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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資源短缺不只是

台灣的現象，也是21世

紀全球最急迫、複雜的

問題。據聯合國預估，

2025年全球九十億人口中會有二十三億人沒有安全飲用水。再加上最近數

年來全球氣候的異常，打破台灣地區四十年來「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

旱」的旱象規律。缺水，逐漸演變成這幾年每逢春夏之交，準時降臨台灣

的惡夢。  

屬於海島型氣候的台灣，先天就已難逃缺水的宿命，且被聯合國列為

全球排名第十八的水資源貧乏地區。面對逐年提升的用水需求及水資源開

發不易的情況下，節約用水便顯得更為重要，然多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節約

用水，台灣地區民眾平日的用水習慣為何？民眾對節約用水的態度又為

何？一直為大眾所好奇的問題，以下即本團以92年度台灣地區23縣市(含

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針對1,067位20歲以上的男女民眾，以電話簿

系統抽樣的電訪方式，分別以民眾平日生活用水習慣、民眾的節約用水意

念、民眾對水費調整看法及民眾對節約用水宣導與推廣建議等四大主題所

做的調查分析。同時，調查研究亦特別針對缺水的外島地區民眾進行訪

問，以了解當地民眾的節水意識。 

二、民眾平日的用水習慣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物質文明的日益提升與生活習慣的改變，民眾的

用水習慣亦隨之有所不同，台灣地區民眾平日的用水習慣為何？本文乃以

民眾日常居家的平日洗碗/洗菜/洗水果/洗澡/洗車/澆灌時的用水習慣、家中

省水馬桶的使用率與使用情況，以及對水回收再利用的看法與實踐情形等

 



幾個議題進行探討，結果說明如下： 

台灣地區受訪民眾當中，超過七成的民眾表示在洗碗時「開著水龍頭

以強勁的水直沖」；另外超過兩成五的民眾則是「放適量的水在盆槽內洗

濯」。洗菜/洗水果時，近五成民眾習慣「開著水龍頭以強勁的水直沖」；

五成的民眾則是「放適量的水在盆槽內洗濯」。 

又民眾於洗澡時的用水習慣，台灣地區受訪者民眾當中，有九成以上

的民眾習慣採用淋浴；另外仍約有一成左右的民眾習慣採用盆浴。同時，

又其中九成以上的受訪者洗澡抹肥皂時，會隨手關緊水龍頭，以減少自來

水的浪費。 

針對民眾對二段式沖水器及省水馬桶的使用情況，台灣地區受訪者約

有三成五表示家中馬桶已換裝成二段式或省水型馬桶，其中超過半數表示

是在最近1~2年換裝，這是否與意味著民眾受到近兩年乾旱缺水的影響或

因為民眾節水意識的提升，仍有待進一步調查探討。對於二段式馬桶的使

用， 六成受訪者給予正向評價，三成受訪者態度持平，表示不滿意/非常不

民眾洗澡時的用水習慣調查表  

  

民眾家中馬桶是否已換裝成二段式沖水器或省水型馬桶調查  



滿意者約占兩成。又針對不滿意的民眾進行原因調查，民眾不滿意最主要

原因為「大號時，沖不乾淨」及「出水量小」，時，受訪民眾當中，近九

成會隨時留意家中馬桶漏水的情形。 

台灣地區六成以上的民眾會將使用過的水再次利用，最主要會回收再

利用的水為洗澡水、洗菜水、洗衣服水及洗米水等。同時，更有近七成的

受訪者表示近兩年發生乾旱情況後，在用水習慣上會比較注意節約用水。

最主要的改變為有關「洗澡水」的使用(洗澡水用來沖馬桶等)、「水龍頭的

使用」、「洗衣水」、「洗菜水」、及「洗米水」等方面。至於民眾用水

習慣方面，四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目前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用水的習慣是

「非常節省」及「節省」；約五成認為「普通」；認為「不夠節省/非常不

節省」的比例佔不到一成。 

三、民眾對節約用水的態度 

面對全世界氣候異常現象，降雨不穩定，有限的水資源更形珍貴，政

府歷經多年來推動節約用水措施，民眾對節約用水的看法為何？始終是水

資源相關單位所關切的問題，根據調查指出，台灣地區受訪者中，有八成

五以上民眾認為政府需要提昇一般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節約用水的觀念。若

以5分至1分的等級分別代表非常需要(5)、需要(4)、普通(3)、不太需要(2)

