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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行「水庫集水區」劃設方式過於粗糙，與水資源保護毫無相關之區域，只是位於流域「稜

線以內」就會被劃設為「水庫集水區」，近期湖山水庫「水庫集水區」的劃設案即是一例，位

於雲林縣的湖山水庫不僅於雲林縣境內劃設「水庫集水區」，更以「桶頭攔河堰」為由，逕將

嘉義縣竹崎、梅山與阿里山三鄉鎮擴張納入為「水庫集水區」與「水質水量保護區」，形成雲

林縣湖山水庫水庫集水區有 73.68%的集水區位於嘉義縣境內的怪異現象，爰提案要求內政部、

經濟部與環保署於一個月內召集會議，重行檢討水庫集水區的劃設規範，特此提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陳明文  蘇震清  孔文吉 

2、 

鑒於太平島周邊水域一直以來是中華民國的經濟海域，前往作業的漁船以本省南部的延繩釣

漁船為主，並有少部分的扒網、刺網、籠具、拖網及一支釣，該漁場係以捕撈鮪魚、旗魚及鯊

魚等漁獲，是我國重要的漁場之一，以每年東港鮪魚季的 25 億產值和其他鮪魚 15 億產值估計

，每年單獨鮪魚商機就高達 40 億元再加上其他漁獲，凸顯該海域是台灣重要的漁場，200 浬的

經濟漁場，約有 43 萬平方公里，約有 12 個台灣大小的面積，維繫著台灣南部漁民的生計。 

因此 7 月 12 日海牙國際法庭針對南海問題的仲裁結果，嚴重傷害台灣在太平島固有經濟海域

的權益外，也影響到我們漁民原有的作業權益，更可能因此而使我國漁船作業增添更多被越南

、菲律賓等鄰近國家干擾或強行扣船的風險發生，更因此，業者估計台灣黑鮪魚產值將以每年

減少 15%的比例衰退，不出幾年東港黑鮪祭從此消失，再以南向諸國慣用公務船、軍船和民船

對我漁船干擾，必定不斷升高南海區域的危機。 

太平島絕對是島嶼不是礁岩，台灣漁業界不承認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仲裁結果。呼籲政府，

儘管我們仍願意採取擱置爭議，建立南海區域合作機制，與鄰近國家共同開發南海資源的態度

，但我們不應再採取模糊、消極的立場面對國家領土與主權問題。不僅僅是太平島，我們更應

清楚明確地主張中華民國在南海 U 形線的一切權利，以免重蹈覆轍，讓鄰近國家得寸進尺。為

彰顯我國全民捍衛南海主權一致決心及堅守我國在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享國際法及海洋法上權

利，絕不允許任何損害我國利益的情形發生，避免國際勢力不當干預，影響南海海域區域和平

穩定發展。 

爰要求農委會漁業署應儘速透過全國漁會轉知各區漁會，請漁民在該海域作業應提高警覺，

但漁業署不應該有「一開始就硬碰硬，最後倒楣的還是台灣漁民」的懦弱心態，同時要求蔡政

府應積極維護國土、主權與漁民的基本權益，未來若有漁船在該海域作業遭到任何干擾，應有

堅定果斷、積極有效的作為，維護國土及保障漁民權益。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江啟臣   

3、 

尼伯特風災重創臺東地區的農產業，部分原住民族向公產機關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尚未

核准，尚未取得地上權、耕作權前。依據農產業天然災害救助作業要點第五點規範「申請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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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土地所有權人者，應檢附委託經營契約書或租賃契約書或土地使用同意書。」，然目前僅有

部分申請增劃編保留地之土地，有與公產機關訂立租約或委託經營契約書，其他未訂定相關契

約者，此次風災均無法申請農損補助，使得原住民農戶無法復耕危及生存。 

為避免上述情況一再發生，農委會應修正相關辦法放寬規定，只要有向公所申請增劃編保留

地，且公產機關並未駁回者，若遭遇天然災害，即可向農委會申請農業天然災害補助，保障原

住民農戶的權益。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蘇震清 

4、 

荖葉是臺東縣的重要經濟作物，有著近百億元的產值，遠比釋迦高，台東 20 幾萬人口，平均

每 5 人就有 1 人從事與荖葉相關產業。然尼伯特強烈颱風使臺東縣荖葉遭逢「毀滅性」的破壞

，近 9 成的荖葉園倒塌，使得臺東縣的經濟如遭斷頭的慘劇，急需政府投入資金搶救。 

然因政府對荖葉政策是「不鼓勵、不禁止、不輔導」，因此荖葉無法受到正常的天災救助。

這次尼伯特颱風農損救助釋迦 1 公頃可補助新台幣 9 萬元，荖葉 1 公頃僅補助 3 萬 6,000 元，農

委會如此作法，將導致臺東縣大量的荖葉臨時工面臨失業的窘境，迫使人口大量離開臺東縣到

其他縣市就業，讓臺東縣變得更窮更苦。 

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要求農委會於半個月內擬具專案補助臺東縣尼伯特風災荖葉產業農損

相關措施，重振臺東荖葉農產業，避免大量的荖葉產業相關從業人員失業，產生鉅大的社會問

題。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蘇震清 

5、 

太平島是可以提供人類自給自足、長期生活，並能對區域提供醫療救難等服務的島嶼，完全

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121 條關於「島嶼」必須「維持人類生存與自身經濟生存」的要件，

太平島絕對是島嶼不是礁岩，根據中華民國全國漁會強烈表示，台灣漁業界不承認海牙國際仲

裁法庭的仲裁結果。但是農委會漁業署卻公開表示我國漁民到該海域作業時盡可能無害通過，

避免跟其他國家硬碰硬，倒楣的會是台灣漁民，此言顯有嚴重自我矮化之嫌，爰要求農委會應

公開道歉並偕同海巡署加強護漁、提高巡邏密度，以確保我國經濟海域之主權，並強調政府積

極護漁之決心。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6、 

有鑑於南海擁有豐沛的漁業資源，而太平島周邊水域一直以來是我國的經濟海域，前往作業

的漁船以南部的延繩釣漁船為主，並有少部分的扒網、刺網、籠具、拖網及一支釣，該漁場係

以捕撈鮪魚、旗魚及鯊魚等漁獲，是我國重要的漁場之一。不料農委會漁業署卻公開表示我國

漁民不要跟其他國家硬碰硬，顯有自我矮化之嫌，爰要求農委會應公開道歉並偕同海巡署加強

護漁、提高巡邏密度，以保障漁民在該海域之作業，維護漁民之財產與人身安全。 

提案人：張麗善  廖國棟  孔文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