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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東台灣的慈濟功德會，近年來在節約用水工程

推動方面默默耕耘，成效卓越，堪稱水回收再利用

之典範。本篇文章專訪慈濟志業中心營建處林敏朝

主任，由工程角度提出慈濟系統在推動節水相關措

施的經驗、想法與作法。 

慈濟系統推動水資源節約措施的緣起 

慈濟推動水回收的工作開始於慈濟大林醫院，它是

位於嘉義縣大林鎮的一所近1,000床大型醫院。在

民國85年進行規劃時，因位處缺水地區加上以當

時規劃每床1.0~1.2噸的每日用水需求而言，對當

地自來水供應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其間曾朝向以地

下水補充供應的方式進行規劃，但由於當地地下水

水質不佳，故決定必須要推動水回收再利用的措施與設置相關設備，制定回收率

要達到35%到45%，以及要求相關建築設計納入水回收再利用設施的重要目標。

更由於慈濟本身就具備珍惜資源的重要理念。因此，不論自來水供應充足與否，

將水回收再利用是勢在必行的一項工作。 

▲ 圖 1 慈濟營建處林敏朝主任 

  

在大林醫院興建的過程中，同時也開始規劃

將慈濟「慈善、醫療、教育與文化」這四大

志業落實到花蓮慈濟園區的相關設施建設

中。在一次慈濟中/小學工程規劃會議的機

會中，剛從中國大陸甘肅省賑災回來的慈濟

委員們對上人報告中提到，由於水資源的短

缺造成當地一奇特現象，即富有與貧困的區

別在於擁有井口數的多寡。上人聆聽了當地

的狀況後，恰巧當天花蓮地區下著大雨便有

所感言：「水資源是如此的珍貴，花蓮地區的雨量如此的多，為什麼不將其貯存



起來應用，雨水的資源應該要好好的珍惜」。在那次的會議後，雨水的利用便成

為我們珍惜水資源的最好機會。 

在上面談到的規劃會議中，慈濟小學的楊校長也在其中，由於當時國內當時對雨

水利用的相關資訊較為缺乏，正與我苦思如何將其應用到大型的開發案中時，楊

校長在2天後的偶然機會中，在廣播節目中聽到經濟部水資源局與節水服務團正

在推動雨水回收系統（當時介紹國內第1個在學校應用成功的雨水利用案例：台

北縣立三芝國小雨水貯留供水系統），我們便很快的與經濟部水資源局聯絡，並

由節水服務團安排參觀三芝國小以及工研院的雨水利用系統。屆此，我們便決定

將水回收再利用系統以及雨水利用系統全面納入慈濟新建工程規劃當中。並與當

時負責設計規劃的許常吉建築師事務所及美國的SOM公司溝通後，在節水服務

團的技術協助下全面來推動這項有意義的工作。 

▲ 圖 2 慈濟大林醫院中水回收流程示意圖 

   

  

  

  



 目前慈濟系統推動水資源節約工程的概況與方式 

推動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可說是由台灣的東部開始紮根，並逐漸向慈濟各

地包括台灣西部或海外的各項工程規劃全面進行。以下就來談談這些推動情形。 

▲ 圖 3 中水處理設備 
▲ 花蓮慈濟醫療暨文化園區「水資源有效利用」設施一覽

表 

   

