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溫泉管理問題談溫泉法 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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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溫泉」對國人而言，不再是一個名詞，而是成為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泡溫泉」、「泡

湯」儼然成為全民新生活運動，更是新聞媒體節目的寵兒，建商、旅館飯店、渡假勝地眼中的金

雞蛋、票房保證；探究溫泉能得到眾人青睞之魅力，除在於其提供享受泡熱水的樂趣、舒解壓力

外，具有神奇醫療復健功效更為眾人津津樂道的，絕非一般溫水可以替代；所以，自人類發現溫

泉以來，中外各國如日本、土耳其、匈牙利、冰島等，莫不視為該國至寶，更是該國發展休閒遊

憩觀光、療養重要資源一環。  

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帶上，島上地質與構造複雜，地震頻繁，溫泉徵兆

多，迄今已知的溫泉徵兆區已超過 120餘處，全島縣境目前除了雲林縣、彰化縣及澎湖縣等三縣

迄未發現有溫泉露頭之外，其餘各縣境均有溫泉分布，其中以台東縣、宜蘭縣及南投縣分布之溫

泉最多。所以台灣地區溫泉資源利用的歷史其實甚早，然政府開始重視其發展，並有計畫的投資

改善其環境，則是近幾年的事；相信泡過溫泉的國人，對目前溫泉地區的印象觀感普遍不佳，且

都很難相信或忍受這是高國民所得應有的環境，諸如公共設施不足，管線任意架構，整體景觀零

亂，建築物土地使用分區不合，非法佔用公有地，水權無法取得登記等，因此，才需政府公權力

介入管理，起步是比起日本晚了2、30年。 

政府管理溫泉具有多重標

的，包括保育國家稀有珍貴水資

源，保護消費者用水權益及健

康，管制業者任意開發並強制其

提供安全舒適的泡湯場所等，更

負有振興觀光成長、發展溫泉產

業的使命；所以，行政院於 88年



5月25日核定「溫泉開發管理方案」跨出溫泉開發利用管理的第一步，隨即依經發會共識決議，

制定溫泉法，經濟部奉行政院指示，研究國內溫泉地區現況與問題，邀集產、官、學界舉行座

談、公聽會，研擬「溫泉法」草案，期藉由溫泉法立法之施行，建立我國溫泉管理法制，並使溫

泉開發保育管理與促進溫泉觀光產業有法源規範，進而依法輔導協助現有溫泉業者，妥善規劃建

設溫泉區，改善整體環境及設施品質，落實溫泉資源永續保育及利用；行政院於91年3月20日

將「溫泉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92年6月3日完成三讀程序，並於92年7月2日

經總統公布，共計32條文。  

 



二、溫泉管理問題與機會 

目前溫泉地區既存的問題錯綜複雜，經分析主要可歸納為五項

管理面向：  

1. 事權面：缺乏事權統一的專責管理機構，導致溫泉資源

普遍非法利用。  

2. 基礎資料面：溫泉資源基礎資料闕如，或未經系統性整

理，無法據以進行有效的保育及管理。  

3. 水權面：部分溫泉業者未依規定申請水權，私自取用溫

泉露頭水源或任意鑽井汲取，往往過度開發或超抽溫泉

水源，權責機關又未能有效統籌規劃管理，導致溫泉資

源有日趨枯竭現象。  

4. 規劃面：現有已開發溫泉地區，缺乏整體規劃，不僅溫

泉管線任意架構、景觀零亂，且公共設施普遍不足。  

5. 土地利用面：部份溫泉地區開發受限於地權利用、環境

保護、山坡地開發利用、濫墾濫建等諸多問題，不僅影

響公共安全，且建築物土地使用分區不合，非法佔用公

有地，破壞整體環境景觀與保育。  

上述溫泉管理諸多問題，僅是表象，其背後的成因，仍

脫離不了經濟學理上之供給需求面法則，若能從經濟角度切

入，相信更能掌溫泉管理核心問題；首先，台灣五十年來的經

濟奇蹟，讓人民富裕了，所以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國人休閒時

間增加，相對的對休閒養生的價值觀亦隨著改變，對於溫泉供

作休閒療養使用的需求性日增，於是帶動國內休閒產業的崛

起；剛開始時，由於需求供給面尚能平衡，所以溫泉問題並不

嚴重，但隨著商人相準溫泉商機潛力無限之巿場，不斷加碼投

資，加上政府重視觀光產業的效應下，供需失調所衍生的問題

便一一浮現。 

其次，瞭解溫泉成因的人都應該會認同「溫泉」是屬於



稀有財，基本上，溫泉是地下水的一環，其成因有三種，包括火成岩區（如北投溫泉）、變質岩

區（如台東知本溫泉）、沉積岩區（如宜蘭礁溪溫泉）的溫泉，且受到地質條件的限制，其水量

補注速度很慢，換言之，溫泉是無法像地面水一樣，只要一場大雨或颱風，便能快速又大量補充

水源，所以溫泉水資源先天上在供給面有限度的。  

第三，國土規劃之土地使用檢討，跟不上經濟成長腳步及民間需求，巿場供需失衡，於是違

規使用土地的亂象，便無法杜 ?；看到這一幕，不禁令人回顧起，台灣經濟奇蹟其實是建築在犧牲

社會環境成本，為免溫泉發展步其後塵，國人對溫泉法的立法，抱有很高的期許。  

在行政院推動「溫泉開發管理方案」階段，政府著實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加強溫泉水資源之

