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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 呂學樟  楊玉欣  蔡錦隆  林岱樺  

盧嘉辰  陳雪生  吳育昇  吳育仁  簡東明  

李貴敏  鄭天財  紀國棟  蘇清泉  馬文君  

陳根德  林明溱  林正二  徐少萍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楊委員應雄說明提案旨趣。 

楊委員應雄：（17 時 3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楊應雄等 19 人，有鑑於金門縣水源長期

不足，自來水水質不佳，甚至有水庫近來因少雨而乾涸見底，已嚴重威脅金門鄉親的民生用水以

及觀光產業發展，若不解決，根據經建會的「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報告中警告，2016 年

金門恐將無水可用。而中央政府迄今對金門地區水質及水源之改善作為效果始終不彰，亦乏根本

解決之對策。事實上，經評估金門自大陸買水引水最符經濟效益，復有具體之供水路線規劃，係

務實又可行可久之計。爰此，建請行政院應儘速同意並協助金門架設兩岸自來水管路，從大陸買

水引水至金門，以紓解缺水之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楊應雄等 19 人，有鑑於金門水源長期不足，自來水水質不佳，甚至有水庫近來因少雨而

乾涸見底，已嚴重威脅金門鄉親的民生用水以及觀光產業發展，若不解決，根據經建會的「金馬

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報告中警告，2016 年金門恐將無水可用。而中央政府迄今對金門地區水

質及水源之改善作為效果始終不彰，亦乏根本解決之對策。事實上，經評估金門自大陸引水最符

經濟效益，復業有具體之供水路線規劃，係務實又可行可久之計。爰此，建請行政院應儘速同意

並協助金門架設兩岸自來水管路，從大陸引水至金門，以紓解缺水之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金門受限於地理環境，無高山形成的天然水庫，又加上年雨量稀少，人工水庫的進水量

與儲蓄量相當有限，且因各湖庫進水多來自地表雨水，容易有農藥、肥料等汙染問題，水源優養

化的問題非常嚴重。 

二、因自來水水源與品質不穩定，地下水遂成為金門重要的水源。據統計，金門地下水每天

安全出水量為 2 萬 5 千噸，但實際抽水量高達 3 萬 3 千噸，超抽逾 8 千噸，此除造成地下水水位

每年下降達 20 公分外，鹽化現象亦日趨嚴重。 

三、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金馬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報告指出，以金門的常住人口與

觀光人口資料等推估，到了 2016 年金門供水缺口將達每天 1 萬 9941 噸，屆時金門的民生、觀光

、以及產業發展等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與衝擊，甚至金門經濟命脈之一的金酒將無法再釀製高粱

酒。 

四、針對金門水質惡化與水資源不足之問題，經濟部雖於本（101）年成立了金門地區供水改

善專案小組，但中央政府迄今尚未有一套有效對策。而無論是提高淨水廠的效能或海水淡化，亦

難從根本解決金門的缺水之困。況且金門 1 度自來水的成本高達 50 多元，1 度海水淡化水的成

本亦高達 80 多元，相當昂貴。 



 

 168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五、金門倘能自大陸引水，自是最符合經濟效益，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今年 9 月造訪金門時

，也曾對此表示樂觀其成之意。事實上，金門與廈門雙方便曾初步規劃「晉江圍頭－金門田埔」

與「廈門大嶝－金門營山」兩供水路線。 

六、兩岸第一條直通海纜「金廈海纜」甫於今年建造完成。而兩岸鋪設自來水管路，自可比

照處理，只待政策支持。爰此，建請行政院應儘速同意並協助金門架設兩岸自來水管路，從大陸

引水至金門，以紓解缺水之困。 

提案人：楊應雄 

連署人：鄭天財  王育敏  魏明谷  陳雪生  羅明才  

徐少萍  陳淑慧  黃志雄  蔣乃辛  陳碧涵  

呂玉玲  邱志偉  楊 曜  蔡正元  高金素梅 

林正二  盧秀燕  楊瓊瓔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7 時 3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本院委員邱志偉、邱議瑩、陳其邁、林岱樺

、黃偉哲、蕭美琴等 18 人，鑒於台灣歷史的書寫要有多元族群觀點，而書寫建構台灣歷史的這

項社會工程上客家不能缺席與噤聲，客家委員會應專案研究 1895 年後日治時期客家反抗事件歷

史並與有關部會合作推動納入國民教育教材、研議制定「客家守護鄉土日」等彰顯史實重要性之

相關政策作為。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邱志偉、邱議瑩、陳其邁、林岱樺、黃偉哲、蕭美琴等 18 人，鑒於台灣歷史的

書寫要有多元族群觀點，而書寫建構台灣歷史的這項社會工程上客家不能缺席與噤聲，客家委員

會應專案研究 1895 年後日治時期客家反抗事件歷史並與有關部會合作推動納入國民教育教材、

研議制定「客家守護鄉土日」等彰顯史實重要性之相關政策作為。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電影《一八九五》描述「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雙方簽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

日本，1895 年初夏，日本軍醫森鷗外隨能久親王的近衛師團自台灣東北角登陸準備接收台灣，

誓言抗日的「客家三傑」吳湯興、徐驤、姜紹祖於苗栗結義，組成了客家義軍。雙方兵力懸殊加

上武器糧餉所限，吳湯興最後僅能以游擊戰術，拖延日軍南下的速度，而清官眼見大勢已去紛紛

逃回中國，使他處境更如雪上加霜。吳湯興於新竹阻擋日軍失利，後來更陷苦戰於苗栗，最後他

雖曾在八卦山勇挫日軍，卻仍不幸身亡。經洽客家委員會該事件相關歷史文獻與研究闕如。而除

了北部客家的保台事件，南部客家有屏東佳冬「步月樓之役」還有屏東長治的「火燒庄之役」。

1895 年農曆 8 月 23 日日軍在乃木將軍率領下由屏東枋寮登陸直攻佳冬六根庄，六堆鄉團組織大

總理蕭光明帶領六堆民兵英勇於「步月樓」抗戰，其後日軍進逼六堆客家庄，六堆軍退守長治長

興庄（火燒庄）作殊死戰。客家先賢保家衛土的精神風範值得表彰與傳承。 

二、洽詢調閱教育部現有中小學社會領域（台灣史部分）教科書及教師手冊有關抗日事件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