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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利用 創新思維 再造水利新願景  

工研院節水團／蘇娟儀 

  

八月十一日的炎熱午後，北部地

區下起了大雷雨，這場甘霖，稍解入夏

以來的高溫酷熱，但更令人關切的是，

這場雨對需水孔急的水庫有多少幫助，

能不能舒緩北部地區的缺水危機，人在

台中水利署的陳伸賢署長，忙著回應媒

體湧入的電話訪問，「石門水庫降雨量

只有8公厘，所以對水庫的幫助不大，

不足以解除旱象，只能說這場雨下錯地

方」，「午後雷陣雨對農業用水來說，

至少可以省下部分灌溉用水，可以紓解水庫的供水需求」，「如果接下來

的時間內沒有降雨，大台北地區最快在八月底啟動第二階段限水措施，不

過這要等八月十四號旱災會議做最後的決定」，沉穩、有條理、善溝通的

陳署長，在回應完一連串的採訪後，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氣，泡了杯香濃

茶，開始與我們談他的施政理念。「水利工作攸關經濟、生態與社會，所

以水利的發展不僅與生活或生存有關，也是一項基本人權，台灣只有一

個，地球也只有一個，所以今後一定要致力永續發展，不要把問題留給下

一代。」陳署長一開始就點出了水利工作的發展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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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前瞻性的策略，規

劃台灣未來水資源的永續利用，是相當重要的政策理念。過去偏重工程的

手段，較不重視管理層面，現在則要雙管齊下，開源與節流並重，開發與

保育並行，在供需方面，過去缺水的時候注重供給層面，現在則要思考如

何減少需求，尋求供需平衡。在這個理念下，水利署提出「治水」、「利

水」、「親水」、「活水」四項核心環節來推動水利事業。  

 



 

「治水」、「利水」、「親

水」、「活水」 所謂「利水」 

就是穩定提供質優量足的

水資源，滿足整體經社發展所需

用水。達到永續就是可以妥善利

用管理的機制，利用既有水利設

施、靈活調度水資源、發揮最大

利用效率，做好用水需求管制，建構完善農業用水支援調配機制等；在工

程方面採多元化開發理念，「水庫開發不是解決水資源不足的唯一選擇，

因為任何工程對環境都會造成傷害」陳署長特別強調，「我們可以依次優

先推動對環境影響較少之攔河堰，雨水貯蓄利用、海水淡化、人工湖及離

槽水庫等」。  

「治水」就是推動流域整合治水，降低淹水災害及損失，「我們不要

跟大自然抗衡，要用全流域整合治理的模式以及生態工法」。而「親水」

就是綠美化河川水岸環境，塑造更多可供休閒遊憩之親水空間。「未來將

有80%資源用在結合近自然、生態工法，全力綠美化既有的水工建造物，

包括河川水岸環境，水庫集水區等，畢竟台灣地狹人稠，這樣可以提供民

眾更多休閒遊憩運動之親水設施」陳署長說，剩下的20%才會投注在新的

水利工程建設，而這也會以生態工法為首要的考量點。  

「活水」則是推動回收水再生利用，促進水源供應多元化，諸如廢水

回收再利用、推動水的再循環、節約用水等等，「就是讓水活起來，帶入

永續的理念，讓水資源生生不息。」  

成功抗旱經驗 

去年台灣地區的乾旱缺水期，當時擔任副署長的陳伸賢成功地協調區

域水資源的調配，使缺水損失降至最低，回想起這個經驗，陳署長說「那

個時候每一滴水都要很辛苦的存起來，開源節流，幾乎所有的方法都用盡



了。」台灣過

去處理水災的

經驗比較多，

卻缺乏抗旱的

經驗，也因此

去年的抗旱機

制啟動得有些

晚，所以相對的水資源調配 的決策就十分

重要，只要一下雨，就停供灌溉用水，每一滴水的去處，都得經過縝密的

規劃計算。到最後關頭，連從水庫抽水都準備好了，「五月二十四日如果

不下雨，就要抽水了，但是水庫的水是不是可以抽出、庫泥處理問題，這

些都是在過去未曾有過的經驗，幸好有下了那場雨」，到了六月可說漸入

佳境，用水管控都相當理想，七月份雷馬遜颱風來旱象才算解除。  

有了去年的經驗，今年的抗旱機制可以說已經上軌道，應付起旱象也

比較從容不迫。面對缺水危機，在過渡時期可以用管理的方式來因應，但

長期來看，開發更安全的水資源益形重要，也因此水利署計畫要開發台北

地區豐富的地下水源，預計明年可以完成鑿井的工作，每年可以供水5,000

萬噸，納入自來水供水系統，以補足缺水時的需水缺口，此外在桃園大漢

溪上游也將找適合的建壩地點，興建攔河堰蓄水作為缺水時期的備用水或

永久使用水源。 

水價沒有反映出水資源永續利用的價值 要真正的讓台灣水資源永續發

展，除了政府積極推動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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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價沒有反映出水

