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春雨不如預期，各地水情未見明顯改善，而負責協助南科半導體

大廠用水的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善用缺水危機推銷「再生水」穩定

及源源不絕的供應特質，寫下多項水資源再利用新紀錄。為半導體用水

大戶量身訂製純水級標準，並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完成國內第一

座交換水源再生廠。節水激發的多贏策略，值得借鏡。

目前全球消費者使用的眾多產品，多數依賴臺灣公司製造的半導體

晶片。其中高端晶片，約有 90%在臺灣生產。這些晶片應用範圍，已

逐漸擴及國防、醫療產品，其「護國」功能不僅展現臺灣科技實力，近

來甚至演變成國際外交籌碼，地位愈顯重要。然而晶圓製程需要大量純

水清洗，若缺水問題無法緩解，不僅影響半導體產能，亦衝擊國內製造

業生產及民生經濟活動。中央銀行近期主動提出警訊，箇中原因，可想

而知。

「缺水問題絕非瞬間出現。」臺南水利局長韓榮華表示，經歷 110

年的百年大旱，各界對缺水現象更加敏銳。因此，去年臺南降雨量來到

30年新低時，中央與地方立刻聯手抗旱整備工作，更加嚴謹。對照 109

年春天就任記者會上，韓榮華被賦予的「治水防洪」重責，「抗旱」工

作來的又急又猛。「以前最怕女兒提起何時能放颱風假，現在多麼希望

颱風來啊！」他說，水利業務從山到海，無一不關乎民眾生活。從事水

利業務 20多年，交手無數颱風，卻不曾放過颱風假，即使人在家中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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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命，不得休息。如今臺南已超過 600天沒下豪雨，

除了做好抗旱整備工作外，也祈求老天幫忙，讓乾枯

的水庫快速解渴。

以臺南擁有全臺第一大水庫曾文水庫，及烏山頭

水庫、南化水庫的條件，用水供需本應不成問題。依

經濟部各標的用水統計年報分析，106年到 110年平

均臺南每年用水量約 10.69億噸；對比境內所有水庫

總容量合計約11.16億噸，用水確實綽綽有餘。然而，

水庫不堪年年颱風及豪雨沖刷，淤積嚴重，有效容量

已降至約 6.76億噸。想要用水無虞，水庫得每年蓄

滿 2次。隨著南科不斷擴廠，廠商用水量快速增加，

供水穩定挑戰越來越大。尤其全球極端氣候造成旱、

澇兩極化，水利局的任務備受考驗。

水利局預估未來用水需求，至 125年將達每日

120.3萬噸，與現況每日約 106萬噸供水能力相比，

有著 14.3萬噸的缺口壓力。他很感謝行政院在 110

年 8月快速核定臺南海淡、南化水庫溢流堰加高工

程，及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讓水利局同仁可以專注

推動再生水計畫。其中，屬水利署珍珠串計畫一環之

曾文南化聯通工程尤其重要。他說，去年 8、9月，

曾文水庫水位明顯偏低已有缺水徵兆時，還好南化水

庫仍是滿水位，心中稍微鬆一

口氣，想著幸好南化水庫還不

錯，但見其自由溢流口白花花

的水庫水持續溢流不停留，又

想，這些溢流水如果能給曾文

水庫該有多好，就這樣流掉多

可惜阿。而這起工程，豐水期

可以讓庫容較小的南化水庫滿

溢水，送往庫容較大的曾文水

庫蓄存；而枯水時期，曾文水

庫就能送水支援庫容較小的南

化水庫，互補有無，可有效解

決以往曾文水庫、南化水庫相

互遠水救不了近火的狀況；另

外，中央也積極規劃推動南化

水庫溢流堰加高工程，加高溢

流堰高度 1.5 公尺，可提升有

效蓄水量近 1,000萬噸，在中

央與地方通力合作下，未來臺南各水庫調度能力更趨

靈活更有效率。

韓榮華表示，從去年 8月即進入綠燈水情提醒，

12月進入黃燈減壓供水，今年 3月開始減量供水，

前後共召開 5次抗旱整備會議，並啟動各項基本應變

措施，包括市府機關、學校、業務節水。經濟發展局

則統一受理抗旱水井的產業媒合，督促各局處多多運

用回收水。旱災應變中心以每日全臺南市用水量 100

萬噸為目標，落實橙燈應變措施。發現未達節水率標

準的用水大戶，即刻配合自來水公司執行水表鉛封，

目前已鉛封 269家。

安平、安南、官田、仁德、虎尾寮、柳營及永康

等 7座污水廠，每天提供 16,800噸回收水，在抑制

揚塵、道路清洗、路樹澆灌上效益顯著，並做為清明

掃墓防火備用水。民眾或機關可自由取用，各取水點

24小時免費開放供應。中央水利署協助抗旱，在臺

南配置的 7台移動式 RO淨水設備，每日供水 2800

噸。韓榮華觀察發現，取用情況並未達到產出量，沒

有想像踴躍，十分可惜。研判原因，與節水調控節奏

有關。目前的減量措施，尚未出現水龍頭滴不出水的

窘境。

圖 1、臺南市水資中心地點及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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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再生水，他在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服務期間，

