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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利處 99 年創新整合專案執行計畫 

專案名稱：農田水利會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之建置 

壹、計畫背景 

一、計畫依據 

（一）本會 94 至 97 年度中長程公共建設農業建設計畫「加強農田水利建設」計畫書 

（三）行政院 97 年 4 月 24 日院臺農字第 0970015888 號函核定第 3 期(98-101 年)延

續型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加強農田水利建設」計畫書。 

二、執行時程 

民國 95 年 6 月 27 日~民國 99 年 12 月 31 日 

三、服務對象 

（一）農田水利會 

（二）學術研究單位政府 

（三）相關水資源管理機關 

（四）本會 

四、計畫緣起 

近年來，全球氣候變遷增劇導致水資源情勢充滿不確定因素，復以工商業持

續發展致使各標的用水爭相競用農業用水，顯示農業水資源管理正面臨著日趨嚴

峻之挑戰。為因應此一衝擊，首先必須充分掌握農業水資源相關情勢資料，是故

各項資訊管理決策輔助工具之開發與應用，遂成灌溉管理之重要基礎工作。但長

久以來，農業水資源之水量及水質等基本資料之蒐集、統計、分析、管理與運用，

常礙於提供資料之機關單位眾多且散佈於全台各地，導致資料更新週期稍嫌過

長，不易發揮其即時提供資訊之功用。 

爰此，如何運用日新月異的電腦與網路技術來提升資料蒐集、倉儲、管理與

加值分析之自動化程度，建立提供即時資料使用之流通供應管道，並藉由開發各

項資料加值分析功能來輔助資料管理與運用，遂成灌溉管理資訊系統建置之重要

工作。有鑒於此，本會近年來不斷致力於各項灌溉管理業務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

透過資料庫之資料倉儲、整合以及加值分析功能的運用，以進一步提升農業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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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理決策之準確度。 

貳、實際效果 

一、外部效益 

（一）各農田水利會 

1.提升各農田水利會灌溉管理業務之效率 

農田水利會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之資料建置與加值應用功能之開發，可協

助農田水利會灌溉管理業務推動，進而增進相關管理措施之精準度及緊急應

變能力。 

2.充分發揮 e 化數字管理與網路應用功效 

資料庫具備線上資料管理機制，可結合網際網路通訊與儲存的功能，提供

各農田水利會填報與維護資料之機制，資料完成填報後由資料庫系統自動彙

集資料與檢核，提升資料之即時與正確性。此外，亦有助各農田水利會資料

維護人員，可不受時間及空間之限制，隨時隨地登入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

進行資料之更新、維護、查詢及列印等功能。 

3.資料管理資訊系統有助於減少人力成本 

適度開放資料庫權限供各界申請查詢使用，不僅可減輕農田水利會提供資

料給外界的作業負荷，更能充分展現灌溉管理資訊化之深度，並可落實資訊

公開化並擴大資訊共享之電子化政府政策目標。 

4.達成節能減碳並增進資訊傳遞與提報之效能 

透過資料庫進行資料填報與管理，可供農委會迅速且便利獲取各農田水利

會之灌溉用水與降雨量等重要灌溉管理情資，不僅可大幅提升資料交流效

率，並可減少紙本報表之傳遞，兼顧節能減碳新趨勢。 

（二）政府相關水資源管理機關 

1.落實資訊流通與共享 

跨資料庫資訊流通共用亦為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的重要方向之一。灌溉管

理情勢庫建置至今，已具有十分完整之資料內容，可進一步與其他相關水資

源管理機關進行資料交換，達到相輔相成與互補之效。以雨量資料為例，已

與經濟部水利署建立資料庫交換機制，同時由各農田水利會進行雨量資料之

線上填報，或者與農田水利會現有之雨量管理系統進行資料交換，大幅提升

雨量資料之即時性與完備性。 

2.提升政府統計出版品之時效 

現階段各項用水統計年報之調查與編製時間約為一年，較不利於各標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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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動態掌握。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之灌溉用水資料採定期即時更新、檢核

機制，有助於大幅提升相關統計工作之時效性。 

（三）學術研究單位 

1.縮短資料索取時程與資料處理流程 

完整且便利之灌溉管理情資獲取管道，對於農業水資源領域相關之研究可

謂是最重要之基礎。在適當之範圍內，灌溉管理資料庫可迅速且完整提供各

項用水與雨量資料之查詢與加值分析功能。同時，亦能大幅縮短過去公文往

返索取資料及建置資料之工作流程，可為資料掌管單位（例如農田水利會）

與資料需求單位（學術研究單位或民間顧問公司）創造雙贏之局面。 

二、內部效益 

（一）本會 

1.提升灌溉管理情資之掌握度 

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可提供完善之資料管理與運用功能，透過整合性網

路平台管理，將可簡化過去農業用水量資料統計之繁瑣流程，不僅可即時掌

握農業用水情勢，並可改善資料取得不易，避免資料重複建置等問題，有利

於本會充分掌握灌溉管理情勢。此外，經由資料庫系統之資料品管、彙整統

計、演算分析後，透過網路傳遞多元化表單及歷年趨勢變化資訊圖表，隨時

提供決策單位做參考，有效提昇資料加值應用價值。 

2.強化政府資訊公開之效能與能見度 

資料的建置、管理及後續加值運用服務的資訊化及網路化，一直以來為

電子化政府的施政方針。近年來本會在灌溉管理情勢分析結合資訊管理技術

上不遺餘力，大幅提升灌溉管理資料充足性、準確性及時效性。而灌溉管理

資料庫具有網路查閱便捷、趨勢分析及客製化靈活運用之特性，可提供使用

者高效率之資料索引與應用，並可擴大與相關資料庫間進行資料共享，充分

發揮資料之流通性與價值。 

參、發展方向 

一、整合地理資訊系統，健全現代化灌溉管理體系 

本會考量影響農業灌溉用水之因子大都具有空間分佈之特性，近年來陸續輔

導各農田水利會應用 GIS 相關技術完成灌溉圖籍資料庫建置。將此技術運用在農

田水利設施維護管理、灌溉水質管理，可提升管理的精準度，並大幅降低管理人

力需求。現階段地理資訊系統技術日趨成熟，軟硬體成本快速下滑，近年來各級

政府部門對地理資訊之投入，使得發展 GIS 圖資相對較容易取得，有效提升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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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會業務之經營效率。爰此，未來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將持續整合地理資訊系

統與各灌區圖資，以提升系統之應用價值。 

二、建構健全之資訊管理平台以利現代化管理之發展 

自動化、資訊化及網路化為當前農田水利事業現代化之具體發展方向，未來

在灌溉管理情勢資料庫平台的基礎上，輔導各農田水利會在其灌溉排水系統新建

及改善水文資料觀測、傳訊與資料處理設備，將可使有關灌溉營運管理之水文觀

測資料與傳送更為確實，再進一步擴充成為具空間特性之資訊系統及符合時宜的

電子化管理制度，達到提升農田水利業務執行效率與效能之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