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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暨第 9 屆亞洲區域會議於 9 月 2 日至 9 月

6 日在澳洲雪梨舉辦，此次會議共有近千位官員、學者與專業人士參與。國

際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CTCID)由吳瑞賢主席帶領，代表團成員來

自全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暨管理處、大專院校、研究單位等，共 29 名組成，

包含工作小組委員、團體會員代表、秘書處人員以及論文發表者。 

今年度持續擴大參與工作小組，提名闕雅文教授、張煜權教授、胡明哲

教授、陳志昇博士、譚智宏博士、許舒涵助理教授、余化龍教授、廖國偉教

授、許少瑜教授、鍾秉宸助理教授、陳豐文博士、許少瑜教授、丁崇峯博士、

王聖瑋教授分別新加入共 7 個工作小組：灌溉史工作小組、水、糧食與能源

工作小組、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土地

排水工作小組、雨水集蓄工作小組以及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以上皆

為大會所接受。 

委員亦積極爭取工作小組職位，在 11 個工作小組中，7 個由 CTCID 委

員擔任核心職務。分別為吳瑞賢主席擔任氣候變遷工作小組主席、高瑞棋博

士擔任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主席、張煜權教授擔任價值工程下的現代

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作小組副主席、余化龍教授擔任灌溉用水與發

展工作小組副主席、胡明哲教授擔任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秘書、許

少瑜教授擔任土地排水工作小組秘書，陳豐文博士擔任雨水集蓄工作小組秘

書。 

第 9 屆亞洲區域會議主題為「在氣候日漸難以預測的情況下，灌溉在糧

食安全與永續城市綠地上扮演的角色」，子題如下： 

一、 投資：投資適用、具成本效益的技術，以協助終端用戶採用永續性灌

溉方法（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二、 治理：找出並解決結構性與政策性問題，以採納更佳的灌溉方法。 



 

II 

三、 能力發展：為實踐永續灌溉，須確保終端用戶有能力取得並使用該知

識和系統。         

代表國家擔任 ICID 工作小組委員是榮譽，亦是沉重的負擔，除平時需

配合小組決議推動國際事務，每年亦需排除自身工作，參與年會活動，需有

相當的服務熱誠及經費支援以為支撐。CTCID 籌組代表團出國宣揚我國灌

排技術，藉由國際灌溉排水協會平台與各國穩定交流互動；未來將持續致力

於發展與各國和諧共處之道，擴大行銷推廣臺灣經驗，建立與其他國家之實

務合作契機，推展農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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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一、 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介紹 

    國際灌溉排水協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ICID) 係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FAO)及世界銀行等機構於 1950 年 6 月 24 日

成立，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綠色革命的前線組織，以科學傳播、技術交流和

非營利為目，於 1993 年改為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計有 110 個會員國，

迄今常態參與會員國為 78 國，包括：17 個非洲國家委員會、6 個美洲國家

委員會、28 個亞太區域國家委員會，以及 27 個歐洲國家委員會，全球目

前逾 90%灌溉區域皆為 ICID 的服務範圍。 

ICID 為全球當前最重要的國際農田水利組織，致力成為科學知識的傳

播平台。其宗旨為灌溉、排水、防洪及環境管理等技術研討，以達到永續

灌溉農業環境維護，提升世界糧食的生產力。然，因應趨勢演進，ICID 積

極回應當前急迫議題，擴大到氣候變遷與極端洪災旱災、非常規水資源開

發運用、水資源管理、水、糧食與能源鏈結、水資源與糧食安全、生質能，

以及灌溉排水帶來的環境衝擊等。總體目標為透過永續鄉村發展脫離貧窮

與飢餓，建立用水安全的世界。ICID 對全球對話及倡議行動貢獻良多，如

世界水論壇、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等參與，確保在整合性水資源管理架構

下推動農業水管理實務，以達到永續發展的共同目標，並與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相呼應。 

目前 ICID 於水管理技術和處理相關問題已累積超過 70 年的豐富經

驗，每年定期舉行國際執行委員會議及技術活動委員會所屬之工作小組會

議，並輪流搭配國際灌溉排水研討大會、區域研討會以及世界灌溉論壇。

此外，每年亦分區辦理非洲區域研討會、亞洲區域研討會、歐洲區域研討

會及美洲區域研討會，以討論該區域的特色及全球性議題，並出版專題報



 

1-2 

告供各會員國參考。ICID 亦集結專家創立國際著名《灌溉與排水》(Irrigation 

and Drainage)期刊，由 Wiley 發行出版，為農田水利領域的重要參考刊物。 

ICID 認同未來世代的農業實作人員需要接受更好的培訓，因此建立全

球青年專家社群，目前涵蓋 4,000 名青年專家，由 ICID 資深前輩提供訓練

指導。作為全球關懷與知識分享型組織，這種因應青年學者專業生涯發展

需求的行動可為 ICID 特有作法。 

表 1-1 ICID 積極會員國 

編號 國家 縮寫 加入年份 

1 澳洲 IAL(ICID NCA) 1952 

2 孟加拉 BANCID 1973 

3 布吉納法索 CNID-B 2014 

4 加拿大 CANCID 1956 

5 中國 CNCID 1983 

6 克羅埃西亞 CRCID 1993 

7 埃及 ENCID 1950 

8 愛沙尼亞 ESTICID 2001 

9 斐濟 FIJICID 2010 

10 芬蘭 FINCID 2000 

11 法國 AFEID 1953 

12 匈牙利 HUCID 1955 

13 印度 INCSW (INCID) 1950 

14 印尼 INACID 1950 

15 伊朗 IRNCID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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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伊拉克 IRQCID 2006 

17 愛爾蘭 IRCID 1978 

18 義大利 ITAL-ICID 1950 

19 日本 JNC-ICID 1951 

20 哈薩克 KAZCID 2006 

21 韓國 KCID 1969 

22 馬拉威 MALCID 1967 

23 馬來西亞 MANCID 1958 

24 馬利 AMID 2005 

25 墨西哥 MXCID 1951 

26 摩洛哥 ANAFIDE 1959 

27 緬甸 MNCID 1962 

28 尼泊爾 NENCID 1973 

29 荷蘭 NETHCID 1950 

30 奈及利亞 NINCID 1970 

31 巴基斯坦 PANCID 1953 

32 菲律賓 PNC-ICID 1956 

33 葡萄牙 PNCID 1954 

34 羅馬尼亞 CNRID 1992 

35 俄羅斯 RUCID 1955 

36 沙烏地阿拉伯 SACID 1977 

37 斯洛維尼亞 SINCI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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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索馬利亞 SONCID 2017 

