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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國民政府遷台的光復初期，曾經有一則諷刺笑話，敘述一位老先生

看到隔壁鄰居的牆邊有方便的自來水龍頭，十分羨慕，於是如法炮製買了一個水

龍頭裝在自家牆上，天真地以為自來水真的會自己來。自來水真的是自己來的水

嗎？由於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資供應不再像過去一般貧乏，加上社會的進步

與生活機能方便性的大大改善，供水普及率的提高，今天相信還有許多人從不曾

想過水到底是從哪裡來，或許還真的以為水龍頭的水是自己來的，反正大家都管

叫它「自來水」嘛。仔細想一想，水會自己來嗎？如果你有機會參觀自來水淨水

廠，看看我們偉大的水庫工程，你就會發現「自來水」實在不應該叫做「自來水」。

自來水淨水廠每天都有許多專家及工作人員，兢兢業業地維持著穩定的供水與管

制潔淨的水質，以確保千千萬萬民眾每一天衛生、健康與安全的飲水、用水需求。

另外，橫跨在群山峻嶺之間的雄偉水庫工程，那不僅是天文數字之國家建設經費

的堆積，更嚴重的是我們透支了子孫將賴以維生的環境代價。事實上，每一滴水

都是得來不易，每一滴水都是珍貴的環境資源。 



飲用水比汽油貴的時代 

水是我們大家每一天所不能缺少的

好朋友，我們使用它、依賴它，也要瞭

解它，讓我們在這裡用更大的視野來看

看水的存在與問題。從太空望去，地球

像是太陽系的藍寶石，因為海水覆蓋了

地球面積的7成。不過，如果把地球看

做一顆籃球，則全部的海水大約只相當

於一顆龍眼大小，如果把它平均分佈在

這籃球上，僅有薄薄一張紙的厚度。就

因為有這薄薄的一層水，萬物才得以生

存。地球上水的總量數值，對一般人而

言可能是一個天文數字，不過根據專家

之分析資料，地球上我們真正賴以維生

的河川湖泊的淡水比例，扣掉鹹水、南

北極冰帽、凍結水、地下水等，僅佔有

百分之0.01左右。全世界將近60億的人口就靠這些許比例的淡水在維持生存，

所以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像台灣這樣的充裕且方便。「有水當思無水之苦」像是

一個陳腔濫調的口號，然而有許多地方的人一直有著無水之苦的夢魘。放眼天

下，為了「水」源造成非洲國家勢不兩立，為爭「水」源中東情勢再告緊張，有

專家預言「水」將成為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戰略物資。其實，在台灣我們不是沒

有缺水的經驗，而且缺水的問題也明顯地越來越嚴重，今年我們全國上下都經驗

了歷年來威脅最大也是最恐慌的一次缺水經驗，而對於未來的情況，沒有人敢樂

觀期待。台灣地區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從民國63年至82年間，快速成長了幾乎

1倍，台北市民更高達430(公升/人．日)，民眾生活用水量的成長率十分驚人，

其實所有已開發國家都經歷相同之用水量遽增的成長。另外，水質污染問題也是

政府一項頭痛的課題，即使是在水源豐沛的地區，潔淨的飲用水都是相當昂貴的

消費，國內市面上販賣的瓶裝飲用水價格早已超過汽油能源每公升的價格，而消

費者仍然趨之若鶩。 

  

 

 



