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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潭水庫之興建       

   蕭永盛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電力部 工程師  

概述 

  日月潭湖光山色，聞名國內外，一般

遊客留戀於山水之間，幾乎沒有注意到其

潭水除觀光外，還具有發電、灌溉、給水

之重大經濟價值。尤其日治時代 1934 年起

至 1950 年代，日月潭發電系統發電量佔全

台百分之 70 以上。近年來大觀二廠(明

湖)、明潭兩抽蓄發電廠利用日月潭為上

池，提供電力系統尖峰用電，可說是對台

灣電力系統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日月潭

水庫係於 1934 年由日本人集資興建，利用

日月潭天然盆地地形，在盆地邊緣填築水

社壩及頭社壩，圈圍既有天然湖泊來形成

之湖庫，水庫水源除原有之集水區域外，

主要由水庫東方濁水溪上之武界水庫越域

引水而來。 

 

緣起 

1919 年 4 月台灣電力株式會社成

立，當年 8 月即開始擘畫興建日月潭水力

發電工程，規劃為當時亞洲最大的水力發

電工程。 

  日月潭位處台灣地理中心地帶，原是

台灣最大的天然湖泊，海拔約 727 m，周長 

 

4 km、水面面積約 5.75 km2、水深約 4.5 m、 

容量約為 1,830 萬 m3，舊稱水社大湖，因

湖面東邊比較廣闊呈日輪形為日潭，西南

邊比較狹長呈月弧形為月潭，通稱日月

潭；湖中一島位於日潭月潭之間，為珠仔

嶼，最高點距水面 21 m，日月潭水庫完工

後改稱玉島，建有神社，光復後改稱光華

島，建有月下老人祠，但，因為其為邵族

人的聖地，基於尊重原住民文化，改稱拉

魯島，原有之漢人文化色彩清除，供邵族

人管理使用。 

  日月潭發電工程係利用原日月潭西岸

水社部落附近北流之水尾溪興築壩高 30.3 

m 之水社壩，以及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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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興工前之日月潭全景 

（照片提供／大觀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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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水社盆地間之谷地興築堰堤，為壩高

19.08 m 之頭社壩，圍之而成，水面面積增

為 8.3 km2、容量增加為 1.49 億 m3。日月

潭集水區面積僅有 17 km2，日月潭水庫水

源主要引自濁水溪，從武界興建水壩，經

長約 15 km 水路隧道引水來，並且以日月

潭當作水庫，利用 320 m 落差引水發電。 

準備工作 

在當時環境，沒有各項基礎設施，一

切幾乎從零開始。興建要如此浩大的工

程，需要相當多之準備工作。由於施工的

需要，除動力來源先在北山坑（今南投縣

國姓鄉北山村）建設一座 1,800 瓦的水力發

電所外，並從鐵路縱貫線二水站，分出一

條鐵道直達抵日月潭發電廠所在地的車

埕，用來運送工程所需的物資和材料，這

便是日後的縱貫鐵路集集支線(全長約 36 

km)，並於車埕至水社間以及東浦至武界間

架設索道二條，並興建水社與司馬按(今九

族文化村)、魚池與東埔輕便電氣鐵道，完

成施工交通通道，且在司馬按成立建設部

事務所及員工宿舍。 

 

興工與停工 

   日月潭發電工程於施工後不久就遇

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全世界經濟蕭

條，物價上漲，期間又遭遇關東大地震、

引起日本經濟大恐慌，在經費不足之下，

自 1922 年 8 月工程不得不宣佈工程延緩，

期間日人曾數度努力試圖復工，但皆因時

運未濟而無法進行，至 1926 年決定停工，

二水至車埕間鐵路由總督府收購，日月潭

的發電工程因此延宕了近十年，直至 1928

年提出再興工事計畫，1929 年新任總督川

村竹治以政府保證外債方式復工，並就計

畫設計及施工加以檢討，於 1930 年提出再

興工事計畫，1931 年 6 月籌措外債資金後，

於 1931 年 10 月才再行復工。 

 