39 南非 SANCID 1993 

40 西班牙 CERYD 1955 

41 斯里蘭卡 SLNICID 1950 

42 塔吉克 TAJCID 2014 

43 泰國 THAICID 1950 

44 土耳其 TUCID 1954 

45 烏克蘭 UACID 1996 

46 英國 IWF/ICID.UK 1951 

47 美國 USCID 1951 

48 烏茲別克 UzNCID 1994 

49 尚比亞 ZACID 1966 

50 辛巴威 ZwCID 1955 

  51 阿富汗 AFGICID 2018 

52 喬治亞 GENCID 2018 

53 越南 VNCID 2018 

54 臺灣 CTCID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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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會目標 

我國於 1969 年由農復會(現農業部)申請加入國際灌溉排水協會，至

1995 年由有關機關及團體共同組成社團法人國際灌溉排水協會中華民國

國家委員會 (Chinese Taipei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簡稱 CTCID)，旨在透過組織，以專業化之團隊，

促進國內外灌溉排水相關學術、技術之交流，以提升我國灌溉排水知識

及技術水準。我國國家委員會迄今計有官方、學術單位、農田水利署等

40 個團體會員。早期由政府機關派員參加相關國際活動，現今則由產官

學各領域之團體會員每年組織代表團參與國際灌溉排水協會年會。我國

國家委員會積極參與國際灌溉排水協會相關事務，除了每年參與年度大

會及各項研討會議，亦曾有代表擔任研討會論文審稿委員、各相關技術

工作小組主任委員及委員等。我國成員表現亮眼，且於 ICID 之工作小組

擔任要職，頗具影響力。同時透過與各國專家及農田水利專業領導人交

流，不僅充分吸收國外新知掌握世界趨勢，更將臺灣優良的農田水利技

術與政策發揚於國際，建立臺灣之國際地位。歷年來，多次面對臺灣國

際外交之艱難處境，代表團均能妥善處理，積極貢獻心力與智慧。一則

與國際友人維持良好情誼，爭取生存空間；二則致力於發表學術及技術

相關論文著作，充分展現我國灌溉排水之專業實力。 

透過實質參與 ICID 年會，發揮 CTCID 國際灌排技術交流的角色，

協助政府加強與他國交流契機，進而拓展國家間之交流合作活動，提升

我國於國際的能見度，拓展農業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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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2024 年會代表團團員 

表 2-1 代表團成員 

吳 瑞 賢 

 

服務機關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職  稱 特聘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IEC) 

 技術活動委員會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國際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 主席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主席 

 亞洲區域工作小組 委員 

 技術活動委員會 委員 

廖 國 偉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職  稱 教授兼系主任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國際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 副主席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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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志 昇 

 

服務機關 臺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國際合作處 

職  稱 處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IEC) 

 亞洲區域工作小組會議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國際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 秘書長 

 亞洲區域工作小組 委員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 委員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委員 

高 瑞 棋 

 

服務機關 成功大學 

參與會議 
 感潮區域永續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技術活動委員會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 主席 

 技術活動委員會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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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聖 瑋 

 

服務機關 淡江大學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 

職  稱 助理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非常規水與環境保護工作小組會議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會議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 

ICID 
擔任職務 

 非常規水與環境保護工作小組 委員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 委員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 委員 

劉 日 順 

 

服務機關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職  稱 副研究員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 

ICID 
擔任職務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委員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

度管理工作小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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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崇 峯 

 

服務機關 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 

職  稱 研究員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會議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 委員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 委員 

陳 清 田 

 

服務機關 嘉義大學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職  稱 副教授 

參與會議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 委員 

張 煜 權 

 

服務機關 醒吾科技大學 

職  稱 教授兼研發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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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明 哲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職  稱 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會議 

 土地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土地排水工作小組 委員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 委員 

許 舒 涵 

 

服務機關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 

職  稱 助理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 委員 

 水資源管理中的女性賦權特別任務小組 委
員 

王 筱 雯 

 

服務機關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職  稱 教授兼任防災研究中心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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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豐 文 

 

服務機關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職  稱 研究員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非常規水與環境保護工作小組會議 

 雨水集蓄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非常規水與環境保護工作小組 委員 

 雨水集蓄工作小組 委員 

余 化 龍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職  稱 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期刊編輯工作小組會議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 

ICID 

擔任職務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 委員 

 期刊編輯工作小組 委員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 委員 

許 少 瑜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職  稱 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土地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 委員 

 土地排水工作小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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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 雅 文 

 

服務機關 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  

職  稱 會議代表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會議 

 灌溉史工作小組會議 

 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

理工作小組 委員 

 灌溉史工作小組 委員 

 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 委員 

鍾 秉 宸 

 

服務機關 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職  稱 助理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雨水集蓄工作小組會議 

ICID 

擔任職務 
 雨水集蓄工作小組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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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瓊 瑤 

 

服務機關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職  稱 專門委員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亞洲區域工作小組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會議 

陳 聖 義 

 

服務機關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七星管理處 

職  稱 處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廖 文 森 

 

服務機關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 

職  稱 副處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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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育 峯 

 

服務機關 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  

職  稱 助理工程師兼站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胡 雅 婷 

 

服務機關 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職  稱 管理組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張 尹 騰 

 

服務機關 農田水利署南投管理處  

職  稱 站長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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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國 峰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職  稱 特聘教授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曾 元 福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職  稱 博士生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卓 宇 謙 

 

服務機關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職  稱 助理技師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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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家 豪 

 

服務機關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職  稱 研究生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陳 玟 綺 

 

服務機關 淡江大學水資源與環境工程學系  

職  稱 研究生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林 佳 融 

 

服務機關 國際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  

職  稱 秘書 

參與會議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亞洲區域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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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CTCID 代表團於開幕典禮合影 

圖 2-1  澳洲雪梨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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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農田水利署暨管理處出席成員於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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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4 年年會議程 

表 2-2  2024 年國際灌溉排水協會年會議程 

日期 

(星期) 
時間 議程 出席代表 

8/31（六） 23:15 臺灣出發前往澳洲 
全體人員（除吳

瑞賢、陳志昇） 

9/1（日） 

10:45 抵達澳洲Ǹ雪梨 
全體人員（除吳

瑞賢、陳志昇） 

8:30-16:30 
【WG-WFE-N】水、糧食與能源

鏈結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陳志昇 

15:00-16:30 
【ASRWG】 亞洲區域工作小組

國際研習會 

吳瑞賢 

陳志昇 

16:00 報到註冊 
全體人員（除吳

瑞賢、陳志昇） 

18:00 臺灣代表團團體聚餐 全體人員 

9/2（一） 

08:30-10:00 大會開幕典禮 全體人員 

10:00-12:00 展覽會 全體人員 

14:00-17:30 
【WG-Climate】氣候變遷國際研

習會 
全體人員 

16:00-17:30 
水資源管理中的女性賦權工作小

組會議 
許舒涵 

17:00-18:00 各國委員會會議 
吳瑞賢 

陳志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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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議程 出席代表 

