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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近期旱象 

   貳、臺灣是多雨但缺水的國家 

   參、氣候變遷衝擊使缺水情勢加劇 

   肆、建構韌性水臺灣 

   伍、結語 

   陸、交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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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近期旱象 

一、春雨偏低：據氣象局分析，東亞沿岸冷海溫位置較往年
偏西北，華南雲雨帶出大陸後偏北移動 

華南雲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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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象局建站以來，遇到最枯旱的一次狀況(近67年來同期最少) 

水庫蓄水率 臺灣地區供水情勢(枯旱預警)通報  

4月1日轉為紅燈 

桃園市及新
北市林口區 

新北市 
板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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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旱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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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臺灣是多雨但缺水的國家 

原因一：年降雨量豐沛，但僅20%可以使用 

降雨量 
約900億噸 

損失80% 
(蒸發20%、入海60%) 

留存20% 
(河道15%、地下水5%) 

水庫供水量 

22% 

河川引水量 

56% 

地下水抽用量 

22% 

民生用水 

19% 
 

工業用水 

10% (含再生水1%) 
 

農業用水 

   71%  
 

總用水量180億噸 

(水庫供水10%、河川引
水43.6%、其他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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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二：豐枯水量不均，且高度依賴颱風降雨 

 

 

 

 

 
 

23(2)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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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三：坡陡流急，集水區過度開發，致蓄水設施淤積嚴重 

集水區過度開發 

+ 

◎17座重要水庫之合計容量為26.5億M3，

約佔96座公告水庫總容量之93%。 

◎17座重要水庫中，計有5座水庫淤積已
達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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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四：人口、產業集中於都會區，致用水尖峰提高 

人口密度圖(2015年1月統計) 

高耗水產業進駐高缺水地區 人口高度集中於主要都會區 

臺南 

高雄 

 
 
 

雙北、桃園 

新竹 

 
 
 

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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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每人每日耗水量 
(102年268公升) 

100個城市之每人每日耗水量(國際水協會(IWA)2008年) 

 

原因五：節水仍有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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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性小旱、週期性大旱 

 參、氣候變遷衝擊使缺水情勢加劇 
一、氣候變遷效應導致台灣降雨豐枯震盪加劇： 

2500 

2014總降雨量約660億噸，
為往年平均值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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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缺口(民國120年, A1B情境, 單位: 萬CMD)

台南 

臺中 

桃園 

聯合國：2030年恐大缺水，全球水資源拉警報 

IPCC：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水資源為未來最重要議題之一。 

 因應未來，應建構韌性水臺灣。 

※水利署科研計畫資料 

二、民國120年可能的供水缺口，將近210萬噸： 

63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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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建構韌性水臺灣 

願景 建構韌性水臺灣 

 

 
現況 

 

 
 

一、民生：每人每日用水量268公升、自來水管線漏水率
18% 

二、農業：約126億噸、灌溉損失30%以上 

三、工業：一般工業區回收率69%、科學園區回收率85% 

未來 
10年 
目標 

一、民生節水4億噸(每人每日用水量降低至240公升、管線漏水率14%) 

二、農業節水6億噸(農業用水120億噸以下) 

三、工業節水1億噸(一般工業區回收率達75%) 

一、願景、現況及未來10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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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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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源 – 傳統水源： 

      1.水庫活化及新建： 

阿公店水庫 

(2)水庫加高 

曾文水庫 湖山水庫 

(1)水庫更新 

(3)水庫新建 

湖山水庫 

石門水庫 曾文水庫 

鳥嘴潭人工湖 

https://ms.wra.gov.tw/?_task=mail&_action=get&_uid=1428&_mbox=INBOX&_part=2&_downloa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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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庫清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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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淤積改善策略-整體改善策略 



17 
17 

水庫歷年清淤情形 

2,131萬m3 

3,250萬m3 

6,831萬m3 

91年前 

98年8月 

莫拉克風災後 

統計至103年底總清淤量12,212萬m3，約一座鯉魚潭水庫容量 

持續 

辦理中 

目前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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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源 – 傳統水源：  2.區域調配支援： 

中區 南區 

(1)同一標的跨區調度 

1.板新地區供水改善第
1、2期工程 

2.大漢溪水源南調桃園
工程 

 

台北、板橋、桃園 苗栗、臺中、彰化 

1.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
運用輸水工程 
2.臺中支援彰化管線 

 

 

