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水紮根觀點‧分享‧創意」座談會  

節水服務團／蘇娟儀 整理 

  

早春三月的一個略有涼意的午後，遠離了嚴肅的會議室，在充滿人文氣息的紫藤廬，來自學界、教育

界、推廣單位及官方的菁英們，針對節水紮根 VS.創意行銷，展開了一場別具新意的觀點對話⋯⋯⋯

主 持 人：陳仁仲 執行秘書（工研

院能 資所節約用水宣導與技術服務

團） 與談貴賓：朱全斌 教 授（台灣

藝術 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 

林建 棕 校 長（台北縣深坑國小） 

林鎮 洋 教 授（台北科技大學土木

系） 

徐玉齡 組 長（台北市立動物園推廣組） 

謝政道 組 長（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主持人／陳仁仲（工研院能資所節水服務團執行秘書）：  

過去節水議題大多是從比較硬的技術面切入，今天我們特別在這

個充滿文藝氣息的空間，從一個比較軟性的面向來討論節水紮根的主

題，期待藉由輕鬆的對話方式，請各位提供智慧、創意及分享，共同激

盪出節水教育宣導及紮根工作的新方向及新思維。  

從國外節水教育推廣的相關經驗的分析調查，顯示節水教育從開

始推廣到可以看到成效，所需時間大概是 10到15年，所以節水推廣教

育工作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項任重道遠的任務。 

節約用水宣導與技術服務團協助政府推動許多節水紮根推廣工作，大致包括了網站宣導系統、示範案

例的建立、論壇、座談會與宣導活動的舉辦以及平面、電子媒體宣導系統等等，累積了不少的成果，

 



除了建置國內最專業的節約用水網站 ---節約用水資訊網站以及國內第一個結合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觀念之國小水資源教育網站－【水精靈星球】外，節水團設計規劃之台北市立動物園之

節水示範案例，在國內外亦深具知名度與影響力，截至目前已收集雨水75萬噸，並廣泛採用省水器

材、雨水利用及再生水利用系統，同時動物園之雨水利用系統亦被康軒文教機構列入國小五年級教材

之一部分。而在三芝國小節水示範案，除設置雨水利用系統外，亦在水利署的協助下設置國內第一座

區域性水資源教育中心，另有慈濟功德會、環球技術學院、雲林科技大學、東泰高中等相關雨水及再

生水示範案例，深具指標意義。此外於1996年6月15日創刊至今已發行32期的節約用水季刊，持

續提供相關單位及民眾包括技術及生活面的節水資訊，以及許多相關節水宣導活動及文宣等。這些概

括說明了本團過去推動節水工作的一些做法與成果。  

檢視我國的節水推廣工作，過去到現在政府投入了許多資源，也有許多單位共同協助推廣，達

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如果能夠加以整合，或進行較整體的規劃及資源分配，應該可以達到更高的加

乘效益。  

究竟節水紮根，特別是在教育宣導方面，可以從哪些面向著眼及施力方向呢？或許從去年我們

進行的一項民眾節水意識調查可以探尋到一絲線索。  

民眾洗碗時的用水習慣 已換裝二段式／省水型馬桶樣本中為近 2年換裝比例  

 

    



    

