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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的讀書（前一屆被系主任批評為土豪劣紳的子弟），因此墊下良好根基，想想大學生活應該是多采

多姿的，但是我們碰到好幾位老師每週都要小考，因此只好在圖書館消磨時間。後來覺得我走對了，我

本身對化學、化工、數學沒太大興趣，還是大自然有趣多了，最近虎頭蜂的議題很熱，很多地質人談到

與虎頭蜂遭遇的情形，讓我們知道大自然還是充滿危險的。也讓我們做防災的人強調：危險在哪裡？

請組長分享當初踏入公職服務的初衷，及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這中間有沒有遇到重

大的轉捩點？是否有最想要感謝的人。

A：首先我想先談我的公職生涯，因為我這個人很衝（哈哈⋯家教不好、好勇鬥狠、性好爭
辯），常常與人吵架，細算了一下，我經歷了地調所 8位的所長，跟其中的 4位都吵過架，有一
次跟前所長吵架，我說：在家裡我會跟我爸爸吵架，只要我覺得你沒有道理，我就會據理力

爭。而在這麼多位所長中，讓我最佩服的就是林朝宗所長，在一次所務會議爭吵後，我馬上寫

了一封退休簽呈，說老子不幹了，辭職信寫完一丟，我就回家了。一週後，林所長拿著簽呈要

退還給我，因為當時我還是很生氣，所以我說：沒甚麼好說的，你只需要簽名。之後雙方就僵

持了很久（大約半個月 ~到一個月），直到最後在一次遠離臺北的餐會中，我們無聲的破冰了。
我想以我的個性而言，應該造成很多人的困擾，而在這件事情過程中，包含我現在到文化大學

授課經驗，我慢慢學會與不同聲音的人溝通的重要。

另外還有一件與林朝宗所長有關的事必須提到，其實在執行莫拉克計畫時，因為進度嚴重落後，當時

我認為總要有人為計畫進度的長期落後負責，所以強烈要求，必須給我考績乙等，但當時林朝宗所長不願

意，仍然給我考績甲等，之後我不斷的要求，到第 2年才給考績乙等，所以我還是很感激林朝宗所長。

民國 98年您時任環境與工程地質組組長，恰遇莫拉克颱風造成臺灣中南部發生重大坡
地災害，在這之後您推動了多項計畫，成果豐碩，可謂開啟臺灣山崩調查的濫觴，請組

長分享當初發想的過程，而現在的發展是否有達到您當初的期待。

A：這個部分我可以談的多一點，這問題應該要由民國 88年的 921地震談起，921地震對地調
所來說是一個轉捩點，車籠埔斷層造成這麼大的災害，絕對是地質的問題，當時地調所全員出

動，到現場調查活動斷層，而民意代表對地調所期待也很深，不過以地調所人員的個性，沒有

趁機爭取更多的預算與人員，仍是默默的努力。林朝宗所長當時還是環工組的組長，與大家一

起努力把車籠埔斷層的斷層線、全貌清楚呈現。順便提一下，在 921地震之前，地調所也做了
一件很特殊的事情，當時臺中捷運紅線規劃通到中興新村，而負責單位是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

市發展處，由於此線在中間某一段與車籠埔斷層是平行的，距離約 1公里，所以委託地調所執
行一個 1年計畫，主要是調查規劃路線與車籠埔斷層之關係（部分斜切或重疊），在計畫報告
成果中已經預測車籠埔斷層再次發生的規模是 7.3，其中規模 7.3就是我們參考其他資料，用
斷層規模、長度估算出來的。

再來提到莫拉克風災，莫拉克最主要的災害就是山崩，而山崩就是屬於環工組的業務，所以我想

在這裡談到的是你準備好了？

提問 2

提問 3

中央地質調查所費立沅組長專訪（高秋振技師攝）中央地質調查所費立沅組長專訪（高秋振技師攝）

組長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前言

費立沅組長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歷任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技正、科長、
組長，其專長為工程地質、水文地質，任公職逾四十年。任內進行許多國內重要地質調查工

