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稱：水利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5 年 09 月 13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細則依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所稱地面水，指流動或停瀦於地面上之水；地下水，指流動或停瀦於

地面以下之水。但水道內河床下非飽和層內之伏流水屬地面水。

 

第 3 條

本法第三條用詞定義如下：

一、防洪：指用人為方法控馭或防禦霪雨洪潦，以消減泛濫湮沒災害之發

    生。

二、禦潮：指以興建海堤等人為方法防禦海岸或河口地區潮浪之災害。

三、灌溉：指用人為方法取水供應農田或農作物，以發展農業。

四、排水：指用人為方法排洩足以危害或可供回歸利用之地面水或地下水

    。

五、洗鹹：指用人為方法引水沖洗或滲濾，以消除或減少土壤內所含酸鹼

    或鹽份。

六、保土：指用人為方法合理利用土地，增進水源之涵養，防止土壤之沖

    蝕。

七、蓄水：指用人為方法攔阻或蓄存、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

八、放淤：指用人為方法引水至指定地區停貯、沈落泥沙或引水輸沙，以

    改良土地或改善水道。

九、給水：指以水利建造物輸配水資源，供應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用

    水標的。

十、築港：指在水道沿岸興築港口或碼頭。

十一、便利水運：指用人為方法整理水道或開鑿運河，以便利通航。

十二、發展水力：指用人為方法經由水輪機，轉變水之勢能為機械能或電

      能。

 

第 4 條

本法所稱水道，指河川、區域排水及減河水流經過之地域。

 

第 5 條



本法所稱水庫，指水資源利用或防洪關係重大之堰、壩、人工湖與其附屬

設施及蓄水範圍，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第 6 條

本法所稱水權人，指取得水權之人，包括自然人、法人、機關（構）、非

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第 7 條

本法所稱興辦水利事業人，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涉及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或拆除者，興辦完成前為依本法第四十六

    條第二項向主管機關申請水利建造物核准之人；興辦完成後為控制、

    運轉、維護或管理水利事業之人。

二、未涉及水利建造物建造、改造及拆除者，為控制、運轉、維護或管理

    水利事業之人。

三、政府興辦水利事業者，興辦完成前為主辦機關（構），興辦完成後為

    指定之管理機關（構）。

 

第 8 條

本法所定土石，包括土石採取法第四條第一款所定土石及礦業法第三條所

列以固體狀態存在之礦。

 

第 9 條

本法所稱農業用水，指農林漁牧業用水；工業用水，指供應工廠、礦場作

業上之冷卻、消耗及廢水處理等用水；水力用水，指水力發電等用水。

 

   第 二 章 水利區及水利機構

 

第 10 條

本法第九條所稱變更水道，指下列行為：

一、以人為方法將河川或區域排水全部或部分水量引入同水系或不同水系

    之其他河川或區域排水。引入原河川或區域排水，其利害涉及二直轄

    市、縣（市）以上者，亦同。

二、新闢水道將河川或區域排水之全部或部分水量引入海。

 

   第 三 章 水權

 

第 11 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定事業所必需者之用水量，應考量下列主要因素：

一、家用及公共給水：給水人口數。

二、農業用水：

（一）灌溉用水：作物種類、灌溉面積、灌溉率、渠道輸水損失率及每日



      用水時間。

（二）養殖用水：養殖種類及養殖面積。

（三）畜牧用水：牲畜種類及　養數量。

三、水力用水：發電機組設計水量。

四、工業用水：工業區開發之設計水量為原則，並應依實際開發情形調整

    之；個別工廠依產業別、單位面積用水量、廠房面積核算。

五、其他用途：依實際用途個別核算之。

 

第 12 條

興辦單目標或多目標水利事業權利人為水權取得登記時，每一用水標的申

請登記之引用水量，以主管機關核准其興辦計畫之引用水量為準。但興辦

水利事業權利人另有協議，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定者，從其協議。

主管機關核准前項興辦水利事業計畫之引用水量，不得違反本法第五十五

條規定。

 

第 12-1 條

主管機關審核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投資興辦水利建造物所增闢水源之地

面水權引用水量，應參酌該水利建造物蓄水範圍內之平均入流量、實際蓄

水容量及運轉操作下所核算之可供水量、其下游已核准地面水水權水量、

申請人事業所需用水量及其他必要事項等覈實核給。

前項水利建造物之水權登記總代表人或管理機關應定期或依實際狀況就水

利建造物之可供水量檢核更新，並於水權展限申請時，併送水權主管機關

作為審核水權引用水量之參考。

 