民眾的節約用水觀念與行為 民眾認為政府提升民眾節水觀念的需求度 

謝政道（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組長）： 

政府推動節水至今也累積了許多能量及成果，但是誠如剛才主持

人提及的，許多資源未加以整合，例如節水娃娃、寶寶就有許多的版

本，常常會令人混淆，可以整合推出一款系列性的代言人形象造型來進

行推廣，就如同麥當勞的造型娃娃，帶起收集風潮，達到節水觀念推廣

的目的。  

未來節水推廣可以從點、線、面三個方面來思考。在點的方面，

可以配合聯合國 3月22日水資源日進行較具深度及延續性的系列活

動，如舉辦水資源週甚至是水資源月的相關活動都別具意義，諸如結合
 



民眾在假日常去的一些場所，例如在動物園找出一些值得我們參考的動物節水習性或概念的介紹，在

植物園展示跟植物節水部分的趣味性資訊，在歷史博物館展出台灣節水的歷史，讓民眾到處都可以接

觸到節水訊息，達到整體的教育宣導成效；此外去年首度舉辦的雨水收集創意競賽，也是相當有創意

的教育推廣活動，每年可以持續辦理，擴大它的影響力，甚至未來可以朝向國際奧林匹克大賽的方式

來策劃；而示範點的建立也相當重要，像是動物園就是一個成效相當突顯的案例，未來可以繼續推動

類似示範點，擴大推廣效益。 

在線的方面，從現今台灣水資源的使用狀況來看，農業用水佔 70%、民生用水佔20%、工業用水佔

10%，其中農業用水應有很大的節水空間，希望未來建立起一套機制，將水資源利用分為農業、民生

及工業等三條線，各線相關資訊及成果都匯集到水利署來整合，而經濟部也依這三條線訂立節水效益

目標。  

在面的方面，我們有兩個網站，一個針對一般民眾，一個針對小朋友，推出以後反應相當好，

未來可以持續利用網路擴大節水推廣教育。節水紮根的一個重要對象是針對我們的下一代，應該深入

校園，但過去比較欠缺節水相關的教育教材，這是未來可補強的部分。另外一個面向則是要深入社

區，在社區宣導除了發給節水文宣、介紹省水器材外，還可以設計更有創意的方法，例如我們開發了

節水袋，裡面有一些簡易的節水裝置，讓社區住戶可以直接運用在家庭生活中，實用又可以達到節水

效果。  

此外節水的推動當然需要許多的配套，諸如調整水價，節水就有了誘因，廢水及雨中水回收也

會有它的驅動力，此外亦可考量藉著水價之調整規劃一些配套措施，像是鼓勵換裝省水器材除了可以

省水外，政府將補助部份換裝費用，可從水費去倒扣，都可以提高一般民眾的接受程度。  

徐玉齡（台北市立動物園推廣組組長）： 



動物園在節水及節能方面，這幾年來一直與經濟部水利署、能源

會及工研院合作進行公益性的推廣，收到了很好的推廣成效。今天我用

個案的方式，來與各位分享。 

「給我一間酷酷的小屋」，這是國內第一本節水節能的童話故事

書，由動物園與經濟部水利署、能源會以及工研院能資所節水團合作而

產出。過去只要談到節能節水的宣導議題，民眾一般都會抗拒，但是我

們嘗試著用生動活潑童話故事書的方式，以台灣保育類動物黑熊為書中

主角，避免教條式的宣導訴求，將節水節能議題巧妙的融入故事情節

中，獲得許多的好評。動物園在推廣方式上，也採取長期深入的模式，我們每週安排固定時段，接受

親子及學校的預約，開闢「給我一間酷酷的小屋」教室，配合說故事、動手 DIY等活動，持續舉辦節

水節能教育宣導，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是卻不斷累積長期的效益，比起火花式的大型活動，這種細

水流長的教育活動顯得更有紮根的效果。 

 



第二個部分是「不理耶誕老人的耶

誕節」活動。每年的聖誕節假期可以說

是動物園遊客量的高峰時期之一，站在

教育推廣的角度來看，聖誕節假期更是

不可錯過的一個宣導時機，在 2002年我

們同樣與經濟部水利署、能源會以及工

研院能資所節水團合作，舉辦了「大黑

小黑過聖誕」的活動，塑造了動物園節

水代言人－台灣黑熊，以動物劇場的方

式，傳達節水節能的訴求，並以融入動

物園環境教育的手法，推廣節水理念。 

接下來是 2003年「共築節能糖果

屋」的活動，這是由我們與工研院節水

團共同舉辦的一個充滿創意的活動，在

動物園有一棟以推廣建築節能及節水概

念的節能屋，預計在2004年正式開幕，

去年聖誕節我們有一個暖身活動，以童

話故事中的糖果屋為出發點，邀請小朋

友們一同來共築模型節能糖果屋，也共享節能所帶來的甜頭，而在動物園從山下到山上的步道上，也

有多處節能節水的闖關活動，讓民眾透過活動的參與，以寓教於樂的方式，獲得節水節能的知識。  

教育推廣並不是一廂情願的把想宣導的資訊灌輸給孩子，其中表達的方式、管道以及素材都必

須符合孩子的需求，顧及他們的接受程度。走進動物園推廣組，你可以看到推廣人員在看漫畫，因為

他們要不斷的瞭解現在的孩子們在想些什麼？在兒童的世界流行什麼？我們必須推出符合孩子們需求

的素材，否則根本打不進孩子們的世界，推廣的效益將會大打折扣。以上這些經驗都是動物園相當成

功的教育推廣活動及成效，在這裡與各位分享，希望能激發出更多的創意與想法。  

林鎮洋（台北科技大學土木系教授）： 

台北市立動物園開闢「給我一間酷酷的小屋」親子教室，進行

節水節能紮根式教育宣導 

 