17:00-20:00 大會晚宴 全體人員 

9/3（二） 

8:30-10:00 國際執行委員全體會議 吳瑞賢 

9:00-18:30 技術參訪 全體人員 

9/4（三） 8:30-12:00 

【ASRWG】第 9 屆亞洲區域會議 
陳志昇 

林佳融 

【WG-CLIMATE】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 

吳瑞賢 

劉日順 

余化龍 

廖國偉 

【WG-IWM&D】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會議 

陳清田 

許少瑜 

【WG-RWH】 

雨水集蓄工作小組會議 
陳豐文 

9/5（四） 08:30-12:00 
【WG-WFE-N】 水、糧食與能源

鏈結工作小組會議 

丁崇峯 

胡明哲 

陳志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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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議程 出席代表 

【WG-SCER】 永續海岸環境再

生工作小組會議 

高瑞棋 

王筱雯 

丁崇峯 

【WG-NWREP】 非常規水與環

境保護工作小組會議 

王聖瑋 

陳豐文 

【EB-JOUR】 

期刊編輯工作小組會議 
余化龍 

10:30-12:00 
【WG-IDSST】 社會經濟轉型下

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闕雅文 

許舒涵 

13:00-14:30 
【WG-NWREP】 非常規水與環

境保護國際研習會 

王聖瑋 

陳豐文 

13:00-16:30 

【WG-HIST】  

灌溉史工作小組會議 
闕雅文 

【WG-I&OMVE】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

織與制度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張煜權 

劉日順 

闕雅文 

【WG-LDRG】  

土地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胡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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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時間 議程 出席代表 

15:00-16:30 
【WG-IDSST】 社會經濟轉型下

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會議 

許舒涵 

闕雅文 

9/6（五） 

13:00-16:30 【PCTA】技術活動委員會會議 
吳瑞賢 

高瑞棋 

9:00-18:00 技術參訪 
全體人員（除吳

瑞賢、高瑞棋） 

22:10 飛往臺灣 

全體人員（除吳

瑞賢、高瑞棋、

陳志昇） 

9/7（六） 

5:40 抵達臺灣 

全體人員（除吳

瑞賢、高瑞棋、

陳志昇） 

8:30-14:30 
【IEC】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

議 

吳瑞賢 

陳志昇 

高瑞棋 

15:00-16:30 閉幕式 

吳瑞賢 

陳志昇 

高瑞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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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經驗對外分享 

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暨第 9 屆亞洲區域會議於澳洲雪梨舉辦，此次

會議有近千位代表參與。國際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CTCID)代表團

此次表現亮眼，透過擴大參與工作小組、踴躍投稿，同時也籌辦本次會議

最盛大之國際研習會，將臺灣灌排成果積極與國外代表分享，讓世界各國

得以完整了解臺灣灌排技術發展現況。 

(一)擴大參與工作小組分享專業知識 

 CTCID 由吳瑞賢主席帶領，代表團成員來自農田水利署暨管理處、

大專院校、研究單位等共 29 名組成。經委員積極爭取工作小組職位，在

11 個工作小組中，6 個由 CTCID 委員擔任核心職務。分別為吳瑞賢主席

擔任氣候變遷工作小組主席、高瑞棋博士擔任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

主席、張煜權教授擔任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作

小組副主席、余化龍教授擔任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副主席、胡明哲教

授擔任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秘書、雨水集蓄工作小組秘書。 

(二)第 9 屆亞洲區域會議 

國際灌溉排水協會於年會召開期間，均同時辦理大型國際灌溉排水技

術研討大會，並以每屆 3 年為一週期，以世界灌溉論壇、ICID 灌溉排水研

討大會，以及區域/技術研討會議等形式輪流辦理。第 9 屆亞洲區會議主題

為「在氣候日漸難以預測的情況下，灌溉在糧食安全與永續城市綠地上扮

演的角色」，子題如下： 

1. 投資：投資適用、具成本效益的技術，以協助終端用戶採用永續性

灌溉方法（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2. 治理：找出並解決結構性與政策性問題，以採納更佳的灌溉方法。 

3. 能力發展：為實踐永續灌溉，須確保終端用戶有能力取得並使用該

知識和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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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林佳融秘書報告亞洲糧食安全-臺灣情形 

圖 2-5 亞洲區域會議參加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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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 

本次澳洲年會由吳瑞賢主席領軍，舉辦氣候變遷小組國際研習會

(WG-CLIMATE International Workshop)，現場參與人數超過 50 人，為本

次年會中最多人共襄盛舉之研習會，同時也邀請到 ICID 副主席田富強、

日籍教授 Yutaka Matsuno 等人擔任共同召集人。本次國際研習會共計投

稿 12 篇文章，分別來自臺灣、中國、日本、伊朗，顯示本次研習會的國

際影響力與多元性。（研習會議程見附件一）

圖 2-6 研習會參與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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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灌溉與排水與亞洲糧食安全」國家報告書 

陳志昇秘書長於 2022 年澳洲．阿得雷德年會中獲邀請編撰「灌溉與

排水與亞洲糧食安全」國家報告書，並由秘書處於年會進行發表（簡報見

附件二，報告書見附件三）。該書已順利出版，並於今年年會開幕式舉辦

新書發表會。 

 

圖 2-7 年會開幕式暨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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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各國國家委員會積極交流 

國際灌溉排水協會為目前農業灌溉排水領域最重要之國際交流舞

台，除積極參與各技術工作小組或活動委員會，我國更藉以與其他國家建

立良好關係，進而建立實質合作管道。 

  吳瑞賢主席、秘書處、農田水利署黃瓊瑤專委與多位委員參與馬來西

亞舉辦之 ICID 晚宴，與多國政要以及國際灌溉排水專家學者進行互動，國

際合作交流成果卓著，為我國拓展農田水利外交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圖 2-8 吳瑞賢主席、廖國偉副主席、陳志昇秘書長、黃

瓊瑤專委與韓國代表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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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最新概況 

本項工作包含協助參與 ICID 年度會議及技術工作小組會議，蒐整國

際灌溉排水年度會議相關報告書資料，將國外新知帶回臺灣。本次與第九

屆亞洲區域會議共同舉辦，開幕典禮中邀請 ICID 主席 Marco Arcieri、新

南威爾斯心理衛生部長  Rose Jackson、湄公河委員會代表 Anoulak 

Kittikhoun 博士等人致詞。 

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議(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 簡稱 IEC