作，包含重大山崩調查與活動性監測、全島空載光達地形製作、潛在大規模崩塌調查⋯⋯

等，退休後生活依然多采多姿，勤於擔任各公部門審查委員，協助各單位解決地質方面問題。

訪談一開始，費組長就以老人要準備開始說故事進行開場，為今天的訪談帶來不少輕鬆

的氣氛。

可否請組長憶當年，談談求學歷程，當初選擇地質學科的原因。

A：首先謝謝各位願意邀我來，不過我想現在應該也很少人願意聽一個老人講故事，所以我也準備
了好幾張小抄，儘量整理一些大家可能會有興趣、關心的東西。

回到這個問題，我是油廠子弟（現在臺積電高雄廠址），有一天老爸跟我說：大陸飄移、板塊學說

很有趣，當時這種觀念還不是很普及，所以之後就選擇了成大地球科學系，當時我們班的同學大家都很

費立沅

記錄整理 邱奕峰 大地技師

提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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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克颱風來襲，北部地區並未感受到颱風的影響，但是自從兩年前廬山溫泉北坡的岩體滑動地

區成為地調所重大山崩研究計畫的監測地區之後，承辦人員這時就只好繃緊了神經，持續從網路上瞭

解自動傳輸過來的雨量、地下水位及孔內變位數據的變化。當看到幾項數據都開始超過預設的注意值

與警戒值時，真有一點擔心類似 97年辛樂克颱風時發生在廬山的那一幕場景重現。後來，地調所趕快
將資料整理成一份緊急通報單，傳送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經指揮官權衡利弊得失後，下令南投縣政

府將當地民眾強制撤離，算是度過了莫拉克的第一個衝擊事件。由此一經驗，也促成我們加快腳步完

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廬山溫泉北坡監測分析因應小組（暫行）作業要點」，準備當下一次颱風再

度來襲時，做好更周全的準備。

當新聞媒體對於莫拉克的災情開始大量報導後，專家學者紛紛透過網路在討論區發表對於重大災

情的災因分析看法，雖然參與的人多數並未實際到過災害現場，但是好像都各自有一套言之成理的說

法，這時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對於地調所公開調查資料的期盼，正好環境與工程地質組推動的「易淹

水地區上游集水區地質調查及資料庫建置計畫」，98年度的調查區域就在南部地區，而且「高山聚落地
區地質災害基本調查」4年期計畫的 96年度工作也包含了主要災區的範圍，因此這兩項計畫的成果，
立即成為莫拉克風災最重要的區域地質與地質敏感議題的基本資料，廣泛被相關單位使用。由此可以

瞭解，如果具備完整的基本調查資料，對於災後的災因分析或是後續國土規劃，均會有立竿見影的幫

助。當時同仁會勘時，往往被點名第一個發表意見。

98年馬英九總統在參加「八八水災災後重建工作」指示事項：⋯同時請行政院配合各縣市，儘快
就這次災區及災區以外地質敏感地區是否適合人居，在最短時間做出評估，做為往後防災的重要參

考。並且在 99年 10月 21日 ~ 10月 23日梅姬颱風造成宜蘭之嚴重災情。馬總統指示中央地質調查所
進行災區（蘇澳至東澳地區）地質現勘調查，並針對宜蘭縣內聚落再次進行安全評估，提報調查區可

能遭遇之地質災害，供相關單位進行防災整備工作使用。所以我們藉由這樣的機會提了 2個計畫，其
中就包含了「6年 10億的空載光達計畫」，以及「每年 5000萬的大規模崩塌調查計畫，共執行 4年」。
不過當時同仁由莫拉克之後，已經忙碌很久，所以我們就先執行了空載光達的計畫。招標時分成 3
案，結果來了 5家廠商。是國內有史以來最大的測繪案件。當時臺灣是全世界光達設備的實戰戰場
（總共有 7台設備，碰到很多問題），除了設備之外，飛機也是很大的問題，當時飛機都是使用螺旋
槳，1位機師跟我說：一個螺旋槳不動、還有另一個螺旋槳，2個都不動還能滑翔（哈哈⋯），我想強
調的是我願意嘗試、瞭解、面對所有的業務與挑戰。不過當時真的碰到很多問題，尤其是申請航線，

