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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條件

後天因素

我國特殊水環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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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上游坡降多超過1/100

河川地形地勢險峻

地形陡峻→3/4以上雨量直流入海或蒸發損失、輸砂量大

河谷狹窄→可建壩庫容受限

地質年淺質弱→適合建壩地點受限

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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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降雨量時空分布不均

38~100年平均值

空間分布不均

山區最高>8,000公釐

平原最低<1,200公釐

時間分布不均

豐枯水期比差異大

豐枯水年差異>2,000公釐

2:8

3.5:6.5 1:9

2:8 2:8

(毫米)

(月)

北部地區平均年雨量

2,952毫米

(毫米)

(月)

南部地區平均年雨量

2,518毫米

(毫米)

(月)

中部地區平均年雨量

2,143毫米

(毫米)

(月)

東部地區平均年雨量

2,546毫米

65% 89%

77% 78%
(毫米)

(月)

台灣地區平均年雨量

2,496毫米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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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2,502 3,916

第18缺水國

不及世界
平均1/5

 每人每年可分配降雨量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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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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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生
日
數

年

十年平均線

十年移動平均線

115次
1980~1989年
平均

118次
1990~1999年
平均

200次
2000~2010年
平均

以全台水利署及中央氣象局共148站進行統計

大雨次數越來越多

日雨量大於等於200mm以上發生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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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洪旱交替頻率密集、影響幅度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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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水區地質不佳、冲蝕量大

地質年淺質弱→適合建壩地點受限

地質破碎→易沖刷

 921地震→地質更加鬆動

石門水庫

榮華壩

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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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表層水
河川水質受污染

 水體水質不佳

夏季高溫→水體表層水藻類繁

殖快速嚴重影響水質

強降雨沖刷→河川原水濁度易

高升無法使用

原水濁度高

我國特殊水環境－先天條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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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水土保持破壞

集水區濫墾濫伐

道路過度開闢及維護不當

我國特殊水環境－後天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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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垃圾棄置

高山噴灑農藥及肥料耕植

家庭及工業廢污水排放污染

畜牧污水排放放污染

人為水質污染

取自網路照片

垃圾污染

高山蔬菜

農田重金屬污染

我國特殊水環境－後天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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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當養殖、灌溉及

其他自行抽水

地下水嚴重超抽

我國特殊水環境－後天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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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地區
過度開發利用

不透水區域擴大
→地下水入滲量減
少、地表逕流增加
人口成長與集中
→ 水需求量及污水
量增加

高缺水地區
產業發展不當

高耗水產業錯置
→高缺水風險區
亦大力爭取高耗
水產業投資、影
響產業未來發展
及衝擊原有產業
永續經營

高敏感脆弱區
不當利用

高敏感區土地不
當利用災害不斷
→浪費社會成本
救災、衝擊土地
涵養水源功能

城鄉地區
缺乏永續利用

城鄉地區缺乏
永續發展、成
長管理之理念
→農業發展地
區土地無法永
續利用、衝擊
農業生產及農
田儲蓄水源功
能

我國特殊水環境－後天因素一

國土利用欠缺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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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年水庫供水量43.3億噸，目前水庫有效容量約19.1億噸，
平均運用率為2.3次。(石門水庫達4~5次)

180億噸

19.1億噸

台灣

水庫有效容量佔全年
用水量10.6%

公告水庫96座

835億噸

300億噸

日本

水庫有效容量佔
全年用水量36%

公告水庫2,774座

全
年
用
水
量 水

庫
容
量

» 全年用水量含自
水庫、攔河堰取
水及地下水源

蓄水容量不足

我國特殊水環境－後天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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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追求水資源永續利用

提供安全的基礎用水

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天然水資源開發利用總量管制(200億噸/年)
枯水期天然水資源取水量零成長(2001年水準)
提高各標的用水效率

多元化備用水源開發

節水推廣及宣導

提升農業用水管理效能

水資源施政目標二

建立政府民間溝通平台



16

120年施政量化目標

新興水源

海水淡化使用量：50萬噸/日

再生水使用量：120萬噸/日

人均用水量  271公升/日降至240公升/日

自來水漏水率 自21％降低至15％

地層下陷區
持續下陷面積：

633km2減少至100km2

水資源施政目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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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三