大會)由吳瑞賢主席、陳志昇秘書長與高瑞棋博士出席，參與該組織會務

運作之議題討論，會議中吳瑞賢主席代表 CTCID 行使主席、副主席票選

之權利，以及其他重要事項之表決權。 

技術工作小組會議由各工作小組委員參加，整體技術活動委員會會議

則由吳瑞賢主席與高瑞棋博士代表出席。此次參與小組包含亞洲區域工作

小組、氣候變遷工作小組、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雨水集蓄工作小組、

水、糧食與能源鏈結工作小組、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非常規水與

環境保護工作小組、期刊編輯工作小組、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

小組、灌溉史工作小組、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

作小組、土地排水工作小組等。本年度也有舉辦國際研習會，在工作小組

會議之前先就重要議題進行討論。相關內容由此次計畫補助學者提供工作

小組重點決議整理如下。 

(一) IEC 大會重點決議 

本屆循例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重要事項報告及指定會員國進

行專案報告，開放所有人員參與；第二、三階段則屬組織運作報告與人

事調整等會務討論，僅開放會員國主席與指定代表參加。 

1. 2024-2027 總會副主席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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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ICID 組織章程規定，主席、副主席任期為 3 年，本年度適

逢 3 位副主席任期屆滿，需重新改選。我國為正式會員，吳瑞賢主

席代表臺灣代表團於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我國會員權益，投

票選舉出 ICID 新任副主席，分別為摩洛哥籍的 Mohamed Bouaam、

馬來西亞籍的 Mohd Azmi Bin Ismail 與塔吉克籍的 Bakhrom 

Gaforzoda。 

2. 各常設委員會主席報告重點 

(1) 財務常設委員會(PFC)報告 2023-2024 年財務決算，並同意

2024-2025 年預算金額。 

(2) 策略與組織委員會(PCSO)的印尼籍主席 Mohammad Amron 即將

卸任，經 IEC 批准後由烏茲別克籍副主席 Vadim Sokolov 接任主

席；於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IEC)選舉出的新任副主席亦將成

為策略與組織委員會(PCSO)成員。 

(3) 技術組織常設委員會(PCTA)報告多數工作小組目前都在重新整

併，並將最終確立各小組範疇書。 

3. 國際灌排協會未來會議預告 

未來會議時程安排，請見表 2-3。 

表 2-3 年會預告 

會議 通訊內容 

2025 年第 76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暨 

第 4 屆國際灌溉論壇 

˙ 地點-馬來西亞吉隆坡 

˙ 時間-2025/9/7~9/13 

2026 年第 77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暨 

第 26 屆國際灌溉排水研討大會 

˙ 地點-法國馬賽 

˙ 時間-2026/10/12~10/18 

2027 年第 78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暨 

第 5 屆國際灌溉論壇 

˙ 地點-中國北京 

˙ 時間-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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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吳瑞賢主席與陳志昇秘書長參與第 75 屆國際

執行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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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小組重點決議 

1.  灌溉史工作小組／委員：闕雅文 

(1) 此次澳洲會議延續在印度維札格舉行的第 74 屆國際執行理事會

（IEC）會議上提出了重組工作組進行了討論並獲得批准。現有 18

個工作小組中，9 個工作小組將於 2023 年 11 月完成其任務。分為四

個主題：（1）灌溉與排水； (2) 自然資源； (3) 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和（4）永續發展。在這四個主題下，2024 澳洲會議中 WG-HIST 已

納入主題 （4）永續發展。根據 IEC 批准的結構，一個新的小組—

灌溉排水歷史工作小組（WG-HIST）已經成立。 

(2) 在 2024 澳洲會議中，WG-HIST 會議已確認以下新提名：Ya-wen 

Chiueh 闕雅文博士（女士）（中華台北委員會）、張煜權博士（中華

台北委員會）、 Watchara Suiadee 博士（泰國）。並選舉重組後的新

工作小組的主席由中國成員擔任、秘書由中華台北游進裕博士擔任。 

(3) 另一方面，在 VPH Kamran Emami 博士的主持下，前 WG-HIST 推

出了題為「水資源永續之歷史」作為工作小組的成果，旨在促進實踐

和水資源永續之歷史的概念。該出版物已發布。 

(4) 請 各 委 員 全 力 配 合 辦 理 ICID 成 員 個 人 資 料 登 錄 

(https://icid.bmeurl.co/ C7D4D2E)，並請各位委員能多參與 Webinar 之

線上會議，有關 Webinar 之記錄亦可由工作小組提供的 Dropbox 連

結下載。 

2.  水、糧食與能源工作小組／委員：丁崇峯、胡明哲、陳志昇 

(1) 本次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出席會議由 CTCID 提名之胡明哲教授、陳志

昇博士為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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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肯定工作小組成員的努力，並表示 WEF-N 的所有活動和 3 年滾

動計畫與 ICID 的願景以及 ICID 2030 年願景路線圖一致，透過永續

農村發展消除飢餓及貧窮。 

(3) 於 9 月 1 日 08:00-10:00 和 10:30-12:00 召開國際研討會。會議主題

包含(i) 計算世界經濟論壇聯繫指數的方法；(ii)在現地、區域和國家

層級量化世界經濟論壇的連結； (iii) WEF- N 的空間分佈以及在不同

尺度上改善的權衡；  (iv) 實施 WEF- N 的制度與治理議題  (v) 

WEF- N 在跨國規模上的應用與效益； (vi) 量化氣候變遷對世界經濟

論壇關係的影響； (vii) WEF- N 對社會、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影響等。

本次研討會共接受 13 篇摘要，但有 10 篇全文發表。 

(4) 依 ICID 總部辦公室要求，主席告知所有委員上網更新個人資訊，以

提供正確的聯絡訊息。 

(5) 主席同意將婦女在水資源中的角色與功能納入未來 3 年滾動工作計

畫。 

(6) 南非規劃為年輕學者辦理為期 2 天有關研習在 WFE_N 上能力建構的

的視訊會議，主席建議最好在 2025 年 2 月或 5/6 月舉行。並請南非

參與並準備詳細的能力建構提案，以納入未來 3 年滾動工作計畫。 

(7) 本工作小組主席由 Prof. Dr. Ragab Ragab 繼續擔任，副主席由 Dr. K. 

Yella Reddy, FIE 繼續擔任，另外新選出 CTCID 胡明哲教授擔任本工

作 小 組 秘 書 。 工 作 小 組 已 建 置 網 站

(https://icid-ciid.org/inner_page/147)，請委員上網流覽及提供新聞、書

籍、手冊、技術論文、國際研習會相關議程、照圖片、新的應用軟體

以及相關網頁連結…等等，俾供各國瀏灠及下載與交流分享。 

3.  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委員：闕雅文、許舒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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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印度維札格舉行的第 74 屆國際執行理事會 (IEC) 會議上，提出

了一項重組工作組進行了討論並獲得批准。現有 18 個工作小組中，9

個工作小組完成其任務將於 2023 年 11 月完成。而工作小組改組分

為四個主題：（1）灌溉與排水； (2) 自然資源； (3) 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和（4）永續發展。在這四個主題下，WG-IDSST 已納入主題 

