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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地區係海島型氣候區，年平均降雨量2,504公厘，然因降雨分布時空不

平均，經常在冬季缺雨、夏秋季有時水量又過於豐沛。一般而言，每年11月起

至翌年4月界定為枯水期。 

今年年初以來，春雨遠不如以往

豐沛，全台旱象漸現，臺北市政府有

鑑於可能發生缺水情形，在3月5日

翡翠水庫水位151.74公尺（下限141

公尺），有效蓄水量為19,122萬噸

時，即由台北自來水事業處於市政會

議中提案，主動公開呼籲民眾與各機

關共同節約用水，並提供民眾節水36

計。接著在3月12日、4月9日、16

日、23日等，多次舉行市政記者會

時，不斷提醒台北市民必須注意旱象並且儘量節約用水。 

  

然因乾旱狀況持續，整個北部地區逐漸陷入缺水困境，遂於4月23日起開

始進行溫和限水措施，4月30日宣布展開第二階段限水措施，第一步驟自5月1

日起實施，第二及第三步驟同時於5月8日起實施。 

為因應可能發生的旱災危機，臺北市政府於4月30日成立臺北地區「防旱小組」，

研討執行限水、分區停水措施可能產生的衝擊及各項應變作為，並要求市府各局

處，確實督促所屬積極配合執行相關節水及限水措施，俾在最壞打算下做最好的

準備。 

由於旱象一直無法解除，翡翠水庫水位仍然持續下降，為延長水庫有效蓄

水量可使用的時間，臺北市政府於5月7日宣布，自5月13日起開始實施分區

供水，並將自來水處的服務轄區分為五區，採用每5天供水4天停水1天方式進

行。如果旱象繼續惡化，不排除未來依計畫實施更嚴格的分區供水措施。  



二、翡翠水庫水位與有效蓄水量 

(一) 本年5月9日上午8時水位為130.06公尺，已低於下限141公尺，與歷年日

平均水位158‧31公尺相較，相差約27公尺；以有效容量來看，水庫水位於158.31

公尺時有效容量2億4千餘萬噸，於130.06公尺則僅剩6,800餘萬噸，二者容積

相差高達1億8千餘萬噸，約2至3個月正常供水量。 

(二) 目前水庫水位，距最低嚴重下限117‧5公尺，其間容量僅約4,700餘萬噸，

依目前原水總需求量每日約300萬噸，其中由水庫補充之原水量約200萬噸推

估，若天候條件不變，持續枯旱不下雨，預估至5月底、6月初，水位將低於嚴

重下限，屆時離呆水位僅餘有效水量2,100餘萬噸。 

(三) 目前水庫水位130.06公尺，為歷年5月同期之最低水位外，更距歷年發生

最低水位82年9月30日之133.25公尺的時間比較，兩者相差近5個月之久。 

三、緊急應變計畫及執行 

由於今年氣候特殊，為因應持續不下雨，臺北市政府積極研擬各種可能的

因應措施，在4月23日正式提出「因應91年度乾旱時期緊急應變計畫」。此計

畫共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節水措施、第二階段限水措施及第三階段分區供水措

施，各階段內容及執行情形列述如下：  

(一) 第一階段節水措施(91.03.05~91.04.30) 

1. 目標：運用市府資源，群策群力，共同推動節水措施，喚起民眾珍惜水資源

與節約用水之觀念，並希望藉此帶動其他政府機關與民間共同加入節約用

水行列，以產生節水的效果。 

2. 措施： 

(1) 透過各種管道宣導節約用水。 

Ａ. 在各機關、學校、公共場所電子看板、網路或跑馬燈等大力宣
導節約用水。 
Ｂ. 新聞處配合製作節約用水的宣導短片，並請各媒體加強宣導。 
Ｃ. 利用水費單發布節約用水訊息。 



Ｄ. 利用自來水處客服中心、各營業分處電子看板暨捷運車站播放
節水訊息。並在公佈欄張貼節水通知及日常省水方式說明。 
Ｅ. 設計製作節水宣傳文宣、海報及貼紙。 
Ｆ. 於「91年臺北便民手冊」中，提供「節水 36計」的各項節水
方法，呼籲民眾節約用水。 

