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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全球暖化現象嚴重之

際，水資源將可媲美石油。水將

是下個世紀的商品，擁有及控制

水資源的國家將處於控制世界經

濟的有利地位。為因應水資源極

限化、公營事業民營化及知識經

濟時代的來臨，廿一世紀的水將

從「基礎建設」的角色，轉變為

「服務」與「商品」兼具的性質。爰此，經濟部水利署積極推動「知識型

水利產業」相關計畫，建構利於知識型水利產業發展之環境，加速知識轉

變成為實際運用的過程，使成熟之研發成果可迅速商品化，建立新興產

業，同時藉由網路型知識交流平台，以加速水利產業知識創造、流通與加

值，期能輔導建立符合綠色生態思潮及民間參與之知識型水利產業。  

二、水利產業發展之趨勢  

水資源是產業發展的重要資源，展望未來，國家在高度工業化發展

下，均衡水的「公共財」與「經濟財」的發展，增加水資源運用效率，已

1. 水資源極限化的時代已經來臨： 早在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環境與

是大勢所需。根據國內外水資源發展動向，水利產業未來發展趨勢綜納如

下： 

發展大會就指出，「石油危機之後，下一個危機便是水」。1977年

聯合國大會進一步強調，「水不久後將為成為一個深刻的社會危

機」。1992年，一些專家指出，廿一世紀水、糧食與能源這三種資

源中，最重要的是水。1997年聯合國再次大聲疾呼：目前地區性的



水危機可

能預示著

全球性危

機的到

來。  

水資源永續發展已蔚為國際風潮： 由於人口成長與分布不均衡2. 、水

3. 促進水資源市場化發揮資源使用最佳效率： 

4. 的科技創新

三、新興水利產業發展之構思  

現況與趨勢，以及配合知識經濟時代的來

文循環機制受到人為不當開發與利用，對環境與生態產生相當大的

衝擊，自然環境因而破壞導致水資源日益短少，使得開源變的困

難。在既有總量對既有水源的管理，唯有深植永續發展理念，提高

水資源運用效率，可避免水資源成為「水礦藏」，而成為一種戰略

物質，才能確保下世代的子孫生存與發展。 

由於水資源屬國家所

有，絕大部份水利設施為國有資產，因此對水資源使用者而言是一

種特殊商品，應有償使用。為此，應以水資源的市場化、商品化機

制調整水價，實行水的分類、分質、分量、分時論價，促進水資源

的合理分配利用。 同時，聯合國已向全世界公開聲明，水是一種商

品。這項宣示意謂著在人多水少的供給與需求不能平衡的事實下，

透過市場經濟法則，減低政府干預，水可以達成最大的邊際效益，

並同時能兼顧社會公平正義原則。換言之，各國政府唯有執行兼顧

經濟與環保的水資源策略，才能真正落實永續發展。  

科技發展專業分工精細化與市場規模日漸成熟： 水相關

研發，在國外已臻成熟，如：水設備與器材製造產業相關的管材與

零配件、儀器儀表、自動控制及通訊資訊系統、用控水器材、淨濾

水器材、水處理設備、水量測度量設備、造水設備以及相關的經營

know how等等，足以形成產業規模。特別是在「知識經濟」的世紀

時代，在以顧客需求為導向，提供高效率的服務驅策力下，對推動

專業分工更具有加乘效應。在國際間已有許多國家已採取國際公開

招標的方式，將原有政府辦理工作委託民間專門負責經營管理。  

綜觀目前國內水利產業發展



臨，經

1.  

2. 新興水利產業的

理是廿一

創造」，「知識流通」與「知識加值」等三個部

3. 

的發展，多著重於開發水源與防洪等基

」

水利

4. 

國家政策，未來新興水利產業將具備

濟部水利署乃籌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彙集國內專家、學者、產業界

及政府相關部門等代表，透過諮詢會的討論方式，徵詢及彙整相關領域之

意見，規劃出未來新興水利產業發展之藍圖，其重要內容摘要如下：  

定位  

知識管

世紀企業競爭的

利器，根據國家

創新系統的概

念，知識經濟的

發展涵蓋了「知識

份，而配合國家「知識經濟發展方案」，規劃出的新興水利產業為

「以水利產業為主軸，水利核心技術與關鍵技術為導向，以知識管

理為基礎，人為知識的運載者，彙集所有專業的水利技術知識，利

用資訊科技來加值，並以分享為運用方式的產業」。 

新興水利產業的技術領域  

台灣過去近40年來水利事業

礎工程，時至今日水資源面臨新一波的挑戰，社會團體對水資源與

生態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視，再加上科學與技術的創新，能夠改善水

質提高水的利用效益等因素，使得水利產業已朝新興水利轉型。 爰

此，水利署規劃出短期新興水利產業之發展重點技術，將由自由市

場機制及政府相關法令政策配合來決定，於政府相關法令政策方

面，參著「知識經濟發展方案」、「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及「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等，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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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工法技術」及「儀器檢校技術」等為五大發展核心技術。  

