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國惠

蔡明華博士於臺灣大學校門留影

前農委會農田水利處長 蔡明華 專訪

 砂丘地管路灌溉成綠洲

 　深化農田水利三生功能

 　　前瞻倡議影響既深且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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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處長蔡

明華博士自民國59年7月進入臺灣省水利局

任職起至民國100年1月於農委會退休，40
年的人生精華歲月均奉獻於農田水利，參與

省水管路灌溉試驗及政策執行推動與農田水

利三生功能之倡議深化，至今仍影響深遠。

目前擔任臺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董事及顧

問，繼續為農田水利貢獻心力。本刊特專訪

記述他歷經的農田水利業務變遷進程，回顧

不凡的農田水利人生。

四月的臺大校園，參訪學子絡繹不絕，

青澀的高中生充滿活力朝氣，隨著帶隊老師

指引抬頭仰望著學院的巍峨大樓，憧憬最高

學府的自由學風。蔡明華博士滿頭華髮氣宇

軒昂，精神奕奕的漫步校園，追憶當年孜孜

不倦跟隨著教授研寫報告的求學歲月，提著

公事包的他走在學院教室迴廊，彷若角色置

換成為他當年追隨的老教授，瞬間把記憶帶

到60年前。

臺大校園巡禮  追尋歲月足跡

「這是以前的農業工程系，現在改為生

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蔡明華指著教學大

樓銜牌說。當年的農學院為貼近現代和目前

研究，已更名轉型為生物資源暨農學院。

走進學院裡的長廊，「裡面沒什麼改

變，研究室、教室都保留以往的樣貌。」教

室深綠色木質門框漆色渾厚，散發著古樸氣

息。「這是系圖書館，藏書豐富，日據時代

收集的期刊非常完整，每天都會在系圖找書

看書。」他就讀碩士時將館內所有的土壤科

學雜誌全都翻過，碩士論文即以《毛管水活

動區不同地下水位對旱地作物需水量影響之

研究》為題，論述地下水位上升使毛管水活

動向上，對作物需水量的影響。教室與宿舍

囊括他求學歲月的美好時光，均是回憶。
傅鐘前留影，傅鐘是臺灣大學的校鐘，用以紀

念傅斯年校長

傅鐘亦是臺大校徽的元素之一，勉勵學子「作

息定時，生活有序，俾聞聲惕厲，精進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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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農家  深知灌溉的重要

蔡明華於民國34年誕生在高雄縣路竹鄉

蔡文庄，典型的閩南農村，生長在三代同堂

之大家庭裡，家庭由祖父主持，父親排行老

大，服務於鐵路局，家裡其他成員均幫忙祖

父從事農耕。他身為長孫且資質聰慧，頗得

家中長輩們的寵愛。

初中二年級以前與祖父母同住，過著

農家生活，協助農忙和照顧弟妹均是生活日

常，因此對農作栽培灌溉與農忙辛苦有相當

體驗。家裡農地有水田及旱田，因非屬農田

水利會灌區，須自設水源灌溉或看天耕作，

看天耕作之農地若遇乾旱即無收穫，水田則

需人力引灌，頗耗人工，後來設置地下水井

及電力抽水，收穫才較穩定。當時常聽聞農

村大雨過後，農人進入開口深井內操作抽水

機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或噴施農葯中毒傷亡

事件。因幼年經歷及農村印象，對日後積極

推動省工省水的灌溉技術及灌溉設備亦能兼

葯劑噴灑之企圖心，有著催化影響。

勤與誠  秉承一生的信念

十四歲以後，隨父親工作遷居到岡山

鎮內才脫離農事生活，也獲得較充裕時間念

書。父親重視教育，回憶小學老師曾要求寫

以前的農業工程系，已改為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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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學院裡的長廊，研究室、教

室都保留以往的樣貌

座右銘，當時的他不懂座右銘為何，只能秉

請父親代筆，父親只寫了2 字「勤誠」，勉

勵作事要勤奮，做人要誠實，此也成為他一

生的信念。秉承父親教導，蔡明華勤勉向

學，初中就讀臺南延平，高中就讀臺南一

中，大學順利考取國立臺灣大學農工系水利

組。

研究所精進專業  淬礪成長

民國56年大學畢業，服一年預官役，

擔任少尉政戰幹事，前半年派駐前線馬祖南

竿，後半年則隨部隊返臺駐防通霄。在服役

時患急性胃穿孔，緊急手術後胃被切除三分

之二，遭遇重大手術傷痛陷入人生低谷。住

院期間獲得當時臺大農工系系主任張建勛教

授信件安慰鼓勵，雪中送炭之情讓他永難忘

懷。退伍後張教授聘雇擔任研究助理，至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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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研究所碩士班考試通過。均支有薪津補貼