(2) 要求本市機關學校全面換裝省水器材：推動各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全面

換裝省水器材，除於89年2月舉辦大型省水器材說明會外，函請各機關

學校進行換裝省水器材，經統計目前執行率已超過6成，並決定在5月23

日前如未完成換裝省水器材者，自來水處將要求這些單位每日必須減量用

水20%。 

(3) 對公園澆灌及灑掃路面用水，請各市政單位減少其次數及使用量。 

(4) 機動調整尖離峰用水量：根據轄區內用戶用水的實際需求，機動調整加壓

站抽水機運轉台數，除充分滿足民眾用水需求外，對於用水量較少的時

段，依偵測點之壓力減少抽水機台數。這種運作模式調整仍然持續進行

中，建立上班日、假日、不同月份等日期的最佳供水操作型態，讓有效水

資源獲得更佳的利用。 

(5) 為使第一階段的節水措施更能發揮效果，所以在4月23日再提出幾項新節

水措施，亦即所謂「溫和限水措施」： 

Ａ. 今年尚未使用之游泳池，要求暫停對外開放；至於已開放使用
之游泳池，水處派員輔導降低用水量。 
Ｂ. 對於尚未換裝省水器材之機關學校，如在 5月 23日前未完成
更換者，屆時將減少自來水供應量。 
Ｃ. 對轄區內高用水量之用戶，各營業分處主動派員前往輔導如何
降低用水量。 
Ｄ. 自 4月 23日起，各營業分處暫停轄區內管末排水，消防栓暫
停定期試水作業。 
Ｅ. 首位發現漏水並通報水處者，贈送自來水博物館或北投溫泉公
共浴室門票 2張或公館停車場免費停車 2次（每次 3小時）。 
Ｆ. 首位檢舉竊水成案者，除發給追償水費百分之 20外，再贈送
自來水博物館或北投溫泉公共浴室門票 100張。 
Ｇ.非首位報修漏水或檢舉竊水者，贈送自來水博物館或北投溫泉
公共浴室門票 1張。 



3. 成效檢討：第一階段節水措施實施後，自3月5日起至4月30日止，自來

水處服務轄區與去年同期的用水量相比，總共節水總量1,308萬噸，平均

每日約節省23萬噸用水，相當於減少用水量8.5%。 

   

(二) 第二階段：限水措施(91.05.01~) 

為使有限水資源獲得更佳利

用，並因應未來可能持續乾旱，除繼

續呼籲市民共體時艱節約用水外，並

於5月1日展開第二階段限水措施，

此階段之目標及步驟列述如下： 

1. 目標：減少非民生用水使用量，

對部份特定機關與行業停止

供應自來水，並對大用水戶採

取減量措施，以節省更多用水早日度過缺水難關。 

▲ 執行限水分送通知宣導實景 

2. 措施： 

(1) 第一步驟（自5月1日起實施） 

Ａ. 停止市政單位以自來水澆灌花木與洗街。 
Ｂ. 停止噴水池用水與大樓清洗外牆用水。 
Ｃ. 市政專用水栓共計 51栓(含台北縣轄區)全數關閉。 

(2) 第二步驟（自5月8日起實施） 

Ａ. 已開放公私立游泳池(含附設游泳池)全部停止供水。 
Ｂ. 三溫暖、水療館、洗車(含附設洗車)等用戶停止供水，惟民生
用水正常供應。 
Ｃ. 屬於遊樂性供水全部停止。 

(3) 第三步驟(每月用水度數超過1,000度以上者)（自5月8日起實施）： 

Ａ. 公家機關、軍事機關、量販店、百貨公司、飯店、加油站、學
校、公營事業、大型公司行號、寺廟減量供水 20%。 



Ｂ. 醫院(含軍醫院)減量供水 10%。 

(4) 第四步驟(每月用水度數超過1,000度以上者)  

Ａ. 公家機關、軍事機關、量販店、百貨公司、飯店、加油站、學
校、公營事業、大型公司行號、寺廟減量供水 35%。 
Ｂ. 醫院(含軍醫院)減量供水 20%。 

(5) 第五步驟(每月用水度數超過1,000度以上者)  

Ａ. 公家機關、軍事機關、量販店、百貨公司、飯店、加油站、學
校、公營事業、大型公司行號、寺廟減量供水 50%。 
Ｂ. 醫院(含軍醫院)減量供水 30%。 

   

  