1.建立水源以供定需機制

追求水資源
永續利用

提供安全的
基礎用水

建立政府民
間溝通平台

3.落實推動三全節水運動

4.提升既有水利設施效能

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

6.適時合理調整水價

7.建立政府民間溝通平台

施政目標 推動策略

2.極端異常氣候因應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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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水資源開發總量規劃合理上限

◎ ◎◎
2001年 2011年 2021年

200億噸

182億噸Ceiling

提高用水效率前

提高用水效率後

水
資
源
需
求
年
總
量

時間

1.若節約用水發揮預期功效，
需水量高峰將於2021年前
發生。

2.未來即以此高峰值，進行
水資源開發總量管制。

3.如有新增用水需求，則以
新興水源及調度移用措施
支應。

水資源推動策略－1.建立水源以供定需機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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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1.建立水源以供定需機制三

單位：億頓/年

地下水源
≦40 (20%)
地下水源
≦40 (20%)

水庫調節
50 (25%)
水庫調節
50 (25%)

河川取水
110 (55%)
河川取水
110 (55%)

生活需水量
≦35 (17.5%)
生活需水量
≦35 (17.5%)

工業需水量
≦30 (15%)
工業需水量
≦30 (15%)

農業需水量

≦ 120 (60%)
農業需水量

≦ 120 (60%)

保育需水量
≦15 (7.5%)
保育需水量
≦15 (7.5%)

不受總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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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規劃納入「水」思維

不適居住處
不要住人

高淹水潛勢
區限制開發

嚴重地層下陷
區限制開發

國土規劃欠缺永續發展思維

高淹水潛勢、嚴重地層下陷區等
脆弱敏感區位，劃定為國土保育
區限制開發。

避免高耗水產業錯置高缺水潛勢
地區

避免地層下陷區發展依賴地下水
產業。

水資源推動策略－1.建立水源以供定需機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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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實際用水量紀錄、用水量

差異說明、節約用水計畫執行

情形、用水回收措施、用水減

量措施。

依區域計畫法、開發行為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非都
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
計畫作業要點規定審核核發
用水、供水之同意文件。

依據區域水資源供需審核計

畫用水、節約用水及水源供

應計畫。

未達計畫使用水量則依用水計

畫差異分析之審查，廢止、撤

銷或變更其用水計畫。

建立電子化線上申報系統。

查核審查

水資源推動策略－1.建立水源以供定需機制三

強化用水計畫審查暨查核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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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年11月17日水利法施行細則

第15條規定，地面水可核發總

水權量為各河系流量超越機率

百分之八十五之水量。

水利法第17條規定，團體公
司或人民，因每一標的，取
得水權，其用水量應以其事
業所必需者為限

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第4
點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審

核水權之引用水量時，應參

酌引水地點之各月水文狀況、

上下游既有已核發之水權、

環保基流量及事業所需用水

量覈實核發水權。

水權登記案件核辦流程：

依申請人提出之用水範圍

進行稽核作業。

計算其事業合理用水量。

核算地面水潛能水量。

依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

覈實核給水權引用水量。

供給面檢核

水資源推動策略－1.建立水源以供定需機制三

加強水權登記檢核作業

需求面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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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2.極端異常氣候因應調適三

進行未來水資源供需缺水潛勢、風險度與回復力分析、氣候變遷對地下水
資源衝擊分析、水資源風險地圖劃設、調適方案路線圖訂定等工作。

檢討必要且適度開發傳統水源，及積極發展不受天候影響的海水淡化、水
再生利用等新興水源，提升整體水源的可靠度及備援能力。

N
C

D
R

之A
1B

情
境
下
供
水
風
險
地
圖
劃
設

調
適
方
案
路
線
圖
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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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3.落實推動三全節水運動三

三全
節約用水運動

地方與中央協力推動

全國
民間與政府攜手努力

全民

各行各業每一個人
共同參與

全面

檢漏及獎勵
＊自來水事業及用戶漏水改善
＊獎勵設置雨水貯留利用
＊獎勵使用省水標章產品

教育宣導

＊擴大愛水節水宣導
＊節水教育紮根
＊環境教育園區

評比考核
＊機關、學校、農田

水利會及國營事業
節水評比
＊企業用戶績優表揚

＊節水城市評鑑

降低生活用水量降低生活用水量 提升農業用水效率提升農業用水效率 提升工業用水效率提升工業用水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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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生活用水量降低生活用水量 提升農業用水效率提升農業用水效率 提升工業用水效率提升工業用水效率

