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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境巡守隊經營輔導工作計畫統計分析

壹、 計畫緣起
                  環保署自九十一年定為河川污染整治年以來，積極規劃辦理河川巡守政策，

擬透過結合學校、社區及團體資源與人力，推動各縣市成立守望相助河川巡守隊
     ，其由環保單位主動與巡守隊聯繫，建立良好之通報管道，以俾使各巡守隊成為水

環境督察力量之延伸。     

本縣位於台灣東北隅，畚箕狀的地形三面環山一面臨水，自成一封閉地理區
域，轄內包括中央管河川 8 條及縣管河川 10 條，共計 18 條。流域總面積
2,603.95 平方公里，河流長度達 340.79 公里。各河川坡度陡峭、流短水急、沖
刷和淤積作用極嚴重，雖然雨量頗豐沛，但因降雨季節集中，旱季時流量小，缺
乏稀釋自淨之能力；又因都市人口集中，市鎮生活污水逐年增加，而畜牧及工業
等事業廢水所挾帶之大量污染物不斷匯入河川，污染量已超越河川之涵容能力，
污染也就隨之產生。

水環境巡守是無性別門檻，有意願者均可在取得正式環保相關志工資格後參
加，邀請民眾參與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具體作為，落實河川巡守政策。水環境巡守
結合地方資源、人力，啟動志義工團體參與河川巡守及檢舉機制，並鼓勵其進行
河川河段認養、監測工作，參與河川環境管理及污染巡守，以降低污染排放量及
改善河岸面髒亂情形。

        本縣環保局已於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辦理「宜蘭縣環境保護
巡守隊」的成軍授旗典禮，執行縣內露天燃燒、偷倒廢棄物、 髒亂點、河川污
染、偷排廢水、不明管線、暗管等之巡守工作，另協助宣導生活污水減量、非
農地雜草管理及沼液沼渣再利用水污相關業 務宣導及推廣。         

        將民眾環保意識導向有助於提昇實質環境品質之方向，則對環境主管機關
能產生幫助與督促的力量。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顯示，由民眾參與水環
境河川巡守，對保衛家鄉河川水質，確能發揮具體明顯的成效。藉由組織與教
育訓練地方社區、社團、學生及企業團體對週遭環境的關心，增進對自身居住
環境的了解，進而建立富有地方特色的水環境，使民眾樂於親近、習於親近，
最終讓環境維護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使城鄉的環境品質獲得保障，落實
CEDAW精神性別平等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力，並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之歧視使水環境巡守隊成為改變環境的力量，營造幸福的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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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鼓勵民眾在有方向及目標之環境行動中，不分性別鼓勵志願義務擔任巡守工
作，舉發並通報有污染環境之情事，使宜蘭縣水環境生活環境品質獲得改善、進
而提升環境品質。

一、提升水環境巡守隊志工性別主流化觀念及落實性別平等意識，使具備性別平等
及培養環保意識，降低水質環境污染，改善生物棲息環境、進而提昇潔淨生活
環境。

二、在地環境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5項目標串連，從小處著手改變環境永
續發展以利多元性別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力:

(一) SDGs 5 性別平權：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二) SDGs 6 淨水與衛生: 改善水質、廢水處理和安全再利用、保護及恢復跟

水有關的生態系統。
(三) SDGs14 永續海洋與保育:保護沿海、海洋地區和恢復生態系統(小燕鷗棲地  

        保護、寄居蟹復育等。)
(四) SDGs15 陸域生態: 保護和恢復陸地和淡水生態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自

然棲息地、防止陸地和水生態系統中的外來入侵物種。
(五) SDGs17 全球永續發展夥伴關係: 鼓勵有效的夥伴關係。

三、宜蘭縣水環境巡守隊年齡及性別分布:

   (一)110 年水環境巡守隊年齡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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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縣水環境巡守隊主要年齡層以 65~74歲為主，其次為 55~64歲族群，
巡守隊成員多數為中老年人口，其中以 65歲以上退休族群，各年齡層兩性比例
除 25~34歲族群女性高於男性外其他族群皆以男性較高。

110 年宜蘭縣水環境巡守隊各年齡組成

隊名
性別＼
年齡

18~2
4歲

25~34
歲

35~4
4歲

45~54
歲

55~64
歲

65~7
4歲

75~8
4歲

小計 合計

白雲 男 0 0 0 2 4 2 1 9 　
　 女 0 0 0 0 1 2 0 3 12
五大 男 0 0 0 1 2 4 0 7 　
　 女 0 0 0 0 0 4 1 5 12

宜大 男 4 0 0 0 1 0 0 5 　
　 女 0 0 0 0 0 0 0 0 5
新南 男 0 0 0 0 0 2 0 2 　
　 女 0 0 0 1 2 0 0 3 5