東部地區的推動情形  

由87年規劃工作開始到現在，在慈濟花蓮園區已經完成慈濟醫院、慈濟大

學、慈濟技術學院、慈濟中學與慈濟小學的雨水利用/省水器材或是中水回收系

統的設置。值得一提的是在慈濟技術學院的3期宿舍規劃建設方面，由於在規劃

當時與節水團、相關建築師及技術人員討論發現，雨水利用仍有其供水可靠度上

的風險。因此，收集學生生活的洗澡排水設置中水處理設備便成為解決宿舍區持

續用水需求的重要搭配設施，這項設施同時也應用在當時的中/小學工程規劃

中。截至今日，這些系統工程多已完成並已使用當中，除希望能成為東部地區的

節水示範區，在未來也將持續在花蓮的玉里地區推動。 

在這些中水利用工程中，也必須同時考量耗用能源的因素，舉例來說，由

於慈濟中學距污水處理廠較遠，若再設置加壓幫浦及管路將污水處理廠排放水回

收使用並不符合節約能源的目標，因此，工程中便以就近收集學生宿舍學生洗澡

水經簡易處理後直接應用在學生的雜用水(沖廁)上，並由雨水或井水補充其不足

量。而慈濟小學由於距污水處理廠較近，因此，便考慮直接引用污水處理廠排放

之處理水作為校園沖廁用水的來源。各項工程並將輸水管路予以「分管」處理，

換言之，雨水、雜用水、井水、自來水...都走不同的管線；這在工程規劃之初是

相當重要的一件事。目前在這些學校中，除了自來水供應飲用外，其他大量的雜



用水都已經被雨水或中水取代，由於過去雜用水使用地下水居多，也間接降低了

很大部分的地下水使用量。 

西部地區的推動情形 

在完成東部地區的多數規劃與建設後，我們也極力思考如何將這些理念應

用到西部的一些建設工程中，除了開始提到的嘉義大林醫院以外，我們率先在台

中的潭子園區落實這個大規模的惜福工程，這個園區有49公頃，興建包括學校、

醫院、護理之家、靜思堂...等等大型建築物群，雨水利用與水回收再利用系統都

列為必要的設施，目前也都已經開始陸續在施工當中。在這個園區當中，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那就是被要求整個園區的排水都必須要達到農田水利會要求的

