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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衛浴設備包括馬桶、水龍頭、蓮蓬頭均為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且用水量甚高的器具，合計約佔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60%

∼70%。為提高各衛浴設備之用水效率，先進及缺水國家或地區

無不積極鼓勵研發省水型產品，並實施各項換裝計畫。台灣地

區近年來屢次面臨缺水恐慌，政府除採取必要限水措施外，並

優先要求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配合換裝省水器材。其整體換裝

成效雖稱滿意，但仍不難發現若干未能符合預期目標，包括產

品故障率高及節水效率低。究其原因，多半由於規劃執行未予落實，或維護管理有待加

強。其實，國外多年來已累積許多換裝計畫推動經驗，雖然國內外環境不盡相同，換裝內

容、方式或優先順序亦有所差異，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相關經驗仍值得我們借鏡。本文

以參考美國水工協會(AWWA)出版之住戶換裝計畫節水管理者指南(The Water Conservation 

Manager掇 Guide to Residential Reforfit Program)及用水與節水手冊(Handbook of Water Use and 

Conservation)為主，並彙整國內歷年換裝計畫成果報告，擬藉分析國外換裝計畫之規畫考量

及推動方式，檢討國內所面臨的各項問題，提供未來推動換裝計畫時之參考。 

二、國外換裝計畫推動經驗 

世界各國許多地區均因人口成長面臨供水短缺及污水處理系統或管線接近飽和等棘手

問題，必須加強用水效率管理及推動節約用水計畫。節約用水途徑中以省水器材換裝最能

立竿見影，換裝對象除機關、學校或公共場所外，更擴及家庭住戶。其中推動換裝計畫最

為積極且最具成效者首推美國，其成功經驗主要歸因於「事前妥善規劃、執行認真落

實」。其換裝計畫考量重點包括(1)換裝規模大小(2)實際換裝對象(3)主要換裝內容(4)民眾換

裝意願調查(5)換裝前宣導說明(6)換裝方式選擇(7)換裝人力與時程規劃(8)換裝人員能力要求

(9)回收產品處理方式(10)節水成效追蹤(11)換裝產品品質及壽命評估(12)整體經費需求。計畫

推動時，在規劃階段可簡單分為以下五個步驟，其中推動方式之種類及其優劣點比較如表

 



1：  

表1 住戶換裝計畫推動方式及優缺點比較  



 

  

圖1 節水換裝組包(Retrofit Kit)之包裝外觀 
圖2 馬桶水箱省水裝置，省水袋(左)及省水

隔板(右) 

  

    

圖3 省水蓮蓬頭，具暫時開關型(左)及具按摩水流型(右) 圖4 水龍頭省水起泡器 



  

    

圖5 免費馬桶漏水偵測藥片 圖6 家庭省水指南 圖7 以折扣方式鼓勵省水馬桶換裝之海報 

     

  

三、國內換裝工作推動現況 

台灣地區水資源缺乏，近年來為解決缺水問題，政府乃大力推動省水器材換裝工作。

但考量經費有限及便於節水成效統計，換裝補助計畫以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為優先對象。

自民國87年至90年間，經濟部水利署總計補助全省883所國中小學及部份高中(職)，補助

經費達4,722萬。此外，行政院經建會於民國88年「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中，建議推

動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公共場所及缺水地區於三年內全面換裝省水器材。然由於政府歲