資源永續利用的價值，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陳署長表示，根據統計，全世

界國家中水費支出大概佔家庭消費支出的2%到4%，唯獨台灣只佔0.4%，

而自來水公司長期虧損經營，無力提升服務品質、改善水質及漏水情況，

更甚者為缺水時期的調水及補償問題，「因為水公司手上根本沒有錢，如

何跟人家談，很多時候都要拖到最後由政府出面解決，而延誤了最佳的調

配水時機」。另外一些水資源開發，如海淡廠、BOT案，一度成本要三十



元，但水價只能賣10元，根本沒有人

願意投資，不然就得由政府以保證價格

收購，又會造成政府沉重的財政負擔。

「這些問題都與水價合理化環環相扣，

所以明年總統大選之後，應該積極來推

動水價的合理化」陳署長堅定的說，

「其實經過這幾年的缺水危機，民眾普

遍都感受到水資源並不充足，根據幾次

的民調結果顯示，民眾並不反對適度的

調漲水價。」  

要如何訂定水價機制，陳署長提出了他的見解，「水在不同的階段應

有不同的價值」，在水多的時候，水價較便宜，鼓勵用水，缺水時期，水

價就該往上攀升，達到節水的目的，同時，用水量大的用水戶，負擔較高

的水價，用水量少的用水戶，甚至可以考慮調降水價，讓水價合理化，不

應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用水大戶的水價，「水價成本可以依照油價調整的

模式，根據相關的變動因素，設計出一套公式，可以採透明化的機制，由

產、官、學、研界共同來議定，讓水價能真實的反映成本。」  

要達成節約用水，除了以水價作為手段之外，向下紮根的節水教育宣

導與政府法令的配套也相當重要。讓孩子從小就了解台灣水資源的情況，

讓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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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將會在下一代的身上顯現出來。節水在政府法令上也須配合進行，「可

以在建築法中，強制規定新建築必須裝置省水器材，而舊建築，我們可以

給予補助，幫助換裝省水器材，以達到節水的成效」陳署長說。  

水利產業發展藍圖 

台灣「水利產業」發展，過去著重於農田水利、自來水供應、水力發

電及水利基礎工程等項目上。因定位於公共建設的硬體基礎上，以致水利

產業的發展受到侷限。為因應21世紀水資源極限化、公營事業民營化及知

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水利署積極推動「知識型水利產業」的發展，期望將



傳統以「基礎建設」為主的水利產業，轉變為以「服務」與「商品」兼具

的性質。  

水利產業的發展可以解決水利事業的問

題，促進台灣經濟的成長，開創新興產業，減

少失業率，但是政府在建構新興水利產業發展

藍圖時，必須要注意到產業的市場性，才有成

長性與競爭力，「不是所有的水利產業都有生

存空間，政府有這個責任在一開始就要篩選有

前途的產業，選定了以後，政府才投入資源，協助研發、訂定輔導要點，

並且應有整體的配套措施來協助產業的發展」陳署長強調。扶植水利產業

並不是只靠水利署就能完成，需要工業局、國科會、國稅局等單位共同協

助，還有賦稅減免、設置專用工業區等項目，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配套措

施，如現在已經以法令規定超過一定面積以上的大型建築物，就必須設置

水再生系統及裝設省水器材，這就給了新興水利事業發展市場的利基。  

水利署規劃出「節約用水效率提升技術」、「工廠排水再生利用技

術」、「雨/中水利用技術」、「水利生態工法技術」、「水文觀測技

術」、「深層海水利用技術」、「溫泉水利用技術」、「海水淡化技術」

及「地下水利用技術」等為短期知識型水利產業之發展重點技術。至於自

來水事業是否適合開放給民間經營，陳署長認為，目前這個問題無論在國

內外都仍然有很大的爭議，並不急著在現階段決定。但是自來水事業經營

效率必須提升是無庸置疑的，「自來水事業一定要企業化經營，他的癥結

在合理水價，接下來要讓他有市場，有競爭的空間，效率自然可以提

升。」  

面對國內許多問題都離不開政治，而缺水危機處理、水價問題等多多

少少都與政治有關係，「水不要太政治，讓水回歸技術面，希望雨水多一

點、口水少一點」，陳署長說出內心的期望。  

「人真的很渺小，我們要敬天，要學習如何跟大自然和平相處」陳署

長感性的說，過去在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自然環境總是被犧牲掉的



一環，而現在水利事業開發已經屏除過往人定勝天的思維，轉而追求人與

自然間的和諧平衡之道。「水利人其實已經有一些新思維，未來你可以發

現水利工程不論做到哪裡，它都會很生態、很親水，與大自然融合，長期

下來將可以達到自然平衡的狀態，我期望未來水利事業可以走向這一條

路，再造水利新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