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

修正農田水利會組織通則

允許水利會農業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
水利會多元化經營

有效運用灌溉用水

提升農業水資源利用效率
檢討合理農業灌溉用水水權、農業灌溉用水現況檢討

強化灌溉管理
強化灌溉用水管理、增設埤塘貯留雨水及迴歸水

推廣農業節水技術
辦理自動化灌溉管理示範計畫、推廣省水噴滴灌溉設施

水資源推動策略－3.落實推動三全節水運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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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生活用水量降低生活用水量 提升農業用水效率提升農業用水效率 提升工業用水效率提升工業用水效率

辦理工廠節水技術輔導

持續辦理工廠節水輔導

建立節水技術資料庫

辦理工業節水技術研習會

水資源推動策略－3.落實推動三全節水運動三

落實工業用水節約

推動營利事業節約用水獎勵制度

強化產業用水審查

推動產品水足跡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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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4.提升既有水利設施效能三

北部 中部 南部

水庫聯通調度 石門水庫、翡翠水庫 鯉魚潭水庫、石岡壩 曾文、南化水庫、高屏堰

水源聯合運用 新店溪、大漢溪 大安溪、大甲溪 曾文溪、高屏溪

推動區域水源聯合調度及運用，增加水資源供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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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重流及渾水排砂異重流及渾水排砂 繞庫排砂

‧集水區保育
‧攔砂壩
‧調水調砂水庫

上游減淤

‧繞庫排砂
‧河道疏濬
‧機械開挖

中游導淤

‧機械清淤
‧水力排砂
‧水中抽泥

庫區排淤

‧河道放淤
‧淤泥多元化

處置

下游放淤

 15座重要水庫總庫容淤積量7.48億立方公尺，
淤積率28.2％，水庫庫容淺碟化影響供水能力
及使用壽命。

水資源推動策略－4.提升既有水利設施效能三

水庫既有設施更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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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4.提升既有水利設施效能三

土砂平衡降低水庫淤積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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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地面水
傳統水源

新興水源

多元化
水源開發

地下水

再生水
生活污水

事業廢水

回收
處理

海水
海水淡
化處理

在總量管制的前提下，適度開發新興水源

貯留雨水

海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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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再生水

101年工業大戶自設再生水廠運轉中者，計有中鋼、中龍、台化纖維 (麥寮)、
友達(中科后里)、中美和(林園)、台積電(竹科)、台塑勝高、奇美材料、奇美電
子 (竹科竹南)、南亞電路板、華映 (桃園)、台橡、台灣凸版 (南科)、台灣茂矽
(竹科)、正隆紙業、永豐餘 (清水)、南亞科技、茂德 (中科)、貝民 (香山)等19
廠。

CMD

120,352

850,000
950,000

120萬

110年101年 120年

污水大戶

工業大戶

廢水廠放流水

污水廠放流水

污水廠放流水

污水大戶

50萬

200,000

700,000

工業大戶
廢水廠放流水

工業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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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註：處理成本 = 建造成本+營運成本，不包含取水成本

再生水廠

砂濾 超過濾 逆滲透

消毒

都市污水處理廠

298萬噸
放流

承受水體
污水下水道

工業製程
(20~25元/噸)

生活次級河川保育
(2~3元/噸)

離子交換
工業冷卻
(15~20元/噸)

依污水廠條件及水質需求而異

都市污水廠放流水再生供應工業使用

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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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再生水除可替代工業用水水源外，經科學論證及立法後，亦可
視水質需求作為地下水補注及農業灌溉水源。

放
流
水
量

大
於
2
萬
噸

高
缺
水
風
險

地
層
下
陷
區

規劃設計
規劃中污水廠一
次到位或保留三
級處理用地

規劃設計
規劃中污水廠一
次到位或保留三
級處理用地

媒合促成
穩定性之用水大
戶為去化對象、
建立溝通平台

媒合促成
穩定性之用水大
戶為去化對象、
建立溝通平台

鄰
近
工
業
區

具
潛
在
使
用
者

萬噸級再生水
廠具經濟效益
-新加坡5座新
生水廠設計量
1.9萬～19萬噸

缺水需求
-再生水作為替
代水源

去化對象
1.用水需求大
2.產業發展穩定
3.管線距離近

去化對象
1.用水需求大
2.產業發展穩定
3.管線距離近

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都市污水廠放流水再生供應工業使用

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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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5.5萬／10萬／29.7萬CMD
供台中港工業專業區
12.85萬CMD
透過環評要求中龍使用
中石化與中國人纖等亦表達
使用意願