及研究經費，不必仰賴家裡經濟支援即能順

利完成碩士課程，至今仍銘感於心。

臺大農工研究所初設不久，前兩屆僅各

有一名畢業生，因此研究所內教職員對研究

生均甚關照，每星期的專題討論課程更是互

動熱絡，由研究生輪流擔任專題報告，再由

全系師長及研究生提出問題研討，每回討論

熱烈，激盪熾熱火花，其精彩程度足以使專

題報告經整理補充後即成一篇論文或可供發

表之報告成果。他的專業學術根基，就在如

此自由開放的環境裡淬礪成長。

於攻讀研究所期間，參與58年高等考試

農業工程及格及行政院技術人員乙等特考水

利工程人員及格，取得公務員任用資格。59
年研究所畢業，隨即至臺灣省水利局輪灌小

組任職，並派駐苗栗縣竹南鎮崎頂試驗站，

從事海岸砂丘地灌溉利用研究工作，這是他

從臺大農工研究所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崎頂試驗站  海岸砂丘地灌溉利用

在崎頂試驗站成立之前，臺灣省水利局

在苗栗縣大埔水庫計畫灌區，選定竹南鎮崎

頂火車站附近16公頃農地，施設噴灑灌溉、

地表管路灌溉及開渠溝灌等三種灌溉系統，

作為灌溉系統比較示範區，進行灌溉效率比

較試驗及作物栽培示範，試驗結果證實海岸

砂丘地如做好防風措施，施設管路設施，亦

可生產高價值之園藝作物。接續2年擴大施

行，民國59年，在農復會及國科會經費補助

下，臺灣省水利局執行「海岸砂丘地灌溉利

用研究計畫」，籌設崎頂海岸砂丘地灌溉試

驗站，由竹南農田水利會及新竹農業改良場

協辦，蔡明華即擔任該計畫之計畫工程師。

50年代政府為促進農業現代化，鼓勵知

識青年下鄉，他帶著滿腔熱誠參與試驗站草

創庶務，辦理包括辦公廳舍、試驗室儀器採

購、溫室及氣象站設置等規畫建置事項，並

隨即協同指導35公頃示範區農民之噴灑灌溉

操作及農作物栽培，工作繁重，辛苦異常，

蔡明華談到當時的艱困克難仍記憶猶新。

提升邊際土地農業利用  化沙漠
為綠洲

各國為提升糧食生產及確保糧食安全，

著手邊際土地利用研究。邊際土地包括河川

地、山坡地、沙丘地等體質不佳土地，開發做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試驗站外觀(蔡明華提供)

民國60年間完成崎頂試驗站之設置，與蒞臨指

導的專家合影(左3為蔡明華) (蔡明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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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使用。當時參考日本鳥取沙丘研究，

每年邀請鳥取大學教授演講指導技術交流。

「從事臺灣海岸砂丘地灌溉利用研究四

年，獲得灌溉試驗研究成果非常豐碩，農作

物經採噴灑灌溉效果甚佳，包括單位面積產

量增加，農產品品質及市場價格亦提昇，創

造『化砂漠為綠洲』之顯著成果，被視為農

業水利奇蹟，獲當時臺灣農業及水利機關之

重視與好評。」「砂丘地以往被視為生產力

低的邊際土地，但實施噴灌或滴灌後，亦可

生產許多高價值之農作物，奠定『砂吸水有

生命』之水土利用哲理。」蔡明華敘說著研

究成果。因從事砂丘地灌溉研究亮麗成績，

於民國62年經水利局推薦獲中國工程師學會

選為優秀青年工程師，並榮獲當時任行政院

院長蔣經國先生召見之殊榮，民國64年再經

農復會推薦榮獲青年獎章。

砂丘地灌溉  推廣噴灌應用技術

民國63年離開試驗站轉職中國農村復

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但仍繼續參與

計畫指導工作，並將本階段之試驗研究成果

及示範經驗，編印「砂丘地灌溉農業推廣手

冊」，供全省農民參考依循。蔡明華將試驗

站重點工作劃分為兩個時期，第一階段 (民
國56年至70年):試驗研究及示範，第二階段

(民國71年至95年 ) :噴灌應用推廣及技術服

務，為省水管路推廣應用貢獻甚大。

任職農委會林業處水利科  專責
水利會會務督導

民國68年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

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蔡明華以該會

農業水資源處水利工程組副工程師任職起。

73年7月，政府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集中

中央農政事權，將農發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

併改組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蔡明華續

任該會林業處水利科技正。民國75年，農田

蔡明華昇任農田水利處副處長(蔡明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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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會之中央主管機關由經濟部改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並由林業處水利科負責農田水