第 13 條

水利事業因強制執行或公用徵收而發生權利主體異動時，原取得之水權，

應視強制執行或公用徵收之目的及內容，依本法分別為移轉、變更或消滅

之登記。

 

第 14 條

本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三條所稱額定用水量，指水權狀內記載之引用水量

。

 

第 14-1 條

主管機關審核川流水源之地面水權引用水量，應參酌引水地點之水文測驗

所得水源通常保持之水量、其下游已核准地面水水權水量、申請人事業所

需用水量及其他必要事項等覈實核給。

前項所稱水源通常保持之水量，指引水地點之流量超越機率百分之八十五

之水量，並由主管機關每五年檢核更新之。

 

第 15 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尚有剩餘水量，指地面水依據水文測驗結果，水源水

量大於流量超越機率百分之八十五之不穩定可能水量。

申請臨時使用權之水源，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水文測驗結果，其水源尚

有剩餘水量時，得核發臨時使用權。

申請水權之水源，其通常保持之水量不足以供給申請人事業所必需者，經

申請人變更申請後，得依前項規定核發臨時使用權。

 

第 16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為臨時用水之申請時，其申請人資格、申請書格式

及申請程序，準用水權登記申請之規定。

 

第 17 條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取得臨時使用權者，於其臨時使用權期限內，如遇

水源不能保持通常水量時，經主管機關通知後，臨時使用權人應即自行停

止使用或由利害關係人報請主管機關停止之。

臨時使用權於核准期限屆滿後，如有繼續使用之必要時，應依本法規定重

新申請臨時用水登記。

 

第 18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令原水權人改善其取用水方法或設備者或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重行劃定用水量者，得限期令水權人為水權變更登

記，水權人屆期未申請變更登記者，主管機關得逕行核定公告，並註銷原

水權狀及換發水權狀。

前項限期為三十日。但經當事人之申請，主管機關認為有理由者，得核准

展期三十日，並以一次為限。

 

第 19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所稱公共事業，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國防設備。

二、自來水事業。

三、公共衛生。

四、中央或地方之公共建築。

五、國營事業。

六、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

 

   第 四 章 水權之登記

 

第 20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所稱移轉，指水權與其有關水利事業之繼承或全部、部分

之讓受；變更，指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款水權人不改變主體情形下，其姓

名、名稱或其代表人之更改，與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款至第十四款及第十



六款原記載內容之更改。

 

第 21 條

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天然通航水道，不包括該水道曾經施以渠化或

其他增加通航便利之工事者。

 

第 22 條

取水口位於平均低潮位以下引取海水者，免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申請水

權登記。

前項所稱平均低潮位，指中央氣象局最新公布之潮汐觀測資料年報中距離

取水口最近潮位站之年平均低潮位。

 

第 23 條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提出水權登記申請者，其申請人如下：

一、水權取得登記，由興辦水利事業權利人或需取用水資源者申請之。

二、水權移轉登記或設定其他權利之登記，由水權人及義務人共同申請之

    。

三、水權變更登記，由水權人申請之。

四、水權消滅登記，由水權人申請之。

 

第 24 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水權登記或第四十四條規定申請臨時用

水登記，以單一引水地點，單一用水標的為之。

 

第 25 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水權登記時，申請書及其相關書件有下

列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起十五日內通知其補正：

一、申請書內容填註不明。

二、證明文件不完備。

三、由代理人申請登記而未附委任書。

四、其他不合法令規定之程式。

 

第 26 條

申請人應於接獲前條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補正；屆期不補正者，駁回其申

請。但經主管機關核准展期者，不在此限。

前項展期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第 27 條

主管機關受理本法第二十九條水權或本法第四十四條臨時用水登記之申請

，其申請之先後順序，按主管機關實際收受登記申請書之年、月、日、時

定之。但以掛號郵寄方式提出申請者，以交郵當日之郵戳為準。



 

第 28 條

主管機關接受登記申請，應依申請先後為處理之順序。其先經依法登記確

定者，為先取得水權或臨時使用權。

 

第 29 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款、第三十五條第三款、第三十八條第四款所定之水權

年限，在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用水標的之水權為三年至五年。但引用水

源為溫泉水權者，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用水標的之水權為二年至三年

。

本法第四十四條之臨時用水執照，其核准臨時使用權年限，每次不得逾二

年。

申請人申請水權年限少於第一項所定水權最低年限者，得依其申請年限核

准之。

 

