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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由於地理環境的先天條件影響，常發生「水太多—水災」及「水太少—

旱災」。50年來負責水利建設及管理維護的經濟部水利署，對於邁向 21世紀的

台灣水利工作，已經制訂兩大努力方向。（一）涵育水土，永續經營質優量豐的

水資源。（二）治理河海，維護創造自然多樣的水環境。 

談起台灣的河川及水資源，如數家珍。經濟部水利署署長黃金山說，「有效的水

資源，不在於降雨多少」。舉台灣最大的高屏溪為例，經過幾十年分析，已經統

計出這條溪水年平均水量為 80幾億噸，每年 9月底以後，會有半年不下雨的時

間，一直持續到隔年 2月，達到最低水位，稱之為枯水期。黃金山署長說，在長

達二百日的枯水期期間，大高雄民

眾如果沒有大水池，怎麼過日子？ 

▲ 水利署黃金山署長 

挑戰2008水資源多樣化 

挑戰2008年的水資源規劃工

作，經濟部水利署署長黃金山說，

水利署將採取軟硬體搭配、多管齊

下的作法。 

水利署為了符合社會期望，將把水

的開發及保育，達到育用共存，此

外非工程的作法，也為挑戰2008水

資源的重要課題。黃金山署長表

示，所謂的多管齊下包括：永續使

用的水庫開發、水價調整、海水淡

化，以及污水處理再利用等方法。 

（一）永續使用的水庫 

曾經參與台灣多座水庫開發建設工作的黃金山署長指出，過去傳統的作

法，水源不夠就開發水庫。但如今民眾大都卻對水庫興建持反對意見，使得水庫

興建好像已經變成是一件不合時代潮流的事。但放眼國際，外國並非如此。 



經濟部水利署署長黃金山表示，最近與多位美國專家就水庫施工問題交換

意見，專家們指出，美國每年還是有20座的水壩在興建，他們的作法是拆除已

除役的老壩、蓋新的。不同的是，現在在興建水庫或水壩時，會在規劃時，河川

生態景觀及水庫是否能永續利用均是必須考慮。 

黃金山署長進一步指出，興建水庫對蓄豐濟枯功效最大，但最大致命傷是

不能永續使用。他並補充，過去水庫壽命最多約100年就會因為泥沙淤積的問題

而壽終正寢。 

如今，水庫要有備份的觀念如果能落實，就能有效解決泥沙淤積的問題，

延長水庫的使用年限與壽命。以新竹寶山第二水庫為例，就規劃為可以永續使用

的水庫，其泥沙淤積量少，清除容易，也因此水庫的使用年限甚長。 

寶山第二水庫引用頭前溪的水源，本身集水區小，為離槽水庫，這樣做的

好處是泥沙淤積少，可以在夏天多雨時節，儲存多餘水量，作為枯水期之調節。

由於寶二水庫已經預先做好永續使用的規劃，因此，使用壽命可以大於200年，

如輔以清淤，甚至可以永續利用。完成後可以滿足包括新竹科學園區在內的大新

竹地區用水。 

   