利會會務督導。至此，至100年1月退休，任

職農委會26年4個月的歲月裡，致力農田水

利行政與事業推動，帶領農田水利會務提升

與服務創新。

赴日本考察進修  獲頒學術博士
學位

擔任公職同時並未忘情持續精進，民國

63年任職於農復會時，曾爭取公費赴美攻

讀博士，因長官另有考量，只同意核撥公費

至美國考察半年。為進行深度查訪，美方聘

請陪同指導一位，考察足跡從夏威夷到加州

再到華盛頓，考察行程緊湊辛苦，受限於經

費，僅完成美國西部灌溉考察，並帶回許多

珍貴訪察資料。

民國77年2月獲得奉派赴日本考察進修

機會，在日本國立岡山大學以客座研究員身

分於農學院農業工程學系農地整備研究室進

行水資源相關研究一年，並在當時任農學院

院長的農業工程學系教授長堀金造教授指導

下完成博士論文，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臺

灣水資源需給結構分析與農業用水計畫之有

關研究》。論文於民國79年1月通過岡山大

學大學院自然科學研究科考試及格，3月獲

岡山大學頒授學術博士學位。

累積國外考察與修習學位經驗，深知

國際學習交流的重要，而積極促進國際技術

合作與互訪。岡大教授亦樂意協助擔任我國

與日本間農田水利國際技術合作交流促進工

作，促成日本旱地農業振興會每年均邀請我方

派人參加研討會並協助安排考察行程，此機會

對旱作灌溉技術人員技術提升助益良多。

農田水利處成立  推行農田水利
事業

為加強農田水利事業之推動發展，民國

93年1月14日修正公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組織條例」增設「農田水利處」，蔡明華擔

任簡任技正兼工程科科長，後旋即升任副處

長，於95年5月升任處長。專責辦理農田水

利業務，健全中央農田水利行政組織體系，

主導全國農田水利政策，推動農田水利會會

蔡明華昇任農田水利處處長(蔡明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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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提升與改進，使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政策

有效推行農田水利事業。

細數任內完成的重要工作，包括研訂

農田水利政策，建制農田水利工程工務行政

體系提升工程品質；指導各農田水利會辦理

農田水利建設兼顧生態環境維護，推動圳路

綠美化及生態化工程；促進農田水利現代化

發展及農田水利會朝多角化經營；積極擴大

推廣省水管路灌溉，補助農民採用省水、省

工、省力之噴灌或滴灌設施。

倡導「三生」功能  擴大社會貢獻

蔡明華認為，農田水利「三生」功能為

農田水利最高價值，應以生產支持生態與生

活。為倡導重視結合學術研究機構及各農田

水利會，共同推動重視生產、生態、生活等

三生功能之農田水利政策及經營策略，包括

獎勵「休耕水田種水」理念宣導、水田三生

陪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武雄主任委員(左1)，於2009年2月4日視察南投農田水利會，聽取洪國浩

會長(左2)簡報

出席農業水利計畫成果發表會(2007.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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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效益之經濟價值評估及水田蓄水調洪補

注涵養補注地下水示範推動，以發揮農田水

利多元功能，擴大現代農田水利事業對社會

貢獻層面。

另外協調農地重劃與農田水利之配合推

動，編列補助經費並督導協助各縣（市）政

府辦理農地重劃及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改善，

協調辦理過程須與農田水利會密切配合，使

農地重劃區內及周邊之灌溉排水系統及農路

系統均能更順暢，大幅改善生產及交通運輸

環境，目前相關政策仍持續運行。

退休前半年，民國 9 9年 6月起轉任技

監，工作層面由農田水利擴及至農林漁牧與

水土保持，代表農委會參加行政院跨部會協

商會議，運用專精學識及豐富專業經驗獨立

處理業務，提供意見。

功勳卓著  榮耀滿身

回顧奉獻農田水利事業工作40年，蔡

明華獲獎無數，包括民國78年獲七星農業

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頒「七星農田水利貢獻

獎」，民國86年獲曹公農業水利研究發展基

金會頒「曹公水利貢獻獎」，民國89年獲中

華水資源管理學會頒「卓越貢獻獎」，民國

91年獲農委會頒「協助農田水利事業有功人

員」獎，民國96年獲中國農業工程學會頒

「農業工程事業獎」，民國98年榮獲經濟

部水利署頒「大禹獎」表揚，於民國98年
榮獲國際水田與水環境工程學會頒授「國際

獎」。民國100年1月退休後，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頒授「二等農業獎章」，表彰一生對