及一點也不需要(1)進行調查，依調查結果平均需求度達4.24分以上。 

然對於民眾的節水態度的調查分析，台灣地區有六成以上的受訪者表

示自己是「有節水的觀念且具節水行動者」，三成的民眾表示其具「有節

水的觀念但未有特別節水行動」，另外有0.5成的民眾表示其「對節水並不

特別用心」。不論是否有節水的行動，表示有節水觀念的受訪者有節水觀

念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浪費總是不好的」；其次理由依序為「因為水資

源有限」；「從家庭費用節約方向來考量」、「擔心限水造成用水不

便」。 



又有節水觀念但未有特別節水行動或對節水並不特別用心的受訪者當

中，分別有五成以上提及其原因為「因為覺得使用量很少」及「因為覺得

很麻煩」；其次理由為「因為覺得很不衛生」、「因為不管如何都會有

水」、「因為水費很便宜」等。 

四、民眾對水價調整的反應 

要真正的讓台灣水資源永續發展，除了政府積極推動水資源永續利用

民眾會採水回收再利用的現況調查  

  

政府對提昇民眾節水觀念的需求度調查  

  

民眾對於節水的態度調查 



之外，民間節約用水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但是長期偏低的水價，讓台灣民

眾對水資源並不會特別珍惜。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的統計資料指出，歐洲各

國和日本一度水的水價約介於30元~50元之間，東南亞也在25元至30元

之間，但台灣省最低僅十元，臺北市更低，只有7.5元。然隨著國內物價指

數的波動及油價、電費逐年的調漲，台灣地區的水費卻十年來未調整過。

同時，經濟部水利署亦指出全世界國家中水費支出大概佔民眾收入的2%到

4%，唯獨台灣只佔0.04%。由於水價的不合理，是台灣水資源利用的問題

癥結所在。在水價長期偏低，無法真正反映水資源永續利用的價值，亦是

國內推動節約用水的一大阻礙。 

因此，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水價的調整，而民眾對水價的調整反映又

為何？根據調查指出，全體受訪民眾中，六成以上表示若提高水價，則會

比較節約用水，但仍有近四成民眾表示其用水習慣不受水價波動而受影

響。但若採用「水價分級累進費率」，即用水量越大，水費單價越高，全

體受訪民眾當中，有七成給予正向意見(14.4%表示非常贊成，55.8%贊成)，

二成的民眾有些反對，不到一成則非常反對。 

五、民眾對節水宣導的意念 

根據調查指出，台灣地區半數民眾過去曾經接觸過有關節約用水之宣

導或推廣活動，其主要接觸管道包括「電視廣告」、「報紙」、「親友/同

事/家人」、「廣播電台」、「期刊/雜誌/宣導手冊」、「學校」及「電腦網

路」等。其中有九成以上民眾表示政府推動的節水宣導活動，將有助於提

昇個人節約用水觀念，同時，八成以上民眾表示有因此而影響個人在日常

生活中的節水習慣，但部份民眾沒有受到影響的最主要原因則為「原本就

有在省水/不浪費水/已有省水的觀念或習慣」，由此可見節約用水觀念已慢

慢深入民眾心中。  



又若未來政府持續推動節約用水的教育宣導，民眾最感興趣的節水宣

導方式為「電視節目短片」，其他宣導類型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

台」、「藝人代言宣傳」、「網路資訊」及「街頭文宣分發」等(詳細資料

如表所示)。 

因此，要達成節約用水，除了以水價作為手段之外，節約用水的教育

宣導也相當重要。讓民眾從日常生活資訊來源就了解台灣水資源的情況，

讓惜水愛水的理念慢慢發芽，雖然無法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它的影響

力將會慢慢在民眾身上顯現出來。 

 

民眾建議之節水宣導或推廣活動的方式調查表 



六、結語 

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脈，也

是人類生活與生產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

物質，更是維繫自然生態平衡一項不可

替代的資源。台灣地區歷經過去一兩年

發生的乾旱限水狀況，許多民眾短期甚

至經常性的必須配合限水措施，超過六

成以上的民眾已開始意識到水資源短缺

的問題。面對水資源供給日漸捉襟見

肘，用水卻始終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節約用水工作決不是省省水或應應急

的權宜之計，而是今後社會經濟發展與水資源永續利用的必然。因此，節

約用水不應只是個口號，更不單只是政府的工作，應是民眾身體力行的目

標，為創造節水型社會，致力於水資源的永續發展，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

我們努力去探討與推動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