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1.7／5／11萬CMD
供臨海工業區
中鋼BOO開發再生水廠
預計104年處理9萬噸放流
水產水4.5萬噸

目前放流量／目前設計量／終期設計量 規劃中 已規劃 模廠

中壢水資源回收中心
0.0/3.9/15.7萬CMD
供大園、觀音工業區
透過環評要求亞東石
化使用2.8萬CMD

目前放流量／目前設計量／終期設計量

目前放流量／目前設計量／終期設計量

既有污水廠個案

3示範計畫

產水約24萬噸

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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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臨海水資源回收中心
0.0／2.0／8.0萬CMD 
供應臨海工業區用水

高雄楠梓水資源回收中心
4.0／6.3／12.5 萬CMD
供應仁大工業區用水

斗六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1.0／1.5／2.0 萬 CMD
供應雲林科技工業區

台南台南水資源回收中心
0.0／2.3／9.3 萬CMD
供應南科高雄園區

台南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0.0／2.9／8.7 萬 CMD
供應南科、樹谷工業區

台中大里水資源回收中心
0.0／3.5／7.0 萬CMD 
供應烏溪河川復育 彰化彰化市水資源回收中心

0.0／1.5／6.0 萬CMD
供應彰濱工業區

桃園桃園水資源回收中心
0.0／5.0／20.0 萬 CMD
供應大園及觀音工業區或南
崁溪河川復育水源

桃園龜山污水處理廠
1.4／2／3.5 萬CMD
供華亞科技園區

目前放流量／110年預估／終期設計量

目前放流量／110年預估／終期設計量

目前放流量／110年預估／終期設計量

目前放流量／110年預估／終期設計量

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再生水

未來具推動潛勢個案

台中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0.0／3／9萬CMD 
供應中科台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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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海水淡化廠
(250,000CMD)

海淡水源供水穩定、技術成熟，為值得推動之水源，國
內每噸產水成本約30~50元，可優先提供產業作為保險
用水。

未來推動規劃及目標

目前規劃辦理者包
括桃園、新竹、臺
南、彰濱及離島海
淡廠等。

馬祖南竿950CMD海淡廠海
水淡化機組

水資源推動策略－5.推動多元化水資源開發三 海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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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費支出僅占家庭消
費支出0.51% ，遠低
於WHO認定合理比
率2-4%。

國內水價已逾18
年未隨物價波動
調整

註：消費者物價指數採用95年為基期（亦即95年為100）。

水價現況

水資源推動策略－6.適時合理調整水價三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100年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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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利產業、使用端均缺乏投資誘因

水資源推動策略－6.適時合理調整水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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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須不斷挹注資金方
能維持服務水準

 水費收入不足，無力擴大
投資自來水老舊管線汰換
更新

90-100年挹注台水公司經費合計251.35億元

台水公司財務無法平衡，長期依賴政府財務補
貼，無法投資設備更新經費。

水資源推動策略－6.適時合理調整水價三

台灣自來水公司歷年漏水率與管線汰換率

註：國際自來水協會IWA建議每年管線汰換率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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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摘自網路新聞資料

水資源推動策略－7.建立政府民間友善溝通平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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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SOP

 將依「水資源規劃環評舉

行公開說明會標準作業程

序」辦理，並廣邀各機

關、民代、權益團體、意

見領袖及民眾參與，以利

外界瞭解及意見交流。

水資源推動策略－7.建立政府民間友善溝通平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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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溝通

湖山水庫聽證會曾文越引計畫部落面對面

提供網路平台及資訊公開

具體作為

水資源推動策略－7.建立政府民間友善溝通平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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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水環境條件特殊，使雨水雖多但患不均，又面
臨未來萬變的氣候異常情境，除研訂長遠水資源政策目
標與推動策略外，持續籌款投入水資源科技研究亦十分
重要。

 本署後續尚待進一步研究之水資源科技包括：水庫泥砂
運移機制、防淤隧道襯砌材料與工法、庫區水力防淤機
械與工法、防淤規線與水庫操作規則、土砂去化與淤泥
多元利用、海淡及水再生成本能否進一步降低及友善的
水資源生態環境建立…等。

 “水＂是有限資源，非取之不盡、用之不竭，未來仍期
待與各領域之專家、學者及全民共同攜手合作，讓寶島
水資源永續利用。

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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