農業水利及農業發展之貢獻。農委會陳武雄

主委於頒獎典禮致詞中，誇讚譽稱他是農委

會的『水龍王』，感謝他農田水利水資源調

度節約有制，穩定農田灌溉與生產環境的改

善，對農田水利事業貢獻卓著。

水利人生  持續為農田水利奉獻

結束長年在外櫛風沐雨的公職生涯回歸

家庭，談到家裡的賢內助滿是感恩。妻子畢

業於師大生物系，擔任中學教師，於59年底

結婚，為照顧二子及家庭，辭去教職專任家

庭主婦，讓他無後顧之憂得以專心於工作。

現在的他雖卸下公職已久，仍持續關注

農業政策，目前擔任臺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

院董事及顧問，繼續為水資源與農業相關領

域之專業輔導貢獻心力。一生從事農田水利

工作，讓他經由農田水利領悟人生哲理。因胃

部手術必須少量多餐，就如同他研究的沙地灌

溉一樣，沙地田間容水量差，必須經常灌溉，

但經過悉心灌溉，沙地也能收成豐美果實。

農田水利事業之挑戰與農業政策

近年農業面臨多重挑戰，包括氣候變

遷、國際貿易自由化、國內可耕地緊縮、水

資源競用、農業勞動力不足與高齡化等諸多

參加國際研討會(蔡明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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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加上備受國人關注的食安、消費者權

益保護與環境永續等的議題。

細數近年農業政策，民國106年政府推

動「新農業創新推動方案」，以貼近農民實

務需求，創新農業價值；民國110年為持續

精進各項農業政策，農業部提出「新農業創

新推動方案2.0」，施政主軸包括增進農民

福利、健全基礎環境與提升產業競爭力。其

中以健全農業基礎環境與農田水利業務息息

相關，如保護74至81萬公頃供應糧食生產的

農地總量、擴大灌溉服務與智慧農業等，多

由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擘劃推行。農田水利署

為促進灌溉水資源合理利用及提升災害容受

能力，創造青年從農的有利環境，採取導入

新興技術與推行精準化智慧灌溉服務；圳路

跨域整合，維護農業用水安全及加強農業水

資源蓄存空間、增進豐枯水期調度能力等。

「增加水資源開發，做法很多元化，臺

灣的降雨量2,500多毫米，但雨勢集中，如

山坡地可利用溝渠坡度將雨水截流，宣導農

戶於自己的農地系統架設截流蓄存設施，可

避免雨水全流至下游，造成下游災害，如此

就不需要全依賴政府去徵收土地，建設灌溉

蓄水設施。由政府提供設施補助與技術，讓

農民自己去創造一個雨水收集系統，去參與

集水灌溉的過程。」此業務涉及水土保持，

可另與相關局署分工討論規劃，蔡明華說。

以國家的高度制定政策  農民應
負擔用水成本

農業面臨挑戰艱鉅困難，農田水利會改

制為公務機關，擴大灌溉服務為農田水利署

力行政策，「必須把擴大灌溉服務以說帖向

社會大眾說清楚，農田水利有顯著的三生功

能，這三生功能全民共享，這是站在國家全

農田水利經驗傳承─農田水利署掛牌後，於農

工學會年會拍攝。左二為溫理仁前參事(曾任

農發會農業資源處副處長兼任水利工程組組

長)，左三為蔡明華前技監(曾任農委會農田水

利處處長)，左四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蔡昇甫

署長，左一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林國華副署長

(蔡明華提供)

體國民福祉立場來說，但農民應在公平合理

範圍內共同使用灌溉資源，水利會會費由政

府代繳希望減輕農民負擔，但並不是全額補

助，應依用水成本，制定政府和農民各自負

擔比例，由政府編列經費和技術指導，灌溉

用水免費政府做不到，也不符國際原則，更

有違反國際貿易公約的後遺症。」

農田水利會會員早期除繳納會費之外，

均有繳納水利設施建設的工程受益費，因此

擴大灌區移用原水利會灌區水源，遭遇原

灌區會員的抗議。蔡明華例舉美國加州會費

受取，分一級、二級會費，一級會費保證用

水，二級會費只有一級會費的一半，但有剩

餘水才提供灌溉。「農水署應該站在國家的

高度，對這議題通盤檢討。」他誠心建議。

改制 3年餘，灌溉服務提升讓全民有

感，但農田水利事業未盡工作仍多，蔡明華

前處長對農田水利事業未來發展方向，充滿

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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