新興水利產業的發展趨勢  

配合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與



「水知識產業化」與「水產業加值化」等兩大特質。同時，在全世

界水資源匱乏陰霾之下，加上近年來為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以因應

經濟國際化、自由化的挑戰，提升企業經營效率、增強國家競爭

力，減少財政負擔，廿一世紀的水將從「基礎建設」角色，轉變為

「服務」與「商品」兼具的性質，已是全球水利產業發展的一大趨

勢。 

新興水5. 利產業的技術發展項目  

水資源缺乏的國家或地區，包括：

) 工廠排水再生利用技術：國內目前之水處理技術，經多年的發展

) 雨/中水利用技術：雖然國內目前上無雨水/中水利用產業，但於

(1) 節約用水效率提升技術：現今

日本、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均積極推動使用省水器材。而省水器

材產品範圍甚廣，包括：馬桶、馬桶水箱配件、小便器、洗衣機、

洗碗機、自動洗車機及水龍頭等，隨著國際化的趨勢，省水器材的

發展絕非侷限於國內市場，其發展重點如：先進節水衛浴器材之設

計開發；低耗能節水洗衣機設計開發；先進感應式水龍頭及紅外線

自動沖水閥開發；各項省水器材產品測試技術建立，以及節水效能

檢測認證等。  

 

(2

後目前已具備處理各種排水水質之能力，以因應用水點的水質、水

量需求；一般實務應用上的垢病則是在於大堆頭的組裝或處理效率

太慢，造成空間、時間、金錢的浪費，因此，未來工廠排水再生利

用技術將朝向「高效率」、「低成本」、「空間集約化」之水處理

系統發展。  

 

(3

雨水/中水利用相關之基礎行業卻已有良好之發展基礎，因此，雨/中

水利用技術產業化之門檻不高，若能整合相關利用技術可於較短時

間內推動此項產業。而未來此項技術的發展將從開發各種用途之雨

水過濾器、系統化雨水貯槽、開發套裝式雨/中水系統及自動化中水

操作系統等。  

 



(4

廣，舉凡所生產之各項產品或利用相關

設備之技術服務，均牽涉儀器檢校之工

作，目前國內積極推動農業節餘水量有

效運用制度，而儀器檢校技術的推動，

是影響水利量測之準確度，亦是推動此

制度的重點技術之一，而未來儀器檢校

技術將可朝水文觀測技術；校正(測試)實驗室整合；量測不確定度評

估技術等方面發展。  

 

(5) 水利生態工法技術：生態工程之觀念乃緣自於德國與瑞士，近年

來正逐步推展至世界各國。依據政府「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中，明確指出，在生態治河與親河建設以兼顧防災與生態保育

為主。因此自然生態工法的方展方向如下：水利工程對生態之衝擊

評估；河溪棲地調查研究；生態流量之估算；河溪棲地模式之發

展；河溪棲地復育工程；魚道與魚類保護設施之設計；河溪棲地管

理等。  

)儀器檢校技術：水利產業之範疇甚

6. 政府推動新興水利產業之策略  

水利署未來在水利產業的推動上，將以協助有市場機制的水利產

業，建立移轉必要的技術及協助輔導產業為目的，並加強宣導推廣

新興水利產業的技術，與產業密切結合以誘導市場開發商機。  

  

四、水利產業知識管理之規劃  

隨著知識經濟與數位內容時代的來臨，以「知識的激發、傳播及運

用」為主的競爭型態正改變全球經濟發展的型態與趨勢，從政府單位到各

大公司企業都以推動知識管理做為未來競爭力的指標。因此經濟部水利署

亦極力推動水利產業的知識管理，除原有之以節水效能提升技術、雨/中水

利用技術、工廠排水再生利用技術、儀器檢校技術、水利生態工法技術等

五大項目外，並加上深層海水利用技術、奈米水開發技術為七大核心技

術，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所成立的「水利產業知識化育成中心」的推動成



果，彙集所有水利產業專業知識，透過水利產業知識管理之資訊平台，加

速水利產業相關之知識、經驗、資訊等的交流與加值，提升水利產業的競

爭力，擴大水利產業之發展規模。  

目

前經濟部

水利署所

規劃的水

利產業知

識管理服

務系統架

構如圖1

所示。基

本上在水

利產業知

識管理上

可分為

「水利產業知識網脈運作模式」與「知識服務社群模式」兩方面進行推

動，其中「水利產業知識網脈運作模式」是以文件管理為出發點，應用垂

直組織架構關係，使推動水利產業相關計畫與作業流程中所產生的知識物

件能導入知識管理機制，以累積組織記憶區的知識能量，並將水利產業相

關專利及智慧資產納入智慧資產庫，以提供水利產業相關人員的再引用與

參考，其次於「知識服務社群模式」方面，則是採取會員制，將水利產業

知識網脈內的知識藉由水利產業資訊平台的轉換與社群進行交流、行銷，

並將知識網脈的產出內容依不同服務社群提供不同的服務。同時，藉由社

群模式推動，強化水利產業的組織，使一群會員因相同的任務、興趣或專

長等在一社群中互動、討論與分享，期間產出的種種知識物件，再經由管

理機制形成知識庫，而產生的新服務需求形成另一創新產業，以此逐步擴

大水利產業的規模。  

五、結語  

水產業（Water Industry）在國內仍屬於萌芽階段的新興產業。雖然在

國內外早已有相關水產業的應用發展，但由於未有明確的定位及政策上的

圖1 水利產業知識管理系統架構圖 

 



支持，以致水產業的發展受到挶限，民間能夠參與的範疇窄小，難以激發

其動能，創造經濟利益。而追求優質的生活環境，建立專業化、服務化的

分工社會與產業環境，為全球必然的趨勢與結果，如何創造一個「放手由

民間去做」的發展空間，是政府推動水利產業責無旁貸的工作，同時，在

全球永續發展潮流與趨勢帶動之下，水商品經濟價值，將愈加明顯，期待

各界共同攜手推動台灣地區新興水利產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