第 30 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所稱共有水權，指二人以上共同取得之同一水權。

 

第 31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三條或第四十四條規定派員履勘時，得通知申請人

及利害關係人到場。

 

第 32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公告時，應於同日將公告影本以掛號

郵寄通知申請人及前條之利害關係人。

 

第 33 條

利害關係人依本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提出異議，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

一、異議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人

    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異議之事實及理由。

三、證據名稱及件數。

四、異議提出之年、月、日。

五、其他應記載事項。

 

第 34 條

主管機關對於利害關係人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提出之異議，必要

時得派員會同利害關係人及申請人覆勘。

 

第 35 條



前條覆勘完畢後，主管機關應於三十日內審查決定，必要時得依本法第九

十七條規定評議決定之。

 

第 36 條

水權期限如有延長之必要者，水權人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起六十日內，

申請展限登記；逾期申請展限而於水權期限屆滿後繼續用水者，應依本法

裁處。

水權人於前項規定期限內申請展限登記者，於其水權年限屆滿後主管機關

准駁前，得依原水權狀記載事項引取用水。

 

第 37 條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其他簡易方法引水，指非以機械動力引

水或汲水，且未施設水泥結構物，直接以二英吋（含）以下管徑之水管或

斷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分（含）以下之土溝引水者。

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所稱有妨害公共或他人用水利益之虞者，指下列情

形之一：

一、溫泉之取用已顯著影響溫泉出水量、溫度、成分或其他損害公共利益

    之情形。

二、以共同取水為目的，並設置共用蓄水池及輸水管線供給各住戶用水之

    集合式社區或聚落，其取用水者。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 37-1 條

自來水未到達地區、以簡易自來水方式供水地區或原住民於原住民族地區

，申請供給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登記者，得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優先核

給水權或臨時使用權。

 

第 38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臨時用水執照之發給，其審查、補正

、履勘、公布、異議處理、登入臨時用水登記簿、執照之製定，準用水權

登記規定。

 

第 39 條

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損毀或遺失者，水權人或臨時使用權人應備具申請

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第 40 條

主管機關換發或補發之水權狀或臨時用水執照，除換發或補發狀、照之年

、月、日外，其餘記載事項均應與原狀、照同。

 

   第 五 章 水利事業之興辦



 

第 41 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水利建造物之核准，興辦水利事業人應向該水利建造物基

地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水利建造物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一、基地涉及二以上直轄市、縣（市）。

二、基地涉及中央管之河川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海堤區域或水庫蓄水範

    圍內。

三、屬重大公共建設之水利建造物。

 

第 42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辦理水利建造物之核准，其竣工查驗、核

准文件發給、登入水利建造物登記簿之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統一規

定。

 

第 43 條

申請人應將水利建造物之開工日期，於開工前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 44 條

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所稱多目標開發之水利事業水權之登記，應由全體

權利人會同商訂用水契約，推舉其中一人為總代表人就各權利人之引用水

量分別提出申請，並辦理水權總登記。

主管機關發給水權狀，應同時發予各個相關權利人及總代表人。水權狀之

水權人姓名欄，應載明相關權利人及總代表人；其他應行記載事項，應分

別載明各該相關權利人之引用水量。

第一項由主管機關興辦多目標開發之水利事業，以其主辦機關或指定之管

理機關為水權登記總代表人。

第一項權利人，指其他既有水權人之引用水量改自該水利事業內引取者或

分擔該水利事業開發費用之自然人、法人、機關、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

人或管理人者。

第一項總代表人推舉不成者，由主管機關指定全體權利人之一人為總代表

人。

 

第 45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興辦水利事業申請時，認其具有多目標開

發價值者，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46 條

（刪除）

 

   第 六 章 水之蓄洩



 

第 47 條

本法第六十四條所稱洪潦，指洪水及積潦；水道流量超過其水道可能容洩

之限度，足以溢決泛濫成災之大水為洪水；降雨或融雪停滯於地面足以浸

淹為害之積水為積潦。

本法第六十四條所稱減河，指專為疏分本水道一定地段超量洪水而開闢之

另一水道，其疏分之水至下游適當地點再歸本水道，或注入湖海，或暫儲

於低窪地區。

本法第六十四條所稱新闢水道，指為防洪而引水或洩水新闢之水道；其兼

為航運利用者，視同運河。

 

第 48 條

原水權人利用後之水進入水道系統，原水權人或他人得再利用，並應依本

法辦理水權登記。

 

