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瞻智慧水管理與節水計畫 2.0

為
全面打造韌性城市，同時建構台灣下世代水環

境建設，行政院於 106年核定實施「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以「水與發展」、「水與

安全」及「水與環境」為三大建設主軸，透過跨部會

資源對齊新思維、系統調度及智慧管理新技術，結合

治水、淨水、親水新環境與節水循環新產業等措施，

營造韌性的優質水環境，使我們的水環境更具防護

力、抵抗力及恢復力。

考量急遽增加的淹水與缺水風險，前瞻計畫除

持續推動工程建設，同時參考國外水資源管理之新思

維，導入智慧科技來應變水患及提升用水效率。其項

下研提之「推廣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

畫」亦就防洪、地下水、自來水管網等所需智慧管理

工具的導入進行示範，並將雨水貯留系統建設及產業

用水輔導措施推動一併納入，藉此達成降低淹水風險

與損失，並讓水資源供需調度發揮最大效益的目標。

自 106年至 109年已投入 13億元經費，預估節省水

量達到 346萬噸。

鑒於前期計畫實施期程即將於 109年底屆滿，考

量政府施政之一貫性及延續性，仍需持續擴大投資，

加速推動水資源智慧管理相關工作，經濟部遵循「建

構智慧管理之水資源政策」之政策架構，並依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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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用水常態化行動方案」提出之具體措施，以建構節

水循環用水社會，實現水資源永續管理為願景，研提

「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及創新節水技術計畫」，作為

未來 4年水資源永續管理及節水工作推動之依據，除

前瞻擘劃國家水資源基礎建設所需，同時審慎務實推

動相關工作，以因應未來情勢可能之變化。本計畫自

111年至 113年將再投入 8億元經費，預估節省水量

為 354萬噸，設定達成 4大目標如下：

(一 )  建置地下水權大用水戶智慧量水設備，有效蒐集

分析地下水抽水資料。配合縣市政府相關自治法

規制定，強化區域地下水資源管理，避免其過度

抽用造成環境災害。

(二 )  建構自來水智慧水網，從水源及管線端逐步擴展

至用戶端監測及用水管理，進而提供一站式之水

務智慧化應用。配合老舊管網汰換及檢漏管理，

有效降低供水損失。

(三 )  擴大雨水貯留利用推動範疇，提升偏遠地區用水

之抗災、耐災韌性。配合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建置多功能雨水花園等綠色基礎設施，減少都會

區淹水風險。

(四 )  推動廠商整體用水效率自我管理，落實企業社會

責任。配合省水標章產品查核管理、節水成效追

蹤及檢討等，促進節水常態化。

「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及創新節水技術計畫」，除銜

接前期計畫成果，持續精進水資源智慧監測管理、促

進水資源多元利用、推動節水循環外，並結合逕流分

擔與出流管制相關措施，強化雨水管理，期能滿足國

家長期整體發展需求，提升民眾生活服務品質，因應

未來異常氣候變遷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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