參與全國第一座鳳山再生水廠興建，及污水下水道工

程經驗，繼續派上用場。但「同樣是一滴處理過的再

生水，高雄與臺南發揮的效益就是不一樣，臺南挑戰

特別多。」他指出，關鍵在於使用端對水質要求標準

不一。高雄中鋼用在製程冷卻，再生水軟化後略優於

自來水標準即可；但臺南的南科半導體大廠，卻要用

於晶片製程，須達純水等級。專管專用配送到廠商端

直接取用，難度高，投入的經費當然不可小覷。韓榮

華認為，為了滿足客戶要求，水質差異化可以透過進

階設備達成，只要落實使用者付費，「再生水客製化」

不僅是策略，也是協助廠商接軌國際綠色經貿的重要

解方。

談起媒合廠商，從點頭同意使用，到使用者付

費，對不善商場談判的水利人來說，確實挑戰。韓榮

華表示，能夠體諒廠商「在商言商」的立場，但處理

成本不能全民負擔。透過水價成本分析，逐一說服業

者接受，到完成簽訂用水契約，關關難過關關過。他

強調說，再生水具有水循環利用的特性，發展再生水

作為新興水源，已是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要指標，臺灣

必須急起直追，超越國際。此時不做，未來更難做，

水利局同仁從用水需求量、水價接受度、供水地點及

供應水質，不斷討論、協調後達成協議，逐一克服困

難的精神，令人敬佩。

目前臺南再生水廠有永康、安平、仁德，共3座。

率先從111年12月16日分2階段開始營運的永康廠，

第一階段供應南科台積電、聯電、群創等公司每日 0.8

萬噸，第二階段供應南科每日 1.55萬噸。在臺南進

入減量供水「橙燈」時，為南科整體用水貢獻出 4.7%

節水效益。隨著擴廠工程的推動，現階段永康再生水

可即時補充南科科技廠用水近 1/2橙燈減供水量，是

南科用水的重要安定劑。供應用水量分別為：台積電

4,928噸 (61.6%)，聯電 1,536噸 (19.2%)，群創 1,536

噸 (19.2%)。

而位於安平水資中心場區內的安平再生水廠，

主要水源取自水資中心的放流水，目前水資中心污水

處理量每日達 13萬噸，足以供應再生水每日 3.75萬

噸的處理量，是南科新水源之一。但從安平送水到南

科，路途遙遠，沿途要經過安平區、安南區、中西區

及新市區，管線拉 24公里長。施工壓力相當大，水

利局除要求統包商務必遵循法規辦理，並由同仁與專

管單位進行不定期與夜間巡檢，避免意外發生。今年

3月已可供應每日 1萬噸再生水，南科配水池亦建置

臨時取水站，將餘裕再生水提供南科園區廠商取用。

因應抗旱緊急增擴設備，預計 112年 4月底每日可

供至 2萬噸再生水，未來產水規模將可擴大至每日 6

萬噸。

為了媒合再生水的使用，韓榮華召開難以計數會

議，難度及時間最久，莫過於國內第一座仁德交換水

源的三方契約合同，被形容幾近「魔王」等級。他說，

當初仁德廠尋找用戶時，距離約 4公里的奇美公司率

先同意，但仁德主供對象卻是 30公里外的南科廠商。

因水質影響水價，在水價審議時，奇美廠對水質要求

不若台積電高，只願意負擔自來水的承購價，差額由

圖 2、水資中心回收水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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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支付。「當中的困難度實在太高，確實曾閃過

要放棄的念頭。」韓榮華表示，109年 4月 1日到

任就開始接觸此案，在奇美、台積電兩大廠間不斷開

會、折衝，廠商都有各自的想法與堅持。彼此祭出嚴

厲的法務條文、工程流程條件外，長達 30公里、工

程款超過 20億的輸水管道工程，及耗水費開徵後的

水費計價攤分比例等問題，絲毫不退讓。

沒想到，110年的百年大旱，造就了一線生機！

大旱期間，唯一不缺水的高雄中鋼，成了使用再生水

模範生。有此前車之鑑，台積電積極掌握主導權，奇

美也適度讓步，110年底終於塵埃落定，寫下國內再

生水換水機制典範。事實上，此案從106年開始規劃，

水利局同仁無怨無悔，直到 111年才決標，他對同仁

的付出深表謝意。如今，得來不易的三方用水契約，

詳載市府與廠商間的各項權利義務，包括輸水管建設

經費，以及長距離輸水動力費用等。預計 113年完工

供水，規畫最大每日 1萬噸。屆時 3座再生水廠每天

最多可供 6.3萬噸水，約為 1/3座南化水庫有效蓄水

量，奠定高科技產業擴展用水需求。

走過「百年大旱」考驗，臺南市政府水利局累

積許多寶貴經驗，也看到推動過程的瓶頸與困難處。

韓榮華在議員質詢時曾被砲轟圖利廠商，質疑為何只

給南科台積電，卻不就近給地方業者？「我們調查訪

談過，在地廠商不想用啊！」韓榮華無奈指出，地方

傳統業者認為自來水方便又便宜，誰要用比較貴的再

生水。目前國外再生水價都比自來水低，誘因高。如

日本東京都的再生水價低於一般自來水，民間接受度

高。反觀臺灣，長期低價的自來水，成了阻礙再生水

發展的最大因素。為了說服使用端負擔更高價格的再

生水費，必須多重協調才能達成共識。

「極端氣候乾旱頻率愈高，再生水的價值就愈

高。」他認為，這不是幸災樂禍，也不是危言聳聽，

而是廠商為了求生存及邁向循環經濟的因應之道。現

在缺水，廠商個個急著要求供應；萬一風調雨順時，

可以停用嗎？當然不能！韓榮華認為，再生水無法

說停就停，如何消除使用端的投機心態，確保長期

穩定使用？未來還需要努力突破，才能達到各方皆

贏目標。

圖 3、再生水廠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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