必須配合軍方演習、訓練等。

計畫執行到最後面階段，又面臨到 LiDAR資料屬於絕對機密的困境，也就是花了 10億的資料可
能無法公開，所以之後花了很多心力突破，當然突破需要很多人的幫忙，最關鍵的是當時內政部部長

為李鴻源部長，在一次臺大研討會，利用這個機會，我親自與部長說明資料公開的事，之後與內政部

花了一個多月討論，之後在行政院召開會議，與會人員包含陳振川、李鴻源、林政則等 3位政務委員
坐鎮、國防部、內政部及地調所等等，由於當時 LiDAR資料精度很高（800 m以下 2點、800 m以上
1.5點），所以國防部本來提出 40m以下都要管制，經過協調之後才可以開放使用。所以當時我也有在
裡面穿針引線，我覺得若花了 10億而不能開放，實在很浪費，也期許大家能夠多方面的使用這些資
料，發揮更大的功能。各位知道我們國內的林務局，曾經利用 LiDAR資料找臺灣最高的樹，我相信應
該還有更多的運用。

除了傳統的野外地質外，組長對「科技運用」的推動向來抱持積極、樂觀但謹慎的態

度，想請教您是如何看待科技輔助調查這領域？是否認為地質師（大地工程師）的重要

性是否會因此漸漸式微？還是反而更可以更加發揮專業？

A：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大概是比較難回答的。基本上我認為新科技是可以嘗試運用，但結果還是需要
檢驗的。有時候新科技是拿來跟長官爭取預算的煙霧彈，其實應該是利用新科技，去研究如何結合舊

有的技術，更有效率的來解決問題，因此研究報告可能只是一本報告，也可能是未來應用的一項利器。

但是大家都要保持開放的胸襟，國內不太能接受「失敗」。最近聽到在菲律賓之地熱鑽探，10口井
只有 2口成功，其實以前的中油探油氣，狀況也是類似。我們太重視績效，卻不記得教科書教我們的
試誤法（try and error）。

近幾年，在包括組長您的許多前輩不遺餘力推動下，工程地質被重視的程度逐漸凸顯，

組長怎麼看待這發展 ? 後續還有哪些方向值得努力。

A：我大學時工程地質學老師是張石角，有天上課他說：工程地質學就是賺錢地質學。我想靠地質
賺錢不太容易，除了開礦及賣寶石。從我這幾十年的面對災害，有些時候我認為災害只是還沒發

生，而發生的時候，我們準備好了沒有，或者說發生災害後，你對它有多瞭解，如果由這種角度

來面對，可能會比較好，我相信機會永遠會存在。

在 105年臺南發生液化、隔幾年花蓮也發生液化，而在 105年前的一年曾收到行政院公文詢問，
國內哪個單位負責液化 ?當時沒有單位負責液化問題，而地調所紀科長就開始處理液化問題，所以在
臺南液化發生後第 2天，NCDR就向地調所調閱資料，從此液化就變成地調所的業務之一。所以當我
們準備好了，又遇上了災害，就有機會表現，工程地質問題永遠有新議題出現。 

提問 4

提問 5

費立沅組長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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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師與大地工程師在專業領域上有部分是重疊的，請問組長如何看待這二個領域的合

作，達到 1+1大於 2的雙贏局面？

A：對我的經驗來看，我覺得不同領域的專業要學會與其他專業溝通是很重要，大地工程師的角色
也是如此，就像土壤就是大地技師的專業領域，而岩石就是地質師的專業。雙方是需要合作的。

我問各位雲彰地層下陷跟地質有關嗎？因我們的教育不太重視思考問題與回答問題，以這個問題

來看，地工的人會從土壤的壓密與壓縮談起，而濁水溪的地區，第一層含水層地質年代約 5,000年；第
二層約 50,000年；第三層 100,000年，所以以地質年代來看，10萬年的可能已經壓密完成，而 5,000
壓密程度一定差異很多，所以 5,000年內地層就比較容易發生後續的沉陷或回脹問題。