（二）水價調整 

如果讓數字說話，台灣民眾比

起外國人，每天用了更多的水。 

根據統計，日本福岡的民眾，1

天用水200公升。而反觀台灣，全台

灣民眾平均每天用水350公升，而台

北市民眾平均值更高，達500公升。

就這一點，追根究底，黃金山署長

認為，那是台灣長期以來的水價沒有反應成本所致。他指出，如果水價還是那麼

便宜，長久都不反應成本，那麼推動節約用水的效果就很難顯現出來。 

▲ 水利署黃金山署長 

此外水價，是隨著各地方的天然資源不同，成本也有所高低。如大陸的水

價，已經做到反應成本了。例如，大陸閩江水源充裕，因此1噸水只要8毛錢，



但是在晉江因為缺水，1噸水卻要到2.1元。北京的水價比台灣高，而且還年年

調漲，預估到2005年，1噸水的價格已經要高達新台幣20元，可說是非常的市

場機制。 

反觀台灣，許多成本都是由中央政府全部支付，完全不能反應水價。寶山

第二水庫1噸水的成本就要45-50元，但用戶1噸卻只要付9元，政府的補貼極

為嚴重。 

黃金山署長笑說，就水價這件事來看，中國共產黨可是非常的資本主義，

而台灣，卻是比較共產主義。黃署長主張，市場機制應該要能夠反應成本，否則

就容易造成浪費資源的情況。 

至於水價適度反應成本，根據調查，新竹科學園區多數廠家表示，對於水

價到底是10元或20元，其實影響不大，他們比較在乎的是供水的穩定性。 

（三）海水淡化 

在日本九州的福岡，最近要開發一座供應基本用水的海水淡化廠，1天產量

5萬噸，其生產成本已經比水庫開發的成本還低。 

舉例而言，寶山第二水庫總開發費用，新台幣156億元，其年成本約為8-10

％的開發成本，1年就要攤15億元。若以寶山第二水庫1年可以提供3200噸用

水計算，等於1噸原水的成本就要45元。如果再加上原水處理費用，則1噸水

的成本已經達到50元。 

黃金山署長表示，隨著海水淡化的技術越來越進步，如今海水淡化與興建

水庫的成本不相上下。所以水利署將與業者進行溝通，深入了解成本差異後再研

提可行的實施方案。 

就水源規劃來說，黃金山署長將之區分為「大量的水」與「可靠的水」。

比較大量的水源，可依賴本地水源。但要保證不缺的水，則可以考慮以海水淡化

的方式支應。 

 

 

 



（四）污水回收 

不管是呼籲民眾節約用水、教導大家回收中水再利用，或是呼籲工業用戶

將使用過的污水回收處理再利用等方法，如果沒有推動合理的水價，那麼可發現

當節約下來的用水換算成省下多少錢，節約用水的投資就毫無誘因了。 

所以在呼籲大家有效節約用水之外，又能在水價上適度反應成本，就可以非常明

顯地看出省水的具體效益。 

美國水資源管理：政府當中間人 

黃金山署長拿出「Water Management in the 21 Century」（21世紀水資源管理）

一書，指出該書開宗明義就說：「水！具有稀少性。」他強調，因為水資源具有

稀少特性，因此，不能完全依照經濟法則，任由供給與需求兩端去自取平衡，政

府需要扮演適當的管理角色。 

政府介入管理水資源，最高目標是一方面能有市場經濟的元素，例如反應

成本，另一方面則要杜絕完全由市場經濟所主導，否則可能富人可以買下或獨賣

所有的水源，而窮人可就沒水喝了。 

以美國加州為例，他們的水資

源管理，就真正地做到政府合宜的

調度，但又不是完全控制的地步。

其作法是透過Water Transfer（水權

轉移）及Water Bank（水銀行）兩套

制度。至於水庫興建，就是水庫是

由有用水源自己策劃興建。 

加州政府的水資源部門在居中

擔任仲介，協助並協調水的供需雙

方磋商定約。合約內容主要是針對缺水時最低成本水價進行討論，把機制預先制

訂好，一旦開始缺水，合約價馬上啟動，低用水效率的水源就依約轉移給高用水

效率者使用。 

  

黃金山署長表示，其實近幾年來台灣也訂定出協調作業機制，但因為水價

過於低廉，不能直接反應成本，因此效果不彰，轉移順利仍有困難。 



建立共識 推動有效水資源管理 

投注畢生心血及智慧於台灣水利工作的黃金山署長，對於許多提出來的建

議案不能推動，顯得有些無奈。他表示，有許多工作已經做了幾十年，還是無法

向前推動，最大的阻礙在於建立共識的困難。 

他認為，未來無論是水資源開發或水資源管理，重點工作都在於建立共識。黃金

山署長指出，建立共識這份工作並不是工程師的能力所及，需要有遠見的政治

家，為國家與民眾整體長期的前途做打算，並與民意代表溝通協調，才能夠真正

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