第二度興工 

依據 1927 年美國水力發電工程權威

Stone and Webster 顧問公司專家來台對發

電計畫工作全盤技術檢討所作報告，再興

工事計畫之設計檢討改變事項包括： 

(1) 壩體型式改變：日月潭之水社壩及頭

社壩堰堤原設計為混凝土壩，再興工

事計畫檢討改為土堰堤，主要著眼點

為降低工程成本，並確認變更設計之

技術可行性。 

(2) 水路縮短：原濁水溪引水口之地點由

姊妹原改為武界，因此導水路長度由

20 km 縮短為 15 km。 

(3) 最大引水量減少：最大引水量原定為

57 m3/sec，修改為 41 m3/sec，引水隧

道直徑由 5.5 m 修改為 4.4 m。 

(4) 日月潭蓄水量減少：日月潭蓄水高程

由海拔 756 m 縮減為 748 m。 

  日月潭水力發電工程在濁水溪武界地

方建一座混凝土壩以及引水口，再以長約

15 km 之隧道引取武界地區濁水溪的溪

水，引溪水注於日月潭，日月潭作為發電

水庫，庫水由水社取水塔經約 3 km 壓力隧 

道及鋼管到水里溪旁之門牌潭發電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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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經營此巨大工程，在日月潭毗鄰之司

馬按設立建設大本營，並將全部土木工程

分成七個工區，並委由日本內地的營建業

會社，以先進的技術和機械分區、分段施

工來建造此一工程。日月潭水庫為第六工

區，包括水社頭社兩堰堤、進水口、餘水

路(豎井溢洪道)、及前段壓力隧道 673 m，

由鐵道工業得標，金額為 169.6 萬日圓，日

月潭工區工事事務所設在今涵碧樓址。 

工程於 1931 年 10 月興工，並於 1934

年 9 月 30 日竣工，在三年間即完成日月潭

水力發電工程，其施工效率和品質是當時

世界級的工程之一，依統計全部工程共動

用人力 253.4 萬人日，其中日月潭之第六工

區動用達 54.9 萬人日。 

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日人命名為「門牌

潭發電所」，後來改稱「日月潭第一發電

所」，是為「大觀發電廠」的前身，其所發

電出的電力，係由南北之特高（高壓）送

電幹線，北送至臺北各發電所，南則送至

嘉義、高雄各變電所提供全省電力使用。 

 

 

 

 

 

 

 

 

 

 

 

 

 
 

 

 

  

 

 

 
 

    

   

 

 

 

 

 

 

 

 

 

 

 

 

 

 

照片 3 位於濁水溪之武界混凝土壩 

照片 4  日月潭水社壩 

照片 2 當年頭社築堰堤之施工情形 

照片 5 日月潭第一(大觀)水力發電所(廠)之取水口(右)頭水壓力鋼管與 

廠房外觀(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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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開發 

  日月潭發電工程竣工發電後，又增加

第二期工程，即「日月潭第二發電所」的

建築工事；這是再利用「日月潭第一發電

所」的餘水，以落差 140 m 的水力來發電，

可得 43,000 瓦的電量，此一工程於 1935 年

12 月興工，至 1939 年完工。 

  「日月潭第一發電所」和「日月潭第

二發電所」的完工和發電，對台灣之經濟

發展，貢獻良多並且影響深遠。 

  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月潭第一發電

所」在 1944 年 10 月及 1945 年 3 月，先後

兩次遭受到盟機的轟炸，室外變電所嚴重

破壞，發電陷於完全停頓狀態。台灣光復

後，台灣電力株式會社改組為台灣電力公

司，由於戰後台灣復建需要，在國人主持

下，迅速修復，成為光復初期，全島供電

之主力。設備容量約佔當時全系統 37 %，

對當時安定社會，穩定經濟，振興工業，

貢獻良多。先總統 蔣公於 1948 年 10 月前

來巡視，蒙賜名為「大觀」，從此即更名為

「大觀發電廠」，而日月潭第二發電所亦更

名為「鉅工發電廠」。 

   之後，為了充分利用日月潭水庫資

源，台灣電力公司於 1981 年開始興建明湖

抽蓄發電計畫，於 1985 年 8 月竣工，是台

灣第一座抽蓄發電廠，稱為大觀二廠，總

裝置容量 1,000 萬 kW，當時也是遠東地區

最大的地下發電廠。台灣電力公司在明湖

抽蓄發電廠竣工後，又籌建「明潭抽蓄發

電廠」，於 1987 年 9 月興建明潭抽蓄發電

廠，1998 年 6 月竣工，總裝置容量 1,600

萬 kW，當時為亞洲第一、全球第四大之抽

蓄電廠。1997 年進行新武界隧道及栗栖溪

引水工程，充分利用濁水溪上游及支流 

流量挹注至日月潭，增加水力發電效益， 

因而使得日月潭除觀光休閒及人文價值之

外，還兼具有增進社會經濟建設福祉功能。 

 

日月潭水庫周邊相關水力設施佈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