發展。因此，我認為

水土保持是國家永續發展的重要政策，也是

當前政府重要施政重點之一。

　　當全球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災害規模

及強度更勝以往，以莫拉克颱風災害為例，

長延時高強度降雨對於工程構造物挑戰極

大，我深深體會到以往人們所謂人定勝天的

思維，以工程等硬體設施圍堵，已不足以因

應未來災害的挑戰，而應要改變思維，體認

到工程構造物有其極限性，並導入避災、軟

體防災觀念，以軟體防災結合硬體減災，才

能有效減少災害造成損失。

　　今年承蒙水土保持系師長厚愛推薦，謝

謝校長及評審委員們的肯定，本人榮獲母校

傑出校友殊榮，深感惶恐與榮幸，我一直把

水土保持當作一生的志業，然而水土保持及

坡地防災是一項辛苦的工作與耐力的考驗，

須以謹慎周密、防範未然的態度面對，未來

我會繼續帶領水土保持局團隊，以「優質、

效率、團隊」的核心價值迎接當前新工作的

挑戰，不辜負傑出校友的美譽，最後，祝福

母校中興大學校運昌隆、人才輩出。

李鎮洋局長及夫人與日本砂防部交流

李鎮洋局長出席惠蓀林場「蘭島溪原尺寸土砂流動試驗場」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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