台北市立動物園以動物劇場的方式，傳達節水節能的訴求 



20年來，台灣最熱門的話題就是環境污染，過去淡水河整治共投

了500億，成效雖然不彰顯，但是當時相關單位以淺顯易懂的表達方

式，如一頭豬的污染量相當於5個人，所以台灣養豬的污染等於一共有

5,000萬人的污染量，讓民眾容易瞭解。所以生活化相當重要，過去我

們一直迷信教育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所以環工做不好，大學要廣設環

工系，節水做不好，就趕快宣導，大家是否還記得資源回收的外星寶

寶，這可以說是不負責任決策，並沒有落實到生活化。我記得當時我要

到德國唸書，申請學校時我非常失望，因為全德國沒有環工系，但是他

們全國都在做環保。我到小學上水資源課程，發現他們對水資源議題的了解程度令人驚訝，但是在生

活中他們實行多少，我倒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當時我就要他們算一算馬桶沖一次水等於多少寶特瓶

水的量，小朋友們興趣高昂，很認真的計算著水量。相對的我回到大學上課時，要求學生回家利用水

費單，換算成立方公尺等數據，以及做出我國與聯合國公佈的水費佔國民所得的比例之比較，我發現

他們真的很頭大，這些將來要從事專業環境工程或者從事與水相關工作的學生們居然有這些障礙，所

以我們的教育真的與生活脫節了；也因此我們每人每日用水量居高不下。教育要有成效，就一定要從

生活化切入才有效果。  

而水利署與工研院可以從專業的角度來做一些事，比如一輛專業的節水車，至大街小巷協助民

眾換裝省水器材；此外也可以積極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議，讓國際聽到我們的聲音。而總統府

有一套太陽能光電系統，如果可以設置雨水收集及相關節水系統，這也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推廣方式及

管道。  

林建棕（台北縣深坑國小校長）： 

 



我認為應該從觀念與資源的整合來看這件事，我們應該用永續這

個觀念來看節水，如教育部在推動環境教育時，是從政策、空間及行動

改造、教學及生活等四個方向進行，工研院也可以從這些面向來思考。

 



深坑國小是一所具百年歷史的學校，我們希望營造節能、環保、

生態、健康多元的學習環境，讓百年老校邁向永續發展，而深坑國小推

動節水是從搶救老樹的活動開始的，在我們校園中有兩棵百年老樹，專

家告訴我們要搶救老樹只要讓它有水就可以了，所以我們敲開樹周圍水

泥地，創造會呼吸的地面，還給大樹呼吸的空間，也讓雨水回歸大地，

後來又看到動物園雨撲滿的例子，給我們很多啟發。  

在本校的水資源教育策略上，首先增加校園透水鋪面，讓雨水回

歸大地，敲除水泥地面、以生態工法營造濕地；其次進行屋頂雨水截

流，導入雨水屋、貯水桶，目前全校有 70%屋頂截流，總容量42公噸；

學校也回收洗蔬果用水（2,000人用餐：洗水果2公噸、洗蔬菜10公噸

以上）；更換省水龍頭；並將水資源觀念融入課程與落實生活並重。 

   