保育及管理，推動為期六年（ 90年至96年）之「溫泉觀光整體開發建設計畫」，選列陽明山馬

槽等四處示範區、北投等十四處整建溫泉區，進行溫泉地區環境品質改善與整體規劃開發，包括

整頓溫泉區凌亂環境景觀、塑造具特色之溫泉區形象、整建溫泉區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吸引民間

投資溫泉區之開發建設與經營管理等；不過，為了台灣溫泉觀光產業長期發展，以及溫泉水資源

之保育及永續利用，仍需一部溫泉法，作為政府執行上的強力後盾。  

溫泉法在法制設計的基本理念，仍在確保溫泉水量及永續利用之前提下，逐步發揮溫泉之多

元性特質，諸如發展觀光休閒遊憩、農業栽培、地熱利用、生物科技、復健養生等事業外，同時

亦強調溫泉的公平、合理利用及公益性；由於考量當前國內時空環境、條件，現階段仍是以觀光

休閒遊憩為重，故在溫泉法立法過程中，經參考德日等相關溫泉法規及國內特殊泡湯結構，其主

要內涵包括採取溫泉集中管理模式、建立溫泉成份標示制度、「使用者付費」、「受益者付費」

環境成本概念，及溫泉區劃設管理等。  

上述所謂採用溫泉集中管理模式，例如在溫泉水量之管控方面，包含有溫泉取供事業、溫泉

使用事業及公共管線之機制，在空間方面，則有溫泉區之經營管理；建立溫泉成份標示制度，則

有溫泉基準、溫泉標章；至於「使用者付費」、「受益者付費」環境成本概念，則係指溫泉取用

費之徵收，以符合公益性。有關細部規定，則補充規範於溫泉法之十三項授權子法，分由經濟部

（水利署）、交通部（觀光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有關溫泉法組織架構、主要內容

及相關授權子法之簡介，摘述如附錄。  

三、消費者切身的溫泉課題  

1.溫泉水質衛生條件問題： 

為保障消費者健康，有關溫泉業之營業衛生管理工作，目前係由各級衛生單位依據「台灣省營業

衛生輔導要點」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生署所擬訂之「溫泉浴池水質微生物指標」、「溫泉

浴場設施衛生基準」，實施稽查輔導；地方政府衛生局會定期對轄內之溫泉場所作水質檢測，如

總生菌數超量與規定不符者，將要求業者改善合格為止。  



2.非溫泉原湯問題：  

今 (93)年3月份有一則南部新聞報導，說某知名溫泉區有所謂三湯，原湯、回鍋湯(循環過濾回鍋

使用)、再製湯(沖泡溫泉粉)，雖說帶點嬉謔，倒也突顯溫泉水量供給與巿場需求失衡的窘境；問

題的核心在於，雖說回鍋湯與再製湯，應具有與原湯相同的功能，惟是否就會被消費者接受，這

是屬於消費者心理及偏好層次，很難有定論；但不改變國人喜好穩密性高個人浴場之泡湯習性，

在溫泉水量供給面無法滿足需求面情況下，消費者不僅泡到非原溫泉的機率高，對於溫泉水資源

之保育、永續利用，仍是一大威脅，故如何教育民眾養成良好的泡湯習慣，例如入浴池前，須先

洗淨身體再入池內，並宣導多使用大眾池，少用耗水量高的個人池等，改變對原湯溫泉的偏好，

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3.溫泉療效問題：  

國人喜愛溫泉，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深信溫泉能提供身體健康一定程度的療效，且都能指證歷