第 49 條

本法第六十九條之一所稱可能被淹沒之土地，指水庫設計最高洪水位與其

迴水所及蓄水域、水庫相關重要設施之土地與水面及必要之保護帶。

 

第 50 條

水庫之蓄水利用、防洪操作、緊急運轉措施及其作業方法，由水庫興辦人

或管理人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第 51 條

設有洩洪閘門之水庫，於洪水期間水庫水位上升段，其最高放水流量，不

得大於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過該水庫

流入量之最高增加率。但有危及水庫安全之虞時，得依前條防洪操作及緊

急運轉措施辦理。

前項放水流量，在水庫下游設有下池或相當於下池功能之設施，供以調節

上游水庫放水者，為調節後之放水流量。

 

   第 七 章 水道防護

 

第 52 條

本法第七十四條第一項所稱設防之水位，指由主管機關公告分級之警戒水

位。

 

第 53 條

本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水道防護範圍，指河川區域、排水設施範圍或

該水道水流所及地區。

 



第 54 條

本法第七十六條第一項所稱防汛緊急時，指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或颱

風警報期間。

 

第 55 條

依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辦理防汛之機關，於防汛期內，每日應將水位通報

主管機關；洪水盛漲時，應即將水位分送有關機關，並將設防河段、施工

情形、洪水情勢摘要通報主管機關；撤防後，將防汛經過彙報主管機關備

查。

 

第 55-1 條

本法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二款及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二款規定所稱應經

許可之排注廢污水或引取用水行為，係指以施設建造物方式排注廢污水或

引取用水之行為。

 

第 55-2 條

本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應酌予補償之種植物或建造物，以合法者

為限；第二項所稱尋常洪水位到達地區外緣毗連之土地，指尋常洪水位以

上至河川區域線之土地。

 

第 56 條

本法第八十條所稱堤址至河岸區域，指由堤防建造物與堤外土地相接線起

至河槽臨水之邊線為止。

 

第 57 條

本法第八十一條所稱水道沙洲灘地，指凡與水流宣洩或洪水停瀦有礙，經

禁止或限制使用之地區，包括湖沼、河口之海埔地與三角洲及指定之洩洪

區。

 

第 58 條

本法第八十二條所稱水道治理計畫線，指水道治理計畫之臨水面堤肩線或

計畫水面寬度範圍線；用地範圍線，指包括水道預定或已建築之河防建造

物或排水設施與水防道路及養護保留使用地與應實施安全管制所及之範圍

線。

 

第 59 條

本法第八十三條所稱尋常洪水位，指洪峰流量重現期距為二年所對應之洪

水位；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指尋常洪水位向水岸之二岸臨陸面加列一定

範圍後之區域。

 

   第 八 章 水利經費



 

第 60 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所稱水權費，指向水權人徵收之費用；河工費，指

向來往船舶按季或按次徵收之費用；防洪受益費，指向防洪受益人分期徵

收之費用。

前項河工費，不包括渠化水道之過閘費；防洪受益費，包括防洪工程建設

費及維護費。

本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水權費，由本法第二十八條辦理水權登記

之主管機關徵收之。

 

第 61 條

本法第八十四條第二項所稱水利建設專款，指專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維

護管理及水利事業研究發展之款項，其項目包括調查測驗、研究規劃、設

計施工、學術獎勵、人才培育及儀器製造。

 

第 62 條

本法第八十五條所稱供水量，指水權狀記載之引用水量。

 

第 63 條

依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辦理水權費徵收，於徵收期間，應辦之展限或變更

或消滅登記，其尚未辦理或辦理未竣者，其當期水權費，仍按原水權狀記

載之引用水量徵收，俟登記完成後下期徵收時，始按新登記辦理。

 

第 64 條

本法第八十八條所稱徵收防洪受益費之區域，指辦理及維護防洪工程受保

護之區域。

 

第 64-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屬本法第九十三條第一項所稱擅行取水、用水：

一、未依本法辦理水權登記而取水、用水者。但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四

    日前已存在之水井，配合主管機關所定期限申報納管者，不在此限。

二、已取得水權，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記載事項而取水、用水者。但

    主管機關為因應枯旱之合法水資源調度者，不在此限。

三、免為水權登記，經主管機關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令其辦理水權登記，

    其未依所訂期限辦理而取水、用水者。

 

   第 九 章 附則

 

第 65 條

本法及本細則所定書、圖、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66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