深坑國小以永續校園的理念，在校園中營造出濕地環境，創造生

物多樣性環境，回歸土地涵養水資源，而這片溼地也吸引了候鳥的駐

足，這為學校師生帶來了極佳的環境教育素材及實例。而在生活上這些

回收的雨、中水可以用來沖洗廁所，也可以供給濕地，減少自來水用

量。我建議水利署未來在推動校園節水教育時，除了省水、省錢之外，

亦可以教導學校讓雨水回歸大地及雨水回收利用。  

其實現在的孩子知道的很多，但是不一定能與生活上有所串聯，

所以未來水資源教育如何設計一些運用創意、融入生活化的教材，相當

值得教育推動者深思。像水利署規劃的【水精靈星球】網站，對孩子們

就相當有意義，又如雨水收集創意大賽，就是一個非常具創意、也深具

教育意義的水資源教育體驗，像新竹光明國小的蜘蛛網造型的收集器以

及水精靈長老的稻草收集方式等等，對孩子來說，都有相當多的啟發。

這是 2004深坑創作家---親子創意圖案徵選的活動，環境教育也可以跟美

勞創作結合，深化孩子們的想像創作力。  

而深坑國小在推動整體水資源回收系統及教育工作以來，我們每

深坑國小雨水屋  

改裝設省水龍頭–小兵立大功  

深坑國小永續校園起點－搶救

百年老樟樹 



年可以省下 10萬元的水費。所以水利署可以推動兩個系統，一個是學校節水的自我檢核表，一個是

個人及家庭的節水檢核表，讓學校及家庭更深入了解自我的節水潛力，像深坑國小就有自己的檢核表

格，而水費降低的最大功臣應該是全面更換省水器材。剛才林教授有提到節水車的設置，我倒是覺得

如何提供誘因更為直接，如果政府能夠加以補助，就是相當好的誘因。另一方面，也可以配合教育部

永續校園改造計畫，讓全國45所學校進行環境改造，水利署可以藉此推動校園整體水資源規劃概

念，除了省水器材的更換外，也將雨、中水回收概念融入其中。未來也可以思考推動單位節水績優的

掛牌，如果學校機關節水做得好，就頒發認證標章或掛牌，對學校機關建立一個獎勵機制。甚至對孩

子也可以有節水小天使的獎狀或證書，給他們鼓勵，讓他們成為節水推廣的種子。另外3月22日水

資源日應該要突顯它的重要性，讓它成為一個重點節日。  

朱全斌（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教授）： 

節水紮根除了教育系統外，其實媒體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過去運用媒

體，大多是以單向宣導為主，民眾的接受度較低，而就這個議題來看，

對媒體而言，比較難去吸引大眾媒體或新聞記者的關注，必須運用不同

的媒體策略。諸如動物園的酷酷屋等素材，如何突破地域的限制，運用

跨部會的力量，整合到教育體系中，就可以發揮極大的教育推廣效益；

又如跨媒體整合的運用，像網路世界中的阿貴，與相關電視台、平面媒

體的行銷整合，造就了它成功的行銷成果，而節水推廣同樣也可以和平

面、電子媒體，特別是兒童的相關版面及節目進行合作，例如公視的水

果奶奶節目等，也可以達到不錯的效果。串聯媒體並不難，重點在於如何提供及設計豐富有賣點的內

容訴求，諸如動物園的例子以及深坑國小搶救老樹的經過，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吸引人的故事，可以透

過孩子們自己的眼光，自己來寫故事，或者是拍攝自己生活上的節水故事，對媒體而言，他們也需要

不同面向的素材，就有了一些合作的空間。 

像是兒童網站的部分，未來也可以加入兒童自己的一些素材及方向；而在媒體層面，也可以跟一些版

面做一些主題式的配合；我曾經看過聯合國的一個紀錄片，忠實的紀錄了非洲國家缺水的情況，影片

給人相當震撼的印象，而台灣也曾經遭遇水荒，我們也可以將相關的情境紀錄下來，其實台灣人很健

忘，當缺水危機一過，馬上又恢復了原來的用水習慣，所以可以透過水荒影片的提醒，以威嚇的的宣

傳手法，喚起人們的缺水經驗，這也是一個媒體運用思考方向。  

 



 

國小老師使用【水精靈星球】網站 

作為水資源教育素材 
深坑國小在校園中營造出濕地環境，創造生物多樣性環境 

 

此外也可以結合社會其他力量，共同合作達成推廣目標，例如許多基金會有許多經費，你們可以找出

兩方合作目標的最大公約數來進行互利的合作，像是花旗當時就有一個針對兒童為目標的推廣案，公

視就提出了一個相關的媒體配合計畫，於是兩方就產生了一個一千萬的合作機制，相當成功。 

主持人結語： 

工研院節水團有一個完備的節水實驗室，過去也有媒體朋

友經由水利署的轉介，前往節水實驗室採訪，而媒體也反

應國內有如此完善且生活化的實驗室，媒體界卻較少得到

相關的的訊息，相當可惜，所以未來節水實驗室也可以經

由媒體的曝光，向大眾傳達更多的節水資訊。  

今天的座談，對節水紮根未來的做法與方向，提供了相當寶貴的建議，感謝各位的參與。其實節水教

育最終目的，就是讓民眾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落實節水行動，擁有一顆愛水的心，讓我們共同朝向這

個理想與目標努力。  

民眾節水意識調查詳細分析內容數據，請參閱節水季刊第 3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