入日益短絀，各單位須自編預算支應，以致迄今未能達成預期全面換裝目標。以下即推動

現況及其成效分析： 

1. 換裝內容：省水器材實非單一產品，產品項目包括洗衣機、馬桶水龍頭、蓮蓬頭、

小便器及相關省水配件等。但國內補助換裝基於預算及實務考量，換裝產品多以馬

桶兩段式沖水器（僅限女廁）及省水龍頭（或配件）為主，少數則涵蓋蓮蓬頭（宿

舍用）及小便器自動沖水裝置。因此，統計所謂省水器材「換裝率」多採較為寬鬆

的認定方式，並無絕對標準。  

2. 產品規格：省水器材產品相關國家標準大多尚未建立，包括馬桶水箱配件、沖水



閥、蓮蓬頭等，或雖有國家標準但不符實際需求，包括水龍頭、洗衣機等。經濟部

水利署為提升省水器材品質，加速推動換裝工作，自民國87年起推動省水標章制

度，相關產品均已訂定品質及省水規格，並委託工研院能資所建立節水實驗室，提

供省水器材各項產品之檢測服務。至今總計已有111家254件產品取得省水標章。目

前換裝單位均要求提供省水標章證書及相關測試證明，使推動工作有所依循，也多

一層保障。 

3. 換裝方式：目前換裝工作大多是由換裝單位自行找尋相關廠商，由其負責安裝施工

及售後服務。一般住戶則通常經由大賣場或水電行購得DIY產品，自行換裝或請水

電工代為安裝。 

4. 換裝比率：依據歷年推動成果報告顯示，迄至91年12月止，全國國中小學省水器

材換裝比率約達41%（台北市未受中央補助但已全面更換）。公共場所（如火車

站、公路休息站、公園）及缺水地區機關學校（如金門、馬祖及澎湖）因優先考

量，換裝比率幾乎達100%。至於一般住戶、各級機關及私人企業為數眾多，在目前

水價偏低及缺乏政府補助誘因下，更換比率不高，如以馬桶兩段式沖水器為判斷基

準，應不及10%。  

5. 節水成效：以歷年補助883所國中小學省水器材換裝後之節水成效統計如表2。除90

年節水成效僅8.6%有待改進外，其餘均達20%至30%，符合預期目標。歷年總節水

量達108.5萬噸，如以補助金額4,722萬元，每噸水10元計算，約4.4年可回收。  

表2 歷年省水器材換裝後之節水成效分析  

  

 

 

 

 

 

 



四、國內換裝工作問題探討 

如前所述，國內補助換裝基於預算及實務考量，

換裝產品多以馬桶兩段式沖水器及省水龍頭為主，整體

節水成效雖稱滿意，但不可諱言亦有部份換裝單位對省

水器材產品品質及耐用性提出質疑，其主要不滿意原因

經實際查訪，彙整相關意見如表3，可做為未來改進之

參考。 筆者近年來有幸參與省水器材檢測服務及省水

標章產品驗證工作，對換裝相關問題略知一二，以下僅

就兩方面加以分析探討。  

1. 在品質及耐用性方面： 

1. 水質影響：包括感應式水龍頭、水壓式沖水閥、精密陶瓷水龍頭等易受水質影響而

增加故障率。因此如採用地下水，回用水或水質不佳地區應避免選用上述產品。 

2. 水壓影響：實際查訪經驗發現，部份學校頂樓水壓明顯不足，馬桶設計卻仍採沖水

閥方式，造成沖水量太小而無法洗淨，易導致使用者不良印象或被蓄意破壞。 

3. 產品相容性：在缺乏國家標準情況下，目前省水器材無論口徑、芽紋、尺寸等均未

有統一規格，某一零件故障即需整組更換，加上產品設計及材質經常變更，造成使

用單位買不到備品維修，不但增加負擔，甚至產生排斥心理。 

4. 產品標示：省水標章產品雖經測試符合產品規格，但在銷售時，往往產品多未標示

省水標章圖樣，甚至廠牌、型號亦無法得知，造成多方困擾。目前正徵詢相關廠商

意見，以便修改省水標章作業要點，要求產品必須清楚標示。  

2. 在省水效率方面： 

1. 節水觀念：以省水龍頭為例，部份廠商及換裝單位偏好研發或選用流量甚小（每分

鐘小於１公升），且出水成霧狀之省水龍頭，易造成使用者不便或延長使用時間。

其實水龍頭省水效率高低與技術層次並無關連，一般洗手水量每分鐘3∼4公升最為

適當，重點是出水質感能否使消費者滿意。正確節水觀念是將浪費的水量節省下

來，而不是刻意節省必需使用的水量。 

2. 安裝能力：以馬桶兩段式沖水器為例，由於馬桶沖水可分為沖水式(Washdown)、虹吸

式(Siphon)或漩渦式(Vortex)等，並非所有馬桶均適合換裝成兩段式沖水，且兩段式沖

水器設計原理各不相同，安裝後沖水量必須經過調整，否則易造成沖水量不足，無

表3 換裝產品不滿意原因分析  



法洗淨，或導致使用者重複沖水(double flushing)，反增加用水量。因此，水電工安裝

能力訓練或消費者DIY能力提升均有待加強。  

3. 馬桶漏水：這是換裝單位最常疏忽的地方，經實際調查馬桶漏水比率約為20％（與

建築物新舊及管理維護優劣有關）。往往一座馬桶嚴重漏水可抵銷全部換裝所節省

的水量。因此，在換裝計畫推動同時，必須做好所有馬桶的測漏工作，且日常檢查

維修也不能忽視，否則節水成效難以符合預期目標。 有關馬桶兩段式沖水器之相關

問題及解決途徑，分析如表4。  

表4 馬桶兩段式沖水器之相關問題及解決途徑 

五、結語與建議  



1. 國外換裝經驗值得借鏡，尤其未來國內在推動住戶換裝

時，應在規劃階段做好各項考量，選擇適當推動方式，

按步就班始能事半功倍。  

2. 歷年來推動機關學校換裝，部份成效不如預期，主要原

因不外乎馬桶漏水、安裝不確實及產品損壞率高等。因

此，未來除須持續提升產品品質外，水電工訓練及使用

者宣導亦有待加強。 

3. 建議應儘速制定或修訂相關國家標準，提高產品相容性，加強維修服務，始能提升

消費者選用省水器材之意願與信賴度。  

4. 現階段應要求省水標章產品清楚標示及加強抽樣測試，以維護標章之公信力，並保

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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