2（自然資源），為【WG-IDSST】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

組。 

(2) 此次澳洲會議個國家委員會提名譚智宏博士（臺灣）、許舒涵教授（臺

灣）、  Dr. Pongsak Suttinon （ Thailand ）、 Dr. Vadim Sokolov 

（Uzbekistan ）、Mr. Juraev Ilkhom Usmanovich（Uzbekistan）等五人

通過加入新會員。 

(3) 【WG-IDSST】 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工作小組為促進各國了

解世界各國在社會經濟轉型下之灌溉排水與水資源管理之現況，將每

一季召開工作小組線上或實體會議。此次澳洲會議中並指定於 12 月

第一週舉辦線上會議，由中華台北委員會的闕雅文教授分享報告臺灣

灌溉用水與水資源管理的社會經濟轉型議題。 

(4) 此次澳洲會議本應選舉新任主席、副主席與秘書，但為讓各多會員能

參與，將於後續使用網路選舉方式執行。 

4.  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作小組／委員：闕雅

文、劉日順、張煜權、王聖瑋 

(1) 此次澳洲會議延續在印度維札格舉行的第 74 屆國際執行理事會

（IEC）會議上提出了重組工作組進行了討論並獲得批准。現有 18

個工作小組中，9 個工作小組完成其任務將於 2023 年 11 月完成。

分為四個主題：（1）灌溉與排水； (2) 自然資源； (3) 氣候變遷及

其影響；和（4）永續發展。在這四個主題下，2024 澳洲會議中 WG-IOA

已納入主題 （4）永續發展，並主要整併四個工作組，即 WG-I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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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VE、WG-M&R、WG-IDM 都整合進入【WG-I&OMVE】 價值

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2) 本年度召開的價值工程下的現代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作小組

會議，為集合自 WG-IOA, WG-VE, WG-M&R 和 WG-IDM 等 4 個工

作小組委員而成，故需選舉新的主席、副主席及秘書。 

(3) 經由與會的委員同意，主席由 Taku Mori 委員擔任，副主席則經由我

國闕雅文委員推舉張煜權委員，並經大會同意後擔任，此為我國

CTCID 增加了一個副主席的榮耀。 

(4) 由於主席並未出席本次會議，故代理主席建議由主席規劃相關視訊會

議，以討論及訂定後續各項工作，如 Road Map to ICID Vision 2030

以及工作成果出版品、報告及手冊等等工作規劃。 

5.  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委員：丁崇峯、高瑞棋、王筱雯、王聖瑋 

(1) 考量工作小組整併之故，原本 WG- AFM, WG-IDM and WG-M&R 工

作小組成員均為委員，另日本 JNC-ICID 提名 Eng. Katsuyuki 

Shimizu、CTCID 提名王聖瑋教授及丁崇峯博士，經本次會議通過成

為本工作小組成員，被提名未到場者暫予保留。 

(2) 本工作小組主席由CTCID高瑞棋博士接任、副主席由馬來西亞 Ir. Hj. 

Nor Hisham Bin Mohd Ghazali 擔任，秘書為印度 Mr. Paavan Kumar 

Reddy。 

(3) 潮間帶永續發展特刊共蒐錄 12 篇文章，尚有 4 篇文章審查中，預定

2024 年底前發行。 

(4) 確認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23 日在臺灣舉辦「地層下陷與水利產業：

感潮區的挑戰與機會」國際短期課程，以潮流預報、地層下陷防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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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間帶或低地排水為主題；短期課程訂在 9 月 20 日截止申請，9 月

30 日發布錄取通知。 

(5) 工作小組規劃於 2025 年 9 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第 76 屆 IEC和

第 4 屆 WIF 期間籌辦國際研討會。 

6.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委員：吳瑞賢、劉日順、余化龍、廖國偉 

(1) 本次氣候變遷工作小組會議由主席吳瑞賢教授報告本年度各項工作

執行情形，會議開始即由主席報告主要議程，並由到場委員自我介

紹，包含新提名委員的同意等作業。本次為 ICID 主導各工作小組架

構重組後的第一次工作小組會議，故需選舉新的主席、副主席及秘

書，其中，主席由 CTCID 吳主席獲與會各國代表一致同意，繼續擔

任本工作小組的主席一職。 

(2) 本工作小組過去三年期間完成氣候變遷工作手冊「Guide to Innovated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Management under the Changing Climate」，為本

工作小組重要成就之一，其中 CTCID 劉日順博士與日本學者 Takanori 

Nagano 合力協助撰寫第四章內容，可作為後續各國專家參考使用。 

(3) 在印度維沙卡帕特南舉行的第 74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IEC）會議上，

提出了工作組重組的提案，並獲得批准。原有的 18 個工作組中，有

9 個在 2023 年 11 月完成了任務。其餘的工作組被重新組織為 11 個

新的工作組，分屬四個主題：1. 灌溉和排水，2. 自然資源，3. 氣候

變遷及其影響，4. 永續發展。在這四個主題下，WG-CLIMATE 被納

入主題 3（氣候變遷及其影響），並與兩個工作組 WG-MWSCD 和 

WG-AFM 合併。根據 PCTA 批准的架構，一個新的小組—氣候變遷

工作組（WG-CLIMATE）正式成立。 

(4) 2024 年 1 月，吳瑞賢教授起草並分發了關於成立新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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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CLIMATE 的初步範疇文件，徵求 WG-AFM 和 WG-MWSCD 

的主席、副主席和秘書的意見和建議。2024 年 5 月，ICID 中央辦公

室將該範疇文件草案分享給前  WG-CLIMATE、 WG-AFM 和 

WG-MWSCD 的所有成員，邀請他們在提交給 PCTA 會議前提出意

見。 

(5) 以下是新 WG-CLIMATE 工作小組的新成員名單：余化龍博士、陳

志昇博士、 廖國偉博士、Saroj Karki 博士（尼泊爾）、Kittiwet 

Kuntiyawichai 博士（泰國） 

7. 土地排水工作小組會議／委員：胡明哲、許少瑜 

(1) 本工作小組主席由 Dr. Willem F. Vlotman Vice President Hon.繼續擔

任，新選出日本 Dr. (Ms.) Naoko KOSHIYAMA 擔任副主席，新選出

CTCID 許少瑜教授擔任本工作小組秘書。 

(2) 工作小組已建置網站(https://icid-ciid.org/inner_page/146)，請委員上網

流覽及提供新聞、書籍、手冊、技術論文、國際研習會相關議程、照

圖片、新的應用軟體以及相關網頁連結…等等，俾供各國瀏灠及下載

與交流分享。 

8. 灌溉用水與發展工作小組會議／委員：余化龍、陳清田、許少瑜 

(1) 確定本次工作小組主要範疇與發展方向，本工作小組主要由印度學者

Randev 所規劃，本工作小組主要由原始四個工作小組合併而成，包

括 WG-SON-FARM、WG-WATS、WG-IDM，以及 WG-M&R。 

(2) 決定本次工作小組主要幹部，由印度學者 Randev 擔任主席，在張煜

權老師提名，臺灣、日本等委員的支持下，推舉余化龍教授擔任本工

作小組副主席，原 WG-SON-FARM 秘書尼泊爾籍 Suman Sijapati 擔

任本工作小組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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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討論過去四個工作小組所遺留相關工作事項目前執行進度，原則上都