台灣也是缺水國家 

台灣雖然有豐沛的降雨量，年

平均降雨量高達2500公釐以上，但

受限於先天地形與氣候環境的關

係，如山坡陡直和經常集中性、不

平均分佈之豪雨，使大部分的降水

都直接急流入海，而可供利用之雨

水在全年總降水量中僅為少部分。

以每一個人可以分配到的降雨量而

言，台灣地區由於人口稠密，目前

仍被聯合國組織認定在全球缺水地

區之列。近年來，國民生活用水量

急速增加，然而水庫的淤積以及水

源保護的困難，加上國人無節制的

用水習慣等問題，已使自來水的供

應與需求無法平衡，在新水源開發

不易的情況下，缺水已成為政府無

法不面對的重大基本環境問題之

一。過去為了因應台灣自然環境與降雨時空不均，興建水庫被認為為解決台灣水

資源問題的不二法門。但水資源的開發與水源保護需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現

在由於民意高漲及環保意識抬頭等因素，反對新水庫興建的聲浪日增，前一陣子

高雄縣美濃鎮為了興建新水庫而引起軒然大波就是明證。因此，除了興建水庫之

外，開闢另類水資源（開源）與省水器具的使用（節流）成為今日舒緩水荒的主

要的思考，而住宅社區或各類建築的節水設計以及雨水中水利用，便成為環保上

及綠建築重要的指標。 

▲ 圖1 水資源指標以建築節水為目標 

（本圖由林憲德教授研究室提供） 

何謂綠建築的「水資源指標」 

人類的生活活動離不開用水的需求，用水設備的規劃也是建築設計不可或

缺的一環。由於建築環境科技的進步，用水設備已大大提昇一般人生活的方便性

與舒適性，相對地既有大量建築物不良的用水規劃在不知不覺中，嚴重地浪費寶

貴的水資源。綠建築的「水資源指標」，就是建築物節約用水的性能指標，也是



提醒建築師用心規劃建築物內水資源利用設計之評估依據。雖然建築物的使用類

型相當繁雜，用水器具設備也是種類繁多，一般建築物採用之用水器具以大、小

便器以及各式水栓為主，針對這些器具設備透過各式節水器材的導入使用，在不

影響民眾生活機能需求下，有效善用水資源是本指標評估之意義所在。本指標對

於雨水、中水再利用設計則採取積極鼓勵導入利用為原則，也作為節水努力不足

時評估上之彌補措施。台灣在歷經2002年慘痛的抗旱經驗後，建築的節水設計

已成為全民共同的課題與期待。本指標希望敦促建築師，在建築設計上更積極規

劃省水器材與有效利用水資源方法，同時鼓勵設計雨水利用與生活雜用水之循環

再利用之手法，在建築設計上透過「開源」與「節流」的理念落實，來達到節約

用水與有效利用水資源的目的。 

建築設計如何進行水資源的有效利用 

為了達成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在建築設計上有下列具體的方法可資採用： 

(1) 採用節水器材 

在住宅的自來水使用調查中，顯示衛浴廁所的用水比例約為總用水量的5

成。過去許多建築設計常採用不當的豪華用水器材，造成很大的浪費，如這些用

水器材可以全面採用省水器材，必能節省不少水量。以洗澡用水器材為例，淋浴

及泡澡兩種方式用水量差異甚大，淋浴方式每人每次用水量約70公升，而泡澡

方式則在150公升以上。現在台灣的建築設計對每戶家庭大多設有兩套浴缸裝

置，甚至裝置按摩浴缸之家庭目前也不在少數，但根據調查，9成以上之民眾卻

只用淋浴而閒置浴缸，造成大量浪費。因此，在建築上部分取消浴缸設計，而改

用淋浴設備也是節水設計之積極作法。又如住宿類建築中最普遍使用的馬桶器

具，一般都是單段式沖水機能，而小便與大便沖水量的相同，是非常不合理之用

水規劃，普遍也造成嚴重之水資源浪費。目前國內經常被採用之日常生活節水設

備包括節水型水栓、省水馬桶、兩段式省水馬桶、省水淋浴器材、自動化沖洗感

知系統等等。不只是住宅建築可全面採用節水器材，在其他類型之建築物中，特

別是公共建築物上更應率先引入節水器材之使用。 



▲ 圖2 台灣的降雨與水資源利用情況 

(2) 設置雨水眝留供水系統 

除非是在空氣污染嚴重地區，雨水一直是相當乾淨的水源，在許多農村地

區直接收集貯留雨水便可以使用。所謂建築物的雨水貯留供水系統，係將雨水以

天然地形或人工方法予以截取貯存，然後經過簡單淨化處理後再利用為生活雜用

水的作法。雨水不但可用在農業灌溉或工業及民生用水之替代性補充水源，也可

用為消防用水之貯水水源，對減低都市洪峰負荷也有相當助益。台灣地區年平均

降雨量將近2500公釐，約為全球降雨平均值的2倍半，雨量可算豐沛，但是受

制於地形條件，且未有足夠之蓄水設施攔蓄水源，以致每年有5成以上之降雨，

未能及時控制利用就直接流入海中，甚為可惜。建築雨水眝留供水系統是由集水

系統、水處理系統、儲水系統及給水系統所組成，首先利用建築基地或屋頂收集

雨水，經過管線系統截流至處理系統，處理完後再流至儲水裝置中，最後再經由

另一套管線送至用戶中供用水器具使用。雨水收集可以利用建築物的屋頂的落水

孔將雨水導入設於地下的儲水槽，也可以興建蓄水池方式直接儲存雨水，經過簡

易的處理後，可以做為建築物或住宅的沖洗、空調或澆灌等雜用水之用。 

(3) 設置中水系統 

中水係指將建築基地內的生活雜排水或輕度使用過之廢排水匯集處理後，

控制達到一定的水質標準，可在一定範圍內重複使用於非飲用水，以及非與身體

接觸用水系統規劃。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35%，如能