大眾 男 0 0 0 0 0 1 0 1 　
　 女 0 0 0 0 4 10 1 15 16
新群 男 0 0 0 1 2 6 2 11 　
　 女 0 0 1 1 3 3 0 8 19

北成 男 0 0 0 2 1 5 0 8 　
　 女 0 0 0 1 0 2 0 3 11
柯林 男 0 0 0 1 2 2 1 6 　
　 女 0 0 0 2 3 1 0 6 12

安農溪 男 1 0 1 1 0 2 0 5 　
　 女 1 0 0 1 1 2 0 5 10

鴻毅志
工

男 0 1 0 2 8 6 1 18 　

　 女 0 0 0 3 9 2 0 14 32
鄂王
社區

男 0 0 0 0 1 9 2 12 　

　 女 0 0 0 0 2 5 1 8 20
錦草
慈慧

男 0 0 3 2 12 2 0 19 　

　 女 1 2 1 7 7 2 0 20 39
鐵牛

力阿卡
男 0 1 0 2 5 1 1 10 　

　 女 0 2 0 0 0 0 0 2 12
無尾港 男 0 0 0 3 8 7 1 19 　
　 女 0 0 0 0 0 0 0 0 19

　 總計 224

4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5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5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5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1867#5


110 年各隊水環境巡守隊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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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度宜蘭縣水環境巡守隊執勤總時數為 13,835 小時，兩性的時數分    

      別為男性為 7,783 小時;女性為 6,052 小時，以總執勤時數來說男性 110 年         

      累計參與時數較高，兩性在年平均執勤時數分別每位男性為 58.96 小時

      ；每位女性為 65.78 小時，平均每位女性比起男性多參與水環境守護工作 6.82 

      小時，整體而言本縣女性巡守隊員參與度較高，須提升男性巡守時數。

參、辦理單位 :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主辦，第一河川局、水利資源處、地政處、
        建設處、農業處、交通處、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協辦。

辦理單位 執行工作

環境保護局

經營管理水環境巡守隊，並巡守隊執行巡守
通報案件，污染案件辦理、推廣水環境保護
之重要性，讓民眾及各社群更積極參與環境
保護工作。

第一河川局 中央管河川執行地面水體垃圾攔除。
建設處 本縣營建工地管制
交通處 協助通報污染案件清除轄區污染。

水利資源處
執行水環境改善計畫改善完成河道，由水環
境巡守隊進行維護管理、縣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執行地面水體垃圾攔除。

農業處
動植物防疫所協助動物(魚類)大量死亡案件，
採集樣本，動物(魚屍)檢驗數據供本局備查。

地政處 協助污染案件發生時辦案地籍資料查詢。
            110 年宜蘭縣水環境巡守隊髒亂點、污染通報案件一覽表(附件一)
肆、實施方法：

一、 為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 條第 1項(男女平等原
則)：「所有人類，不論其性別，都有發展個人能力、從事專業和做出選擇
得自由，不受任何性別刻板印象、僵化性別角色和偏見限制。」採行同公
約(CEDAW)第 4 條第 1項：「締約各國為加速實現男女事實上的平等而採
取的暫行特別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的歧視，亦不得因此導致維持不
平等的標準或另立標準，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得目地達到後，
停止採用。」

二、 舉辦基本訓練內容包含污染通報架構、巡守技巧與安全、生活污水源頭減
量、水質檢測、環保法規等水環境保育相關知識與技能。依巡守隊環境特
性與屬性設計進階之實作或工作坊課程，含年度水污染管制策略（非農地
雜草管理、沼液沼渣再利用）之溝通、生態調查、環境導覽解說技巧、水
環境問題與解決策略等。使志工對於本土地理環境及生態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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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期許其作為環境教育的種子，讓巡守隊及各社群更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工
作，分析投入水污染防治巡守隊志工性別比例，提升參與度較低族群，培
力水環境種子教師。

三、 每年不定期邀請巡守隊志工參與環境守護相關課程及政策宣導，如河川生
態調查示範教學、社區與企業河川或海洋環境教育宣導及體驗、校園宣導
生活污水減量與簡易水質檢測教學等，讓多元性別志工擔任種子教師推廣
水環境保護重要性，讓民眾及各社群更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工作。

四、 進行巡守隊資源盤點、特色分析，協助巡守隊歸納發展特色。並就各巡守
隊特色，撰寫巡守隊特色故事。透過經費補助、教育訓練、設備支援、或
引介申請相關計畫(例:低碳示範社區計畫、環保小學堂等)方式，協助巡守
隊發展特色。