支持其繼續推動。 

9. 期刊工作小組會議／委員：余化龍教授 

(1) 日本神戶大學 Nagano 教授因接任 WG-Climate 要職，請辭 Associate 

Editor 工作。 

(2) 余化龍教授與中國農業大學丁日升教授由原始 Editorial Board 成員轉

任 Associate Editor 職務。 

(3) 報告期刊目前狀況。 

10. 雨水集蓄工作小組／委員：陳豐文、鍾秉宸、許少瑜 

(1) 討論新工作小組工作範圍，著眼於原有的名稱(Rain Water Harvesting) 

(WG-RWH) 過 於 侷 限 ， 因 此 重 新 調 整 工 作 小 組 名 稱 為

WG-WHMWS(Water Harvesting for Managing Water Scarcity)。 

(2) 兩個 WG 合併，只有一位成員放棄外，其餘同意繼續擔任委員，CTCID

本次新的委員自我介紹包含陳豐文博士、許少瑜教授；本次並口頭向

新主席告知 CTCID 有新會員加入(鍾秉宸教授)。 

(3) 進行 WG-RWH 的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選舉，結果部分如下：

Chairman：Mr. Hisham Ghazali (Malaysia) /加扎里 先生(馬來西亞)，

Vice Chairman：Mr. Watchara Suiadee (Thailand) /蘇亞迪先生(泰國)，

Secretary：Dr. Feng-Wen Chen (CTCID) / 陳豐文博士(CTCID) 

(4) 針對 ICID 的願景路線圖進行熱烈討論，將新工作小組的 6 大目標，

新增 2025-2030 年事項；包含 NC(國家委員會)最新資訊提共分享、國

際論壇辦理、論文出版、Guideline 撰寫等 

(5) 在印度維札格（Vizag）舉行的第 74 屆國際執行理事會（IEC）會議

上，討論並通過了工作小組重組提案。現有 18 個工作小組中，9 個



 

2-33 

工作小組已於 2023 年 11 月完成任務。(1) 灌溉排水；(2) 自然資

源；(3) 氣候變遷及其影響；(4)永續發展。在這四個主題下，WG-RWH 

已納入主題 2（自然資源），WG-MWSCD 的任務已與 WG-RWH 整

合。根據 PCTA 批准的架構，一個新的小組－雨水收集工作小組

（WG-RWH）已經成立，並整合了 WG-MWSCD 的職責。 

(6) 根據雨水收集的主要原則，本工作小組將持續促進雨水收集成為天

然、當地和高效的水源，並進行研究並提供一系列學科的建議，例如

雨水收集、灌溉和農業實踐，包括水管理、土地使用規劃、政策環境

和雨水管理，以及提供適合城市和農業用水的雨水收集實務守則。 

(7) 在印度維札格會議期間，工作小組注意到，由於過去兩年出席會議的

成員很少，而且主席 Geoff Harvey 也已辭去工作小組職務，因此建

議將工作小組與其他工作機構合併。該工作小組將於 2024 年完成其

任務，因此工作小組成員希望在澳洲會議期間討論為建立新的 

WG-RWH（合併 WG-MWSCD）而製定的範圍界定文件草案的準備

工作。本年度 WG-RWH 小組名稱提案與其他工作小組 WG-MWSCD

合併並重新改名為 Water Harvesting for Managing Water Scarcity

（WG-WHMWS）。 

(8) 新的工作小組檢視並進行原 WG-RWH 和 WG-MWSCD 工作小組

《ICID 2030 年願景路線圖行動計畫》，以及討論懸而未決的活動。

除了規劃從今年起至 2030 年各年目標及達成策略之外，亦提案討論

了對應各目標之各年活動，例期刊或特刊文章發表、培訓計劃和指引

報告。其中，文件指引報告可包含儲水、政策和集水等面向。 

11. 非常規水與環境保護工作小組會議：王聖瑋、陳豐文 

(1) 本次會議由中國水科院的吳文勇博士主持，會議依照 Agenda 名列各

項事項說明；其中工作小組會員部分，中國灌排委員會(CNCID)提出

Prof. Xuebin Qi(齊學斌教授)由於退休而退出本工作小組，由 Pr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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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Li (李平教授)遞補；而我國(CTCID)本次已有兩位新會員已被接

受通過成為 WG-NWREP 的新會員，並依序上台自我介紹，第 1 位為

臺大生工系江莉琦副教授、第 2 位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陳豐文博士；

因江教授懷孕之喜事，不便長途旅行參加本研討會，因此由王聖瑋助

理教授代為自我介紹。 

(2) 本次會議需選舉新任主席、副主席及秘書等職，首先由日本東京大學

加藤亮教授(Prof. Tasuku Kat)o 提名推薦本工作小組原澳洲籍副主席

Dr. Tapas Kumar Biswas 為主席候選人、日本近畿大學松野 裕教授

(Prof. Yutaka Matsuno)認為 Dr. Tapas Kumar Biswas 過去幾年對於本

工作小組確實盡心盡力，貢獻卓越，因此覆議認同；由於當日參加會

議前，碰巧於會議中心走廊碰到 Dr. Biswas，Dr. Biswas 向 CTCID 代

表團王聖瑋助理教授說明他有意願擔任主席以推動更多事務，請託

CTCID 給予支持；因此，主席吳文勇博士唱名王聖瑋助理教授表達

看法時，基於因事前已允諾 Dr. Biswas 給予支持，因此由王聖瑋助理

教授代表 CTCID 表達我們本次支持 Dr. Biswas 擔任新任主席之意

願；惟因特殊原因，吳文勇主席認為應先提交候選人名單給予 ICID

中央辦公室，因此本次會議並無舉行主席、副主席及秘書等職之選舉

事務，其他學者雖提出異議，認為應投票選舉，但直至會議結束仍無

辦理選舉，以致本次會議並無新任主席、副主席及秘書產生。 

(3) 本次會議第 2 場開始後為 Dr. Tapas Kumar Biswas 召集不同講者針對

非常規用水案例之經驗分享。藉由多位專家分享該國應用非常規用水

之經驗及案例，聽者對於非常規用水的應用的動機及作法甚至多項關

鍵因素的研究進程均收穫甚多。相關簡報檔案經獲得 Dr. Tapas Kumar 

Biswas 同意，可提供 CTCID 相關委員執行相關研究或業務時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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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陳豐文博士、許少瑜教授、鍾秉宸教授、卓