3. 執行方式： 

(1) 自5月1日起開始實施限水措

施的第一步驟，當日即完成相

關停止供水的各項必要作

業，由於此一步驟限水對象主

要為公家機關，配合度高，所

以工作進行順利。 

(2) 5月3日至4日，台北自來水事

業處針對游泳池業者（90位業者出席），三溫暖水療業者（21位業者出

席），及洗車、遊樂性用水業者（17位業者出席），分別召開3場業者座

談會。各場次均邀請市府勞工局、建設局代表同時與業者面對面直接溝

通，與會業者多表示支持限水政策，但希望將傷害降至最低。 

(3) 訂定台北地區限水措施第二、三步驟執行細節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對

事前準備作業、現場作業程序、巡查紀錄及資料整理等相關流程，均訂定

明確作業方式，以減少民怨。 

(4) 實施限水第二步驟，預定停止供應自來水計293戶，在5月8日當天執行

完成292戶。 



(5) 統計每月用水度數超過1,000度大用戶為1,372戶，於5月6日前已先行送

達公文，請其配合節約用水，5月8日實施當日，自來水處派員至所有1,372

戶現場，告知開始減量計算並記錄其度數。 

(6) 每日均派員至停止供水水栓現場巡察，倘發現有擅自拆封或通管用水者，

即以竊水處理。 

(7) 對大用水戶每日派員前往抄表，若當日用水量超過規定之可用水量時，即

當場開出勸導單，請用戶配合減量。若累積超過用水量達到1日規定之用

水量時，即對該水栓執行塞鋼片或鉛封1日，隔日再予以恢復供水。在被

限制停水期間，如擅自拆封或通管用水者，以竊水處理。 

(8) 自5月1日至5月9日止，與去年同期使用量相比，節水的總量達483萬

噸，平均每日約53.6萬噸，節省比率達19.1%。 

(三) 第三階段：分區供水措施。 

1. 第一步驟：每5天分區輪流停水1天（自5月13日起實施），依供水區域

分為五區，實施每5天供水4天及停水1天之分區供水措施，預估每日可

減少供水量33萬噸。 

2. 第二步驟：每3天分區輪流停水1天，依供水區域分為三區，實施每3天供

水2天及停水1天之分區供水措施，預估每日可減少供水量54萬噸。 

3. 停水時間：每日上午4時至翌日上午4時，計24小時。 

4. 準備工作及執行 

(1) 因分區供水實施時間迫在眉睫，為及早通知全體用戶預為準備，以減少衝

擊與民眾不便，在5月8日召開台北地區「防旱小組」第二次會議中決議，

透過台北市政府民政系統與環保系統，將分區停水通知單，交由里長、鄰

長等直接傳達至各用戶手中。至於台北縣轄區部分，由自來水處各轄區營

業分處與當地市公所聯繫，請其協助辦理。 

(2) 為便利民眾查詢分區停水資料，自來水處開發出一套全國首創「分區供水

地理資訊系統」，服務轄區內民眾只要上北水處網站，網址為：



www.twd.gov.tw，鍵入自家住址後，即可查詢當日該地點是否在停水區域

及未來停水之日期等相關資訊。 

(3) 由於部分行業已執行限水與即將實施分區供水措施，對台北地區部份機構

或民眾，將因執行停水造成若干不便與業務衝擊，5月8日台北地區「防

旱小組」第二次會議中決定，正式要求台北市政府各局處與台北縣服務轄

區內市公所，依其業務督導範圍與所獲得的資訊，在5月9日下班前，提

出分區停水時必須被支援的項目與數量，以利5月10日下午召開第三次

「防旱小組」會議時，將所有可用的資源予以整合，依各單位提出之需求，

列出執行各停水分區時被支援的優先次序，俾讓民眾之不便與工商活動之

衝擊能降至最低。 

(4) 5月13日開始實施每5天停止供水1天之分區供水措施，各分區停水受影

響用戶數及用水人口數： 

四、全力支援鄰近省水

公司轄區供水 

(一) 今年1月至5月統計資

料： 

臺北市政府基於「水資

源共享」、「同舟共濟」的

精神，大力支援省水公司轄

區台北縣鄰近鄉鎮市，例如

板橋、新莊、蘆州、淡水、

汐止、深坑等，由於支援水量自3月起急速增加，使得石門水庫供應板新水廠之

原水量得以減少，延長石門水庫剩餘有效蓄水量可使用時間。累積今年1月1日

至5月9日止，總共支援清水量為3,202萬噸，其中屬於石門水庫供應板新水廠

轄區之板橋、新莊、蘆州共計為2,270萬噸。假設生產清水1噸相當於原水須提

供1.2噸計算，從今年1月1日起迄今所支援板新地區清水量換算為原水量，總

計為2,724萬噸，意謂如無這些支援水量，石門水庫在5月1日前已至呆水位，

即無任何有效蓄水量。自5月1日至5月9日止，自來水處支援水量每日平均約

36.5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24萬噸，成長約190%；而服務轄區的配水量反較去

  



年同期每日減少53.7萬噸，當兩者合併後之總配水量，平均每日仍比去年同期

減少29.4萬噸用水。 

(二) 限水措施啟動後之做法：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供水區域，包含臺北市及臺北縣所轄三重、中和、永和、

新店4個縣轄市與汐止市北山里、橫科里、宜興里、福山里、東勢里、忠山里、

環河里等七里，雖然目前已啟動限水與分區供水等措施，仍決定支援省水水量暫

不減少，但要求被支援臺北縣地區同步配合執行節水、限水及分區供水等限制措

施，以共體時艱。未來若持續乾旱，為延長翡翠水庫剩餘庫存量可使用的時間，

必要時臺北市政府會整體考量調整支援之水量。 

五、結論 

水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不可一日或缺，由這次限水措施所造成之影響，

可看出水源供應對市民生活的重要性。面對今年罕見水荒，短期內可能仍有繼續

惡化跡象，相信臺北市政府除不會低估今年缺水所帶來的各種潛在危機，也會非

常注意翡翠水庫水位每日變化量，而盡一切努力克服困難，並更積極呼籲每位市

民正視水荒問題，共體時艱，期望能減緩翡翠水庫有效蓄水量下降的速度。如果

旱象持續，未來北市將不排除採取更嚴格分區供水措施，對臺北市政府與居民將

是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而以北市市民過去配合市府施政措施之經驗，相信必能

渡過此次缺水危機。 

惟經過這次的節水抗旱經驗，相信大家更能切身了解到「水」為極寶貴之資源，

故我們平時即應護水、愛水與惜水。不僅要抗旱、防旱，更要重視水資源長期的

保育，並將持續推廣節約用水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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