五、  安排巡守隊參訪水環境生態環境教室、截流淨化設施。並鼓勵巡守隊透過
定期水質監測、認養維護、或導覽解說等方式協助截流淨化設施、水環境
相關場域之民眾參與。進而協助巡守隊於截流淨化設施或巡守隊認養場域
設立與 經營水環境生態環境教室，發展相關環境教育教案，且運用作為轄
內巡守隊教育訓練據點，將據點設置性別友善廁所提供性別生理用品。

六、 其他有助巡守隊經營及因而改善水環境品質之創新與特色，並有助推動水
污染管制重點工作之巡守隊經營作為，訂定巡守隊管理辦法或規章，明確
巡守隊之權利與義務、巡守隊協助水污染防治重點業 務（如沼液沼渣、熱
區特定污染源監看）、邀請巡守隊代表出席公部門跨部門河川整治會議、
增加女性參與公共議題討論，另訂定巡守隊績優評比辦法，以獎勵積極運
作之巡守隊伍，水環境模範夫妻、模範親子。

七、 為推動民眾參與水環境巡守與公共行政的結合，共同守護水環境 ，深化水
              環境巡守隊之知識與技能，透過水環境教育推廣及訓練課程，強化水環境
              巡守隊志工更專業的知識及技能，「知」的權利平等。依本縣水環境保護
              推廣活動、教育訓練等，分析水環境巡守隊及民眾各性別參與度，判斷何
              種性質課程活動接受度較高。
八、 每月定期巡檢及水質檢測，分析巡守水環境水質狀況及污染熱點，每年固
           定舉辦幹部會議與年終檢討會，保障兩性發言權益提升女性公共議題參與 

              度，鼓勵少數性別擔任隊長，鼓勵民眾在有方向及目標之環境行動中，年
              度水污染管制重點工作、巡守隊巡檢通報之環境問題，定期召開相關會議，
              針對環境問題，討論及協調解決問題之策略。

九、 對於表現優異之巡守志工，應不分性別給予實質鼓勵。未來之運作，將鼓
勵女性志工擔任巡守隊隊長。

十、  辦理各項宣導(校園宣導、社區說明會等)、訓練活動時，將鼓勵少數性別、
新住民、親子、弱勢參與，活動資訊宣導朝多元方式辦理，如官網、報章
雜誌、海報、簡訊、通訊軟體等，使多元性別、年齡及族群(包括新住民)
均能便利取得相關訊息共同來參與水環境巡守相關活動，另透過巡守隊隊
員號召家人、朋友等，招募少數性別族群及年輕族群，已向下扎根永續經
營。

十一、 辦理各項活動時將CEDAW等性別平等議題導入，針對課程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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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評估，內容包含統計年齡、性別等、活動內容是否有益於提升多元
                 性別對環境議題的認知等。

十二、 購置巡守裝備時，會特別考量女性或弱勢者的特別需求，巡守時，會
              以安全為優先考量，以男女一組共同巡守。
十三、 依據環保署年度水環境巡守隊經營工作手冊運作。
十四、 建立明確運作組織架構、污染通報程序及蒐集巡守隊巡檢紀錄程序，並  
             有專人負責與巡守隊針對污染源、查核結果做溝通。
十五、 依年度水污染管制重點工作、巡守隊巡檢通報之環境問題，定期召開相  

   關會議，針對環境問題，邀集相關局處，討論及協調解決問題之策略。
十六、 挹注水污染管制計畫經費（含配合款）於巡守隊運作，並安排縣市首長
十七、   參與巡守隊相關活動，激勵巡守隊士氣。並爭取跨單位經費、挹注環境
十八、   教育基金或水污染防治基金等方式自籌巡守隊運作經費。積極安排縣市
十九、   正副首長出席相關活動，激勵巡守隊動能。

二 十
、 水

環境巡守隊針對居住所在地環境特別給予關注，對於非法棄置廢
       土、廢棄物或排放污染物等行為以安全的方式，利用手機或其他可
       資佐證的工具做成完整紀錄，並依通報流程通知各相關單位(如圖 2)
       ，與各單位主動與巡守志工持續互動，藉其體系發揮社會監督制約力。  
       對於巡守志工通報之案件，各單位應確實即時處理，並將處理情形回應
       於巡守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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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規劃利用本局宣導活動招募水環境巡守隊，另與鄰近河川之學校、企
        業結合水環境教育宣導或淨溪，學生有環境保護活動多元參與之機會提升  
        青年加入巡守隊之意願;企業透過一日志工之參與，發揮企業影響力使員
        工及地方居民，喚起「水環境保護觀念」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提升
        青壯年隊員人數並持續招募對水環境保護有熱誠者，將性別平等意識落實
        環境保護及志願服務。
二十二、 短中長期實施方法：

