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會流程

•蔡中岳主持開場
•黃斐悅發言：背景簡介、溪流衝擊說明 7min

•馬思穎發言：部落族人心聲 5min

•連署發起人林伯特影片 2.5min

•山里部落影片 3.5min

•蔡中岳主持作小結

溪流水文影響

部落族人的心聲



舊世豐
1995-2018

• 1999 通過二階環評，取得環評許可

• 2004 開工、變更內容對照表

• 2005 違法，勒令停工並開罰(未作環現差&土石隨意堆置)

• 2009 補作「環現差」程序通過審查

• 2010 繼續施工

• 2011 公司疑似倒閉（僅施作一條隧道，停工時間不明）

新世豐
2019-今

• 2019 郭台強正崴集團收購，世豐復活

• 2020 新世豐再開工，山里部落展開陳情

• 2021 第三度停工（法院裁定停止執行）

• 2022 部落諮商同意程序爭議

• 2022/11/13為山里部落投票日

消失將近10年





世豐電廠對溪流水文、生態影響重點說明

1. 水力電廠壩體截斷溪流案例

2. 極端氣候下，世豐電廠如何保證不截斷溪流？



類似案例-花蓮立霧溪水力發電廠
地球公民基金會
攝於201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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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案例-立霧電廠(溪畔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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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坪溪
地球公民基金會
攝於2022.03.06



第⼀攔河堰預定地

未來的豐坪溪

缺水區

淹沒區

地球公民基金會
攝於2022.03.06



極端氣候下，世豐電廠如何保證
壩體不截斷溪流？



河川逕流量
臺灣地區所有河川多由中央山脈或其鄰近山區發源，分向東西注入太平洋

或臺灣海峽，計有中央管河川 24 水系、跨省市河川 2水系及縣（市）管河川
92 水系。各河流均短且陡，暴雨時水流湍急，挾帶大量泥砂，河川流量並隨
降雨迅速漲落。歷年（38~107 年）總逕流量平均值為 649.55 億立方公尺，而
108 年臺灣地區河川總逕流量約為 649.21 億立方公尺，其中北區逕流量占了
23%，中區逕流量占28%，南區逕流量占34%，東區逕流量占了15%（如圖5）。

極端事件交替頻繁

豐枯水情差距加大

圖 1		臺灣歷年 (38-108 年 ) 年雨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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㖒水水文嚌屣

台灣歷年(38-108年)年雨量變化圖

降雨情形

1. 豐水年&枯水年
出現的頻率增加

2. 最大&最小年雨量
差距增加

資料來源：水利署108年臺灣水文環境情勢專刊、水文年報



來源：成大王筱雯老師研究室2022年分析資料

年

豐坪溪流量變化 從環評、環差及水利署的監測資料(48-110 年)來看，各旬流 量即有明顯的差
異。各年旬平均流量分布可以看出民國 94 年後明顯有旱 澇加劇、頻率增加
之現象。比較環評(48-84 年)、環差(58-94 年)及近期(74- 110 年)的水文資料
雖平均旬流量無顯著差異，但旬流量之變異數有顯著增加。顯示近年因氣候
變遷影響，旱澇加劇，水文不確定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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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解釋：
• 世豐於22年前及13年前的分析指出，豐坪溪歷年

平均溪水流量無明顯變化。
• 但是，納入近年新的流量資料，並採用其他方式

分析後，會發現「資料性質的差異」明顯增加，
代表水文不確定性增加。（旱澇加劇現象之一）

➞世豐公司環評階段的水文衝擊評估資料恐有問題



小結

•世豐電廠的22年前及13年前資料中，主張攔河堰不會使
下游水量過於降低，數據問題很大，應重新評估。

•水力電廠有非常多種形式，世豐這類型興建攔河堰、截
斷天然溪流的電廠，不應視為環境友善的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