灌溉水質標準，因此，我們規劃將排水100%回收處理使用，在請教了許多國內

外的水處理專家後發現，雖然水處理技術上有其困難，也面臨極大的挑戰，但由

於污水高級處理後水質極佳，排掉亦可惜，我們計劃回收再用，這個目標我們還

是會努力來完成，因為這是一個社會責任。 

另外如慈濟新店醫院新建工程，彰化與台南分會，也都納入雨水利用設備

設計，目前分別進行施工或使用當中。在這些工程規劃的同時，恰巧遇到了921

大地震，慈濟在災區進行賑災與進行災區損毀中小學的認養興建工作，這項大家

熟知的「希望工程」，慈濟認養了50所學校，由於我們在希望工程剛開始進行

規劃前，便將所有相關建築師與技師找過來，並告訴他們我們一定要有這些水資

源有效利用設施，在節水服務團專業的協助評估下，雖然不是所有的學校都設置

大型的雨水利用系統，但這項工作的推動卻也帶動了相關的建築師與技師對此項

工作的投入。這項藉由橫向擴展的功效可以說是無遠弗屆的。許多的建築師在與

我們討論希望工程中納入雨水或中水利用設備設計時，由技術面學到了如何在建

築中納入此項系統。也推動到他們手中的其他非希望工程設計案當中。對技術人

員而言，設計不是問題，但觀念的拓展卻是另外一種落實這個惜福工程的重要關

鍵。 



▲ 圖 4 建築物管路分流及標示 ▲ 圖 5 技術學院宿舍區雨水戶外處理兼緩衝槽設備 

海外的推動情形 

除了在國內推動以外，目前我們在泰國接近清邁的偏遠地區（泰北；距清

邁約3小時車程），也將建設一個慈濟泰北完全中學，這個學校是一個包括小學、

中學到高中一系列的開發案，在今年1月底已經發包施工了，設計規劃之初，當

地建築師並未納入相關水回收利用系統，但在我們的要求下，配合當地每年5

月到10月幾乎每天降下的豐沛雨量，在學校建設中增加了雨水利用設備。另外，

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分會，也都將陸續納入此項系統，相信對華人或

當地人而言，我們的惜水觀念應該可以在這些地區慢慢推展開來。 

在推動水資源節約措施上所遭遇到的阻力 

我們希望透過在營建工程直接納入這些對水資源珍惜的設施規劃，讓所有

慈濟的工程都能納入這些有意義的設施，但由於所執行的案子都是大型的設置

案，當然會遇到工程預算增加的問題，在87年剛開始推動時確實遭遇極大的困

擾。但在經濟部水資源局的經費與節水服務團的技術支援下，對執行這些工作項

目上發揮了重要的助力。另外，一些如省水器材剛換裝完畢時，由於使用者的不

習慣或過去省水器材剛開始推動時品質的不穩定，確實也造成了使用者及維護人

員的很大困擾，但在節水團技術與相關裝設省水器材廠商的全力配合改善下，使

用損壞情形已經有大幅的改善。在雨水利用方面，自動噴頭改用孔徑較大的簡易

設備後，阻塞情形已經改善。時至今日，在先前花蓮醫療暨文化園區相關節約用

水工程的完工使用、故障排除與效益發揮後，各項工作之推動已經可以說是沒有

什麼阻力了，在此也相當感謝大家的協助。 



如何推動落實綠建築的

理念 

在綠建築的七大指標

當中，水資源佔很大的部

份。以慈濟技術學院為例來

說，在3期宿舍新建工程

中，綠建築標章中有關水資

源的二個指標包括水資源

指標與基地保水指標，在這

項工程中幾乎都已經達

成，例如水資源指標中的雨

水/中水/省水器材，都已經納入並完工，在基地保水指標部份，我們在校園大量

使用透水鋪面及透水溝設備，而這些設備在83年起至今逐步完工後，確實也為

當時因學校週邊道路沒有良好排水設備的開發區域發揮了洪流抑制效果(降低了

週邊道路降雨期間漫地流的深度)。在節約能源方面，利用電力熱泵系統替代原

有的柴油鍋爐系統，不但可藉由熱交換原理大幅降低宿舍熱水加熱的成本，還可

將冷卻的空氣排入電梯作為空調使用，一併解決人力維護問題。經過測試，效果

相當不錯。在通風方面，藉由建築內部配置與宿舍內各房間門上方設置通風窗讓

室內達到自然對流的效果，也可減少室內使用電風扇之頻率，達到節能的效果。

另外，在樑或牆施工時，藉由使用清水模板配合精準的控制，減少粉刷的機會亦

即減少水泥及砂的用量，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及施工用水也有很好的效果。 

▲ 圖 6 慈濟醫院換裝省水器材故障量統計表 

 

▲ 花蓮慈濟醫療暨文化園區「水資源有效利用」設施一覽表 



▲ 慈濟系統推動「水資源有效利用」設施台灣西部地區一覽表 

未來持續推動與改善的工程 

整體而言，工程人員在過去對資源有效利用並未有很深刻的認知，並進一

步去思考如何將一些資源回收設備融入工程設計當中，舉例來說，以開挖地下室

或建築物基礎時，在過去大多將湧出的地下水以幫浦抽出排至排水溝，這是多麼

的浪費。 

▲ 圖 8 技術學院透水溝設計 ▲ 圖 9 二段式沖水器之換裝 

▲ 圖 7 校園全面鋪裝透水磚設施 ▲ 圖 10 校園雨水澆灌系統 

  



近二年來由於綠建築風氣的逐漸形成，

慈濟系統無論在推動建築物的節水設計或節

能設計方面，甚至於推動將施工中可利用的地

下水資源排入既有的暫存池或已完工的雨水

槽或中水槽中貯存利用（可作為養護用水）等

種種措施，相關的建築師以及工程單位都有較

好的認知與配合意願。未來還要再改善的工程

方面，舉例來說，大林醫院希望能改善先前的

處理方式，並提高目前每日近400噸的中水回收量。技術學院方面，目前已經將

校舍屋頂雨水貯槽接管至校園噴灌使用，地面200噸的雨水貯槽希望能擴大接管

至慈濟中學活動中心工程用水使用（例如磨石子...等裝修工程之大量用水）。並

接至未來興建之文化中心蓮花池作為景觀用水使用。在教育方面，也會同時對所

有節水工程製作解說牌或相關文宣，讓大家更了解節約用水的方法。 

慈濟是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的

團體，從上人、副總到所有的人員

對珍惜水資源的工作都是大力的支

持與務實的推動，以營建處的角度

來看，期盼透過東部節水示範區到

希望工程、海外工程等等的節水工

程設計，可以喚醒不僅是工程界，

而是包括整個社會的惜福觀念，讓

我們的下一代將這些珍惜水資源的

念頭由學校的一舉一動做起，並擴及到所有的慈濟人以及生活在台灣甚至於是世

界的每一個人。 

▲ 希望工程設置「標準雨水利用系統」已完工使用學校彙

整一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