歷，否則大家去洗三溫暖的溫水池就好；在日本鳴子町立溫泉醫院，其溫泉醫療費用是納入健保

給付項目，雖然現階段的溫泉法對溫泉療效著墨不多，僅於第一條：「⋯⋯提供輔助復健養生之

場所，促進國民健康⋯⋯」作宣示性的規定，相信在未來，如何將溫泉療效納入國內輔助性醫療

體系網及健保體系，必是時勢所趨。  

4.溫泉住宅問題：  

在當前房地產景氣低迷的現況下，有二類型的推案是逆勢上揚、異軍突起的，第一種是位於天然

溫泉地區的溫泉社區，例如北投溫泉社區，在台北巿政府大力推動溫泉博物館、溫泉公車等利多

下，為該社區帶來了買氣，比起同區一般的產品價格高出很多成；另一類型，則是建商以溫泉為

推案訴求，不論是採用載運供應溫泉方式或用溫泉粉補充社區溫泉水源不足問題，甚至開鑿深井

取水，確實提高了銷售率及單價；不過交屋後所衍生的問題及爭議，例如由於溫泉管線維護問

題，溫泉水源枯竭時是否有廣告不實等糾紛，才是消費者與政府相關機關深思的問題。  

四、結語  

溫泉法甫經總統公布，象徵國內溫泉產業新的里程碑，首要之務，當是整頓改善現行溫泉地

區的管理問題，循序輔導業者步向合法經營；而對於溫泉產業的願景：「提振溫泉業者投資信

心」、「提昇溫泉從業人員就業率」、「帶動國內各地區溫泉經濟產值」、「建立溫泉療養保健

體系、「培訓溫泉產業專業人才」、「提倡台灣溫泉文化」等，不僅國人充滿了期待，更有賴政

府及民間共同努力。相信只要方向對了，成功的機率就大了。  



附 錄 

一、溫泉法組織架構及主要內容  

一般民眾對溫泉（泡湯）的認知上，總認為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就如同在家中沐浴身體、浸

泡在水中一樣，實則不然，因為溫泉的使用牽涉

到營業場所，自然離不開泡湯公共安全、溫泉水

品質、衛生條件、消費者權益、健康等，其背後

所涉及的權責機關、法規層面則非常複雜，包括

溫泉泉質、浴池的衛生條件、建築、環境保護、

水土保持、文化、原住民等。溫泉法之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有關溫泉之觀光發

展業務，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第二條），其組織架如表 1。  

溫泉法共分六章（包括總則、溫泉保育、溫泉

區、溫泉使用、罰則、附則），計三十二條，重

點內容摘述如下﹕  

1.申請溫泉水權登記：  

申請溫泉水權登記，應取得溫泉引水地點用地同

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本法施行前已依規定取得溫泉用途之水權或礦業

權者，主管機關應輔導於一定期限內辦理水權或

礦業權之換證。 

本法施行前，溫泉法施行前，已開發溫泉使用

者，主管機關應輔導取得水權。（第四條）  

2.申請溫泉開發許可：  

溫泉取供事業開發溫泉，應附土地同意使用證

明，並擬具經水利技師及應用地質技師或礦業技

師簽證之溫泉開發及使用計畫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開發許可；變更時，亦同。  

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國有林區、森林遊樂

表1 組織架構圖 



區、水質水量保護區或原住民保留地者，各該管機關亦得辦理溫泉取供事業。（第五條） 

3.建立溫泉基本資料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調查轄區內之現有位置、泉質、泉量、泉溫、取用量、使用現況等

建立溫泉資源基本資料庫，並陳報中央主管機關。（第十條）  

4.徵收溫泉取用費： 

為保育與永續利用溫泉、主管機關得徵收溫泉取用費。  

溫泉取用費，除支付管理費用外，應專供溫泉資源保育、管理、國際交流及溫泉區公共設施之相

關用途使用，不得挪為他用。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所徵收溫泉取用費，應提撥至少三分之一納入行政院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

金，作為原住民族發展經濟及文化產業之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之溫泉取用費，除提撥原住民族地區三分之一外，應再提撥十分

之一予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溫泉事業發展基金，供溫泉政策規劃、技術研究發展及國際交流用途

使用。（第十一條）  

5.劃設溫泉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溫泉露頭、溫泉孔及計畫利用設施周邊勘定範圍，報經中央觀光主

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劃設為溫泉區。（第十三條）  

為有效利用溫泉資源，地方主管機關得擬訂溫泉區管理計畫，加強管理。（第十三條）  

溫泉區劃設如涉及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之變更，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調土地使用主管

機關依相關法令配合辦理變更，並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會同各土地使用中央主管機關依溫泉區特

定需求，訂定溫泉區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溫泉區，中央觀光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

機關辦理。原住民族地區之溫泉得輔導及獎勵當地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經營，其輔導及獎勵辦法，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定之，以落實政府保障原住民權益之政策。（第十四條）  

6.核發溫泉標章： 

溫泉使用事業應將使用之溫泉送經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團體檢驗，合格後發給

溫泉標章，並於明顯可見之處懸掛。（第十八條）  



7.罰則： 

有關違反溫泉法有關規定之處罰（第二十二條至三十條），整理如下表：  

8.附則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現已開發溫泉使用者，

未能於一定期限內取得合法登記之業者，應有 7年之緩衝期限改善辦理。（第三十一條）  

二、溫泉法授權子法  

配合溫泉法（以下簡稱本法）之施行，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與中央觀光主管機關（交通

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應訂定各相關授權法規計 13項子法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