宇謙助理技師參與雨水集蓄工作小組會議 

圖 2-11 闕雅文教授、劉日順博士、張煜權教授、王聖瑋教授、

陳清田教授、黃瓊瑤專委、廖文森副處長、胡雅婷組

長、張尹騰站長及張育峯站長參與價值工程下的現代

灌溉發展：組織與制度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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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灌溉排水澳洲博覽會 

本次澳洲年度會議設有博覽會，共 80 家廠商參展，提供了與各國灌

溉排水行業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建立聯繫的機會，也為各國參與會議代表

提供瞭解目前業界最新產品、服務和技術的機會。因應極端氣候及乾旱

頻率增加，供水來源不穩定，多家廠商參展產品包括管路灌溉設施、調

節控制設施及動力抽水設備等等。 

 

 

 

圖 2-12 博覽會參觀人員絡繹不絕 

圖 2-13 參展廠商展示管路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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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心得與建議 
針對此次參加 ICID 年會，代表團分別就下列事項提供建議： 

一、 本(2024)年參加國際灌排協會第 75 屆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暨第 9 屆亞

洲區域會議大會，在我國灌排協會中華民國國家委員會的組團之下，參

與者計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大專院校教

授、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與相關專業單位代表，以及農田水利署

署本部與七星、石門、彰化、南投、雲林等管理處代表參與，總計團員

達到 29 位，顯示對於我國參與國際灌溉排水會議及相關業務的重視及

重要性，建議後續應賡續積極參與，以彰顯在各項國際交流業務中，成

效均彰的國際灌排事務，以及 CTCID 吳主席、秘書及各工作小組委員

的努力成果。 

二、 本次經由參與氣候變遷工作小組【WG-CLIMATE】所舉辦的工作坊，

其 主 要 為 我 國 CTCID 吳 主 席 率各 委員 所 舉辦 積 極 舉 辦 的

WORKSHOP，由於投稿文章數量甚多，故讓每篇文章口頭報告的時間

均縮短，而出席人次也高於大會所預期，因而使其所提供的會議室過

小，以致無法提供足夠座位予所有與會代表，建議後續舉辦工作坊，可

以本次經驗為借鏡，向大會爭取更大的會議室空間，以滿足各國代表對

於氣候變遷及農業灌溉用水相關議題的重視。 

三、 本次由於時程較短促，且各與會委員所參與的工作小組數量均增倍，

因需參加至少一至二個工作小組會議時間所限，無法安排前往當地較具

規模的水利設施或耕作農場進行技術參訪、用水觀摩，殊為可惜。 

四、 建議後續可增加規劃相關智慧灌溉系統設施工程之技術考察行程，俾

利我方代表團學習澳洲頗負盛名的智慧灌溉工程、農田水利工程技術，

未來可將其應用於國內灌溉排水、精密灌溉、智慧農業及現代化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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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使我國在受限的水資源條件下，能夠更有韌性地使用水源，提升用

水管理及作物生產的質與量。 

五、 ICID 以農業灌溉排水技術及成功經驗交流，扶助開發中國家發展農業

生產為目標。本屆大會各會員國分享因應氣候變遷課題在洪水、乾旱等

極端事件下，促進糧食生產成功應用案例及經驗，很多國家均已推動並

分享農業生產結合 IOT 及 IT 等物聯網技術於農田灌溉實務，包括農田

土壤水分含量、溫濕度及日照等耕作參數偵測，透過現地監控設備反映

環境狀況與作物成長需求「以需定供」調節用水量，據以節省灌溉管理

人力及水資源使用量。架構理念與我國持續推動中之精進灌溉技術相

近，而臺灣近年來在農田水利署積極推動下各管理處也有相當具體成

果，建議可於下一屆年會中以國家政策及推動成果與管理問題等層面，

以專文向國際友邦分享相關經驗，以技術本位彰顯我國國際地位與能見

度。 

六、 近年來中國、日本、韓國及臺灣每年均積極派員參與 ICID 年會會議，

基本上 ICID 為友好我國之世界性組織，本屆會議我國已掌握 11 個工

作小組中 2 席主席、2 席副主席及 3 席秘書，意即至少參與 7 個工作小

組的運作核心與未來發展方向，建議未來可以此為國際舞台，整合部會

資源採主辦研討會、專題式論壇或講習課程等多元方式行銷臺灣經驗，

透過課程講授及現地參觀，以及與設備整合廠商的互動，行銷國內廠商

研發與產品整合實力。例如農田水利署在各區處推動的精進或智慧灌溉

計畫，已可透過儀器設備達到系統自動化或智慧化的功能，建議可邀請

參與計畫的團隊將建置之監控管理系統及設備，以政府資源協助行銷創

造雙贏合作模式，更積極地將觸角延伸到推動跨國民間公司或組織間的

合作，倘能在馬來西亞年會中籌設臺灣館(Taiwan Pavilion)，搭配研討

會或產品發表會，以推廣臺灣系統整合或設備研發為主題，將能提高臺

灣智慧灌溉關聯產業爭取國際市場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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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屆會議由於經歷較大的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及幹部重新選舉，本次我

國專家學者當選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席次數量，與過往數年相較之下提

高許多，顯見我國本次出席的專家學者在各個工作小組會議中展現了拓

展臺灣在農業水利豐富的發展經驗的積極態度，以及持續參與國際平台

上與世界各國交流的決心與毅力，方能於今年順利拿下眾多工作小組會

議幹部席次，以利我國持續突破外交困難之處境。因此，建議未來籌組

代表團可擴大增加邀請農業技術相關部門，例如農業試驗所或水產試驗

所等單位，共同參與並發表相關研究或試驗成果，以利與國際學者或業

者分享相關技術及經驗。 

八、 會議期間與許多國際上的專家學者彼此交流農業水資源相關議題的研

究心得，得知他國學研單位也有國際合作的需求。因此，建議可於明年

年會中鼓勵我國專家學者與更多國際友邦相互交流相關經驗，以利促成

更多國際合作之可能性。 

九、 本次 ICID 會議吸引了多個國家的代表團參與，其中包含地主國澳洲、

大陸、韓國及我國，均有超過 20 人的代表團。雖然國際環境對我國參

與國際事務有所限制，但我們透過積極參與國際會議，有效提升了國際

能見度，推動國民外交，並與各國代表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國代表團

成員在工作小組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一席工作小組主席的擔任，顯示

了國際社群對我國專業能力的肯定。建議未來代表團可擴大邀請農業技

術部門的專家，例如農業試驗所、漁業署和水產試驗所等單位，發表相

關研究成果，與國際同行交流經驗。這將有助於提升我國在農業灌溉技

術領域的國際影響力，並進一步深化技術合作。 

十、 會議中多國代表分享了在農業灌溉與排水系統中引入物聯網（IoT）和

信息技術（IT）的成功案例，例如利用遠端監控設備來測量土壤濕度、

溫濕度和日照等耕作參數，根據實際需求調整灌溉用水量，達到節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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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減少人力的目的。我國目前正推動類似的精進灌溉技術，預計在年