除了理性的地質專業外，組長亦是感性且風趣的人，興趣廣泛，旅遊、攝影、美術⋯等

都是您調劑生活的方式，能否請組長談談這部分，及您現在退休後的重心改變。

A：我先跟各位介紹青金石，這石頭很特別，埃及圖坦卡門的面具上就有這個，還有米開朗基羅繪製
的創世紀、最後的審判，那種艷麗的藍，就是由青金石磨製出來的顏料，當時那種顏料比黃金還

貴，而這些材料只有在阿富汗出產，另外經過統計，每一個人站在名畫前欣賞藝術時大約只花 15 ~ 
20秒。我只是覺得退休後終於有很多時間可以看一看不同的書，世界還有很多我們不懂的事情，旅
遊看到很多地質，國家公園很多都以地質為賣點。我跟各位講個小故事，有一次看到節目正在介紹

圖坦卡門的匕首，當時我就猜製作匕首的材料是來自隕石，所以我老婆就覺得我很厲害（哈哈⋯）。

青金石的廬山真面目

提問 6

提升你的文化素養－

我覺得：美術無師自通很難，但是心態只是在欣賞一幅

畫，則簡單多了。即使大師作品，也不是每一幅都是精品。但

是要從「很美的畫」（以前旅遊時看完美術館的印象）提升為

「有趣的畫」（瞭解畫家的想法、畫裡的故事），還是需要吸收

很多知識。

我現在退休後，每個月約有 10個會（2,500元俱樂部），1周的報告可能厚達 20 cm，最近我發現
問問題越來越難，我這一個委員就做一個簡報來提出一堆問題，各位知道米開朗基羅的「大衛」是經

29位委員審查通過，所以審查是很正常的事，只是我也正在思考該如何審查，才能真正幫助到對方，
疾言令色或是和緩溝通，哪一種效果會更好？沒有人喜歡被挑毛病。

最後，能否就您的專業背景、及對社會的觀察、對未來的發展看法，給大地技師個人及

公會一些後續努力方向的建言。

A：災害永遠在你我左右，你準備好了嗎？下一次的災害一定會進化。我們身邊已經存在的問題，
可能得先搞清楚。現在的專業已經不是單一專業能勝任的，例如最夯的地熱探勘。大地技師也要

懂地質，不是引用一張地礦中心地質圖而已，也不要完全相信地礦中心地質圖，尤其是變質岩及

火成岩分布地區（我沒有負責過地質圖幅，也許有失公允）。

四海之內皆朋友－京都大學千木良教授給我很多啟發，

過去每年千木良教授都會帶學生來臺灣，與地調所同仁一起

去野外調查，而在回日本的前一天，都會在地調所舉辦一個

討論會，把這個禮拜在臺灣看到的東西，都會無私地分享，

這很困難，每天白天都出野外、晚上還要喝酒，但還能抽出

時間來整理每天看到的。還有一件事，對我而言是很難忘

的，104/09/27 京都大學 IAEG 第 10 屆亞洲區年會做為
keynote speaker（計 6位），我花了一年時間準備論文與簡
報。雖然壓力很大，但現在回想起來也是蠻有意義的，所以

不要墨守成規，勇於接受挑戰，不要怕失敗。不懂時不恥下

問的問清楚，有機會努力學習（人生就是不斷的學習）。

提問 7

提問 8

施理事長代表公會贈送紀念品

專訪後合影，左起邱奕峰技師、鄭清江技師、陳昭維技師、費立沅組長、施志鴻理事長、楊智堯技師、高秋振技師

後記

將近 3小時的訪談中，費組長讓人感受到，他對於推動國內地質基本資料庫的

使命感，準備好了沒？是費組長重複強調的重點，當基本資料準備好了，災害來臨

就可以靈活運用。我想這種多花心力、於事前多做準備的心態，對於參加訪談的技

師們，都是正面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