臺南、高雄 

1.臺南與高雄地區青水
輸水管線(南高一線) 

2.南化水庫與高屏溪攔
河堰聯通管路 

3.臺南高雄水源聯合運
用調度輸水工程 

(2)不同標的調度 

•農業用水、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相互支援調度 

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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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井
操作機房
加壓站

高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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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伏流水(10萬噸/日) 

(一)開源 – 傳統水源： 

      3.伏流水： 
羅東堰伏流水(0.3萬噸/日) 



20 
20 

(一)開源 – 新興水源： 

      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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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水廠：新竹廠 

海水淡化廠：彰濱廠 

再生水及海水淡化近期推動計畫： 

高雄 

海水淡水廠：北桃、桃園廠 

再生水廠：桃園、中壢廠 

海水淡化廠：臺中廠 

再生水廠：豐原、福田廠 

海水淡化廠：臺南廠 

再生水廠：永康、安平廠 

 
 
 
 

海水淡化廠：高雄廠 

再生水廠：臨海、鳳山溪廠 

臺南 

桃園 

臺中 

彰化 

新竹 

馬祖 

金門 

澎湖 

◎離島之海淡廠已充分發揮成效 
◎臺灣之海淡廠則因企業在期待 
  水價補貼，影響推動期程。 

離島海水淡水廠共計18

廠，每日產水約2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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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行動方案 

策略 措施 

降低 

生活用水量 

提升農業 

用水效率 

提升工業 

用水效率 

全面裝置省水器材 

全面查漏行動 

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 

有效運用灌溉用水 

辦理工廠節水技術輔導 

推動產品水足跡標示 

落實工業用水節約 

全民節水動起來 

目前成果 

268公升/每人每
日用水量 

旱時，減緩民生
及工業用水壓力 

工業用水回收率
(R2回收率)69.8% 

(二)節流 – 1.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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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與地方 
攜手共同 

加強民眾節水共識 

3月12日愛水節水月啟動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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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流 – 2.自來水減漏： 

策略 措施 

水壓管理 

主動漏水防治 

管線及資產管理 

加強管理水量計維護作業 

加速修漏時效及品質 

引進先進測漏儀器 

進行水壓水量合理管控 

加強水壓管理 

積極推動分區計量管網建置 

提升檢漏技術 

汰換管線長度 

6,000公里 

降低漏水率5.30％ 

110年降至15％以下 

建置2,000個 

分區計量管網 

目標(111年) 

修漏速度與品質 

每年約可節省1億6,500萬噸水量 

降低漏水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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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院裁示之強化作為(1/3) 

  措施 

供給面 

1. 維持水庫永續功能、積極多元開發、彈性
調度 

2. 農業：配合區域條件，檢討耕作制度，以
水定農 

3. 工業： 

1) 利用大數據進行能資源整合回收循環運
用 

2) 開發再生水供工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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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需求面 

1. 農業：推廣耐旱作物及高效節水增糧技術 

2. 工業： 

1) 高缺水風險地區新開發案自覓水源或強制使用
再生水（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104.3.16函院審
議） 

2) 推動耗水費徵收、旱季水價(水利法修正案-

104.3.23院審議)   

3. 民生：省水器材分級暨強制使用(自來水法修正案-

104.3.26院審議)   

三、依院裁示之強化作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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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 

管理面 

1. 善用大數據分析，智慧管理水資源。 

2. 農業： 

1) 全面推動科技化管理及掌水工制度 

3. 工業： 

1) 落實用水計畫審查與查核，提高用水效率（水
利法修正案-104.3.23院審議） 

4. 民生： 

1) 持續強化自來水減漏 

2) 常態性夜間減壓供水 

3)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供次級用水使用 

三、依院裁示之強化作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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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結語 

一、面對氣候變遷挑戰， 在兼顧產業、糧食與社會正
義下，水資源政策不僅持續辦理開源與節流工作，
更需運用大數據分析，建構韌性水臺灣，訂定3大目
標，在未來10年推動。 

二、因應未來可能供水缺口高達120年210萬噸，必須積
極推動產業提高再生水使用率(含水回收率)及降低
管線漏水率。 

三、公私部門與民眾一起節水，共同抗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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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交流議題 

如何留住八里、中區污水廠放流水? 

 一、污水廠提升為再生水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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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都、地層下陷區及高耗水縣市供需條件 
單位：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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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里污水廠放流水再生利用可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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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供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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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供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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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區污水廠放流水再生利用可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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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供需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