短期目標 中期目標 長期目標
1.依據宜蘭縣推動水環
  境巡守隊經營工作計
  畫辦法汰除參與度較
  低，終止其隊員資
  格。
2.透過巡守隊隊員號 
   召家人、朋友等，
   招募少數性別族群
   以提升少數性別志
   工人數。
3.定期召開相關會議，
  針對環境問題，邀集
  相關局處，多元性別
  領袖共同討論及協調
  解決問題之策略，增
  加女性參與公共議題  
  討論。
4.據點設置性別友善廁
  所提供性別生理用
  品。
5.提升及培力女性水環
  境種子教師比例。
6.男女或多元性別共同
  協助水污染防治重點
  業務（如沼液沼渣、
  熱區特定污染源監
  看）。
7.深化水環境巡守隊之
  知識與技能，透過水
  環境教育推廣及訓練
  課程，強化水環境巡
  守隊志工更專業的知
  識及技能，「知」的

1.另訂定巡守隊績優
評比辦法，以獎勵
積極運作之巡守隊
伍，水環境模範夫
妻、模範親子。

2.環境教育的種子進
行水資源守護之推
廣。

3.活動資訊宣導朝多   
  元方式辦理，均能 
  便利取得相關訊息
  共同來參與水環境
  巡守相關活動，增
  加年輕族群加入，
  已向下扎根永續經
  營。
4. 企業透過一日志工
   之參與，發揮企業
   影響力使員工及地
   方居民，喚起「水
   環境保護觀念」並
   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提升青壯年
   隊員人數並持續招
   募對水環境保護有
   熱誠者。
5.鼓勵女性志工擔任
  巡守隊隊長，增加
  女性隊長比例。

1.與鄰近河川之學
校、企業結合水環
境教育宣導或淨
溪，學生有環境保
護活動多元參與之
機會提升青年加入
巡守隊之意願，招
募企業及學校社團
加入水環境巡隊。

2.辦理各項宣導(校園
  宣導、社區說明會
  等)、訓練活動時，
  將鼓勵少數性別、
  新住民、親子、弱
  勢參與。
3. 強化水與永續發展
目標SDGs目標之

關
連性，實現性別平
等 SDGs 5 性別平等
水環境守護及污染
防治 SDGs6 淨水及 
衛生、海上環保推
動 SDGs14 保育海
洋

生態、藉由水環境
營造提升生態
SDGs15 保育陸域
生態;與水環境巡守
隊及企業體現公民
參與的力量
SDGs17
多元夥伴關係，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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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平等。
8.提供一個安全及優質
  的貼心的巡守設備， 
  共同來為環境潔淨達
  成使命。
9.依巡守隊環境特性與
  屬性設計進階之實作
  或工作坊課程，含年
  度水污染管制策略
 （非農地雜草管理、沼
  液沼渣再利用）。

手同心共同守護河
川。

伍、預期成果與效益：
一、 保障自由、自主的性別人權，建立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社會 (行
     政院性別平等處 110.05.19)
二、 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推展及落實：去除性別刻板印象及偏見、建構性

別友善環境，提升女性隊長及種子教師人數，增加水環境據點設置性平友
善廁所。

三、 提升少數性別族群及年輕族群人數，已達向下扎根永續經營。
四、 整合公私資源，使民眾思考河川污染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辦法。透過河川流

域內居民的結合，進而形成網狀監督網絡。對於河川污染行為能達到有效
嚇阻的作用。

五、 透過教育宣導，鼓勵民眾參與，也可引發其關心河川或居住地污染情況並
參與討論環境改善。

六、 促進不同性別的志工積極參與水環境巡守的服務，提供一個安全及優
質的貼心的巡守設備，共同來為環境潔淨達成使命。

七、 透過參與環境守護相關課程及政策宣導，促進不同性別的志工成為種
子教師進行水資源守護之推廣，將不分性別皆可成為改變環境的力量
概念永續下去。 

陸、執行成果(111.1-9):
        為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2 條第 1項(男女平等原
則)依同公約(CEDAW) 第 4 條第 1項採用暫行特別措施，包括辦理各項活動時
將CEDAW等性別平等議題導入、鼓勵女性志工擔任種子教師推廣水環境保
護重要性、 保障兩性發言權益提升女性公共議題參與度、據點設置性別友善
廁所提供性別生理用品、購置巡守裝備時，會特別考量女性或弱勢者的特別需
求，巡守時，會以安全為優先考量，以男女一組共同巡守等，水環境巡守隊兩
性的參與趨向平衡，達成兩性 1:1比例差距維持在 5%內，達成目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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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數 76 62 102 82 148 95 132 92 105 85
比率 55% 45% 55.4% 44.6% 61% 39% 59% 41% 55%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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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宜蘭縣水環境巡守隊組織經營及管理

圖二、污染通報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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