度內完成設備整合和現地功能測試。建議在明年年會中，與國際社會分

享這些經驗，尤其是透過智慧化灌溉技術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成效。此

外，可探討將污廢水回收再利用於灌溉系統的可行性，這項技術已在部

分國家進行實驗，並對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進行風險評估。我國應進一

步追蹤這些技術進展，並將自身的研究成果分享給國際社會。 

十一、 本次會議的主題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息息相關，特別

是在乾淨用水、能源、土地及糧食安全方面。會中許多國家都展示了在

農業與水資源管理中的創新解決方案，這些案例不僅展示了技術的進

步，也凸顯了在面對氣候變遷等全球性挑戰時的策略。我國在水資源管

理方面已有相當基礎，未來應加強技術研發與政策支持，特別是在面對

極端氣候下如何更有效地管理水資源。同時，應積極參與國際倡議，如

世界水論壇及相關水資源管理的專業會議，藉此展示我國技術實力，並

推動更多國際合作。 

十二、 會議多次強調氣候變遷對水資源管理的影響，並討論了灌溉技術在

應對極端天氣和水資源短缺中的重要性。我國在應對氣候變遷和極端天

氣方面已有相關研究和政策，建議未來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技術交流，共

同研討如何在不穩定的氣候條件下確保糧食安全和水資源可持續利

用。此外，我國應積極參與全球灌溉技術創新的對話，藉此加速國內技

術升級，確保未來能夠應對日益加劇的氣候挑戰。 

十三、 本次 ICID 第 75 屆澳洲年度會議設有博覽會，共 80 家廠商參展，

提供了與各國灌溉排水行業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建立聯繫的機會，也為各

國參與會議代表提供瞭解目前業界最新產品、服務和技術的機會。因應

極端氣候及乾旱頻率增加，供水來源不穩定，多家廠商參展產品包括管

路灌溉設施、調節控制設施及動力抽水設備等等。建議我國持續推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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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灌溉設施與旱作灌溉技術，或可進一步了解參展廠商的產品與技術是

否適合國內運用，以提高農業灌溉效率。 

十四、 ICID 已於上屆會議將 18 個工作小組整併為 11 個，其中氣候變遷與

衝擊工作小組整併了氣候變遷工作小組、適應洪水管理工作小組及標的

競用下的缺水管理工作小組，永續海岸環境再生工作小組整併了感潮區

永續發展小組、適應洪水管理工作小組、現代化灌溉工作小組及灌排發

展與管理工作小組，於本次工作小組會議中，該 2 個小組分別由吳主席

瑞賢及高主席瑞棋持續擔任主席，顯見我國在工作小組會議中的努力獲

得各會員的肯定，增進臺灣於灌排發展與推動上的能見度。 

 

圖 3-1 工作小組委員於年會後舉行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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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氣候變遷工作小組國際研習會議程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ICI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the WG-CLIMATE on 
“Towar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under Climate Change” 

 
02 September 2024, 14:00-15:30 hour & 16:00-17:30 hour, Sydney, Australia (Room: E3.3) 

Programme  
Time  
14:00-17:30 hrs  

Paper Nos Session I 

                       Oral Presentations 

14:00-14:15 Opening Remarks by Chair 

14:15-14:25 1 Evaluation of irrigation operations and plowsole depths on 
hydrological processes in a paddy-dominated watershed by Li-Chi 
Chiang, Jyun-Yi Huang, Chih-Mei Lu, Feng-Wen Chen 

14:25-14:35 2 Apply water accounting framework to multidiscipline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and smart adaptation for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basins by Shao-Yiu Hsu, Che-You Liu, Qun-Zhan Huang, 
Chien Lo Yu 

14:35-14:45 3 Water management changes in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canals under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case of Kotsu Yosui Irrigation 
project, Japan by Kentaro Otsuka, Shin-ichi Nishimura, Keigo Noda 

14:45-14:55 4 Application of climate datasets in Agrohydrological modelling, Case 
studies from Iran by Nozar Ghahreman 

14:55-15:05 5 High Resolution Soil Moisture Monitoring for Precision Agriculture 
and Flash Flood Early Warning by Hui Lu, Yawei Xu, Rui Tong, Fuqiang 
Tian 

15:05-15:15 6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Planting Dates In 
Northeast Thailand by Hiroki ODA, Koshi YOSHIDA 

15:15-15:25 7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on Paddy-related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e 
Mak Hieo River Watershed, Vientiane Capital, Lao PDR by Iep 
KEOVONGSA and Tasuku KATO 

15:25-16:05               Tea Break  

16:05-17:30                 Session II  

16:05-16:15 8 Transgenerational Management and Challenges of Taoyuan’s 
Irrigation Ponds by Kuojen (Crystal) CHANG, Chiaying WU, Chingmei LIN, 
Zhaozong WU, Sinite YU 

 16:15-16:25 9 Integrated analysis of hydrological processes and water quality in a 
cyclic irrigation system by Fumi OKURA, Kana KURIHARA, Tasuku 
KATO 

16:25-16:35 10 Analysis of the Future Water Availability and Seasonal Pattern of dry 
season under Climate Change in Cidanau watershed Banten Province, 
Indonesia by Septian Fauzi Dwi Saputra, Tasuku Kato 

16:35-16:45 11 Research on Estimating Crop Evapotranspiration Using the Modified 
Hamon Method by Feng-Wen Chen, Chen-Wuing Liu, Sheng-Wei Wang, 
Bing-Chen Jhong, Yun-Wei Tan 

16:45-16:55 12 Assessing the Value of Mitigating Water Scarcity Risks Under Climate 
Change by Yawen Chiueh 

16:55-17:30                                    Discussions and Wrap-up 



 

 

 

Workshop Conveners: 

Dr Ray-Shyan Wu, Chairman, WG-CLIMATE  

Dr. Fuqiang Tian, Vice President, ICID & Vice-Chair, WG-CLIMATE 

Prof. Dr. Ming-Che Hu  

Prof. Dr. Hwa-Lung Yu 

Prof. Dr. Shao-Yu Hsu 

Prof. Dr. Keigo NODA  

Prof. Dr Yutaka MATSUNO 

 

Workshop Coordinator:  Er. Hari Prakash Chaurasia, ICID Central Office (E-mail: icid@icid.org) 



 

 

 

 

 

 

 

 

 

 

附件二  「灌溉與排水與亞洲糧食安全」國家報告書

-臺灣簡報 



 

 

 



 

 

 

 

 



 

 

 

 



 

 

 

 



 

 

 

 



 

 

 

 



 

 

 

 



 

 

 

 



 

 

 

 



 

 

 



 

 

 

 

 

 

 

 

 

 

附件三  「灌溉與排水與亞洲糧食安全」國家報告書
-臺灣專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