全面改用中水作為沖洗廁所之用水，其效果甚為可觀。大區域的中水系統，可結

合機關大樓、學校、住宅、飯店等區域集中設置，將這些區域或大樓的雜排水或



污水就近收集、就地處理、就近回收使用，中水可廣泛用於沖洗廁所、清洗車輛、

噴灑街道，或作為景觀用水及河湖補充水等。小規模的中水系統將一般生活污水

收集後，經過適當的控制處理，使水質達到一定標準後，提供建築內部衛生沖廁

用水或做為空調冰水主機的循環用水等用途。由於中水利用系統使用了較高污染

的水源，其淨化設備比上述雨水利用系統昂貴，其經濟效益亦較低。但是，在大

規模社區、學校、機關或重大建築開發案中，配合法規原有規定之污水處理設備

規劃，如能適當導入中水回收利用系統，對於整個國家水資源的利用，以及環保、

節能的工作都有其正面的貢獻與意義。 

▲ 表1 必須全數使用節水器材之器具項目表 

▲ 表2 得以不用評估之用水器具項目表 

水資源利用的指標與基準 

由於住宿類建築是民生用水主要之部分，而其他類型建築其用水型態複雜

不易分類，因此，上一階段綠建築水資源評估指標之計算對於住宿類建築採實際

節水量的計算為主，而對於其他類建築則以簡易的省水器材採用率來評估。為了

便於評估與實際設計應用，目前本指標修正後將針對大便器、小便器及供公眾使

用之水栓，以全面節水器具採用為及格原則，進行器具數量之確認查核，指標中

明訂不必評估之用水器具項目決定原則。同時，對於建築案例大量耗水之設備項

目或規劃，則必須採取適當之雨水利用或更有效之節水彌補措施才得以符合「綠



建築標章」之及格水準。確認查核項目分三類，包括必須全數使用節水器材之器

具項目如表1，得以不用評估之用水器具項目如表2，以及大量耗水項目評估及

彌補措施項目如表3。 

▲ 表3 大量耗水項目評估及彌補措施項目表 

一般建築最普遍存在之用水器具為大便器、小便器以及各式水栓器具，其

中以大便器（含座式馬桶、蹲式便器、水箱式、沖水閥式等）消耗水量最大，採

用合格之節水器具省水效率最高，且不會影響使用機能。其次是小便器，缺乏適

當有效控制之小便器，浪費之水資源也不容忽視，此兩項用水器具必須全面採用

符合省水標章基準規格或有節水設計之器具。水栓器具種類及用途目的繁多，私

人使用之水栓一般節水管制不易也較難評定其效益，因此本指標僅針對供公眾使

用之水栓對象，必須全面裝置自動感應、自閉式水栓，或流量符合省水標章基準

規格之省水配件或器材，如省水閥、節流器、起泡器等。建築設計若節水器材的

採用會影響其使用機能，或實際無節水管制上之效益者得不予評估，除了表2

所列舉得不予評估器具項目外，其他特殊個案用水器具，提出書面說明並經委員

會確認，該項設備採用節水器材確實會影響其使用機能，或實際無節水管制上之

效益者，也得不予評估。 



省水器材為水利署「省水標章」認定之器材，申請審查可獲得直接之採認，

符合省水標章器材必須符合經濟部水利署公告之「省水標章規範」之認證產品，

並需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用水器材以設計圖標示之器材個數為準，在經濟部公告

之6項省水器材以外之器材則不列入計算。實際已經完成之申請案例，或採用國

外產品而無省水標章認證者，必須以廠商型號標示用水量為依據來評估。 

▲ 圖3 台灣地區日常生活用水量成長趨勢 

大量耗水項目是依一般節水意識之常理認定，建議之彌補措施係積極開源

及節流之作法，本指標亦鼓勵其他無大量耗水項目之案例也能積極導入採用，另

外，彌補措施必須提出設計圖面與計算說明書，以供確認評定。關於雨水或中水

的再利用，則是牽涉到十分專業的設計，其效果很難一概而論。為方便建築師採

用及設計，綠建築評估手冊對此提供雨水利用設計簡易評估計算法。假如有採此

設計時，申請者必須主動提出雨水或中水再利用率之設計計算書，以作為評審計

算依據。由於雨水或中水只能用來作為非飲用的雜用水，計算值必須依實際再利

用之用途替代水量計算，因此，雨水替代率或中水替代率也不能大於該建築之雜

用水比例（住宅建築為35%）。但是，如為導入高度水質處理技術，使再生水能

符合更廣泛之利用者，經專業證明及審查確認可行者，不在此限。 



結語 

台灣事實上是一個「雨量豐沛的缺水國」，為了解決龐大的用水需求，國

家政策長久以來都是以興建水庫解決問題，目前全國中大型水庫超過40座，蓄

水調整池及池埤也有800餘處，水源保護區甚至約占全台灣四分之一的國土面

積。雖然因應缺水問題政府仍然規劃了新水庫的興建計畫，但是土地利用的飽和

及環境代價的問題，已經迫使我們不得不從新思考我們的水資源利用對策。過去

的經驗及相關調查資料告訴我們，建築物全面使用節水器材，將可以在生活機能

不受任何影響情況下，輕易讓每一個人省下百分之二十之日常生活用水量。以全

國2200萬人口的日常生活用水量而言，每年可以省下的水資源，遠超過1座翡

翠水庫之總蓄水量，或節省相當於4座新建的南化水庫總蓄水量。建築的水資源

有效利用一直是國家水資源環境規劃中，被嚴重忽視的一環，綠建築水資源指標

的最主要意義在於喚起建築師及一般民眾，重新檢視日常生活中不當的水資源規

劃與利用，以及重視有效的水資源利用設計對於整體環境的影響，讓永續的水資

源利用也在日常生活機能的規劃中確實得到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