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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行政院為國家長遠發展之考量，於九十一年

中提出「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政府施

政願景藍圖，規劃一項為期六年，包括經濟、人

文與生活三個面向之「國家總體建設規劃」。其

中在「科技新經濟」方面在未來數年內，將發展

核心優勢產業，針對半導體與影像顯示產業等科技產業產值，分別均達到新台幣一兆元之策略目標；經濟

部乃積極規劃「兩兆雙星」計畫推動產業發展。 

建立一個完善之投資環境是政府不遺餘力之目標，因此水、電及土地等基礎建設之供應便是產業發

展之基本需求。有鑑於此，經濟部工業局為避免用水問題成為半導體與影像顯示器「兩兆」產業發展之制

約因素，因此積極規劃探討兩兆產業

之用水現況與未來用水之需求，以有

效掌握產業用水之成長，提供國家水

資源整體規劃參考。 

■ 產業範疇 

半導體產品可大致劃分為三大

類：分離式元件（Discret）、積體電

路（IC）與光電元件（Optical）等，

其中積體電路就佔了半導體近九成的



比重，可謂半導體的重心所在。半導體對全球電子產業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而在半導體世界中，積體電

路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就目前國內的發展狀況，積體電路幾乎就等於是半導體的代名詞，

無論就廠商的知名度或是產值的規模，都遙遙領先其他的光電元件或分離式元件。 

根據工業局擬定之新興產業發展政策與方向中，在彩色影像產業方面，初期以平面顯示器為發展主

軸，一般來說，平面顯示器勢泛指非映像管（CRT）式的其他顯示器，其中又以液晶顯示器（LCD）最引

人矚目。若從整個產業架構來看，在上游部分，包括驅動 IC、玻璃基板、彩色濾光片(Color Filter)、背光

模組(Back-Light Unit)及偏光片、配向膜、有機激發光材料等上游關鍵零組件與化學材料；中游即包括面板

(Panel)及模組(Module)等顯示元件及其相關應用為主；下游即包括相關應用產品之組裝及製造。 

■ 產業用水特性分析 

透過上、中、下游關聯產業之工廠用

水問卷調查，完成積體電路產業總共回收

53份問卷，彩色影像產業則回收 29份問

卷，並依照晶圓大小尺寸分成 6吋、8吋及

12吋規格，TFT-LCD則分成 3代、3.5代及

4代進行產業用水特性分析，以瞭解各產業

各種用途別及水量別之結構。 

1.用水用途結構分析 

工業用水一般指在生產過程中用來製造、加工、冷卻、空調、洗滌、鍋爐及其他用水之總稱。若依

工業用水之用途及功能特性，在工業生產過程中之大略可分為間接冷卻用水、產品與半成品或原料清洗用

水、空間與生產機械清洗用水、傳輸用水、原料用水、製程用水、鍋爐用水、直接冷卻用水、空調或溫濕

度控制用水、生活用水、景觀用水、消防用水、維修用水、營建用水等項，各產業類別水源供給來源比例

詳細統計資料如表1所示。 

2.回收率統計分析 



廣義的工業用水回收率，應該是指在確定單元內一定時間中，於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重複利用的總

回收水量與總用水量之比值，（其中包括冷卻回用水、鍋爐蒸汽冷凝回用水、製程回用水與逐級利用回用

水等），其計算公式為(見公式1)   

 

一般而言，工廠各類用途中，以間接冷卻水用量最高，由於科技進步提升了濃縮倍率，使得冷卻水

塔原始取水量降低，但整個冷卻水循環量相當高，在此情況下，雖提升了整廠用水回收率，但如此高回收

率對工廠用水來說，並無值得慶祝的地方，反而缺乏了節約用水的推動力。因此建議將冷卻水循環量扣除

再來計算各項指標，將更為實際一些，其計算公式為(見公式2)  

 

 

回收率是評價工廠用水效率的重要指標，當工廠製程、產量、員工人數決定後，其總用水量變化不

大，要減少工廠原始取水量，唯有增加其回收率。因為回收率是反應工廠用水綜合性指標，有時上無法全

面地反應不同用水特性之工廠用水水準與節水潛力，例如：有些工廠製程用水所佔之比例較大，而有些工

廠是以生活用水為主，而目前生活用水的回收率較低，這兩種用水特性不同之工廠，同樣的回收率可能反

映的合理用水情形與節水潛力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間接冷卻用水較製程用水容易回收，其回收率就可能較高，而有些製程用水因為回收技

術、經濟效益等因素於目前不可能回收，其回收率就可能較低(見表2)。 

3.單位產品用水量分析 

單位產品用水量是評價工業用水效率較科學與合理的方法，有了這一指標能使工業用水管理部門較

科學與合理評價用水效率，同樣產品的可比較性也較強。 



積體電路產業將以晶圓製造業為主要分析對象，並

分為6吋、8吋及12吋；在彩色影像產業將以薄膜液晶顯

示器(TFT LCD)為主要分析對象，並分為3代、3.5代及 4

代等不同尺寸之工廠，並探討與推估12吋晶圓廠與4.5代

以上之用水量。 

目前國內 6吋及 8吋之晶圓廠數目及技術都已經達

到穩定及量產的階段，每片晶圓產品所需自來水用量都有

經驗值可供參考，本研究分析所得數據透過與工廠實地訪

問討論後，建議 6吋及 8吋晶圓廠單位產品用水量採用

1.46及2.53 m3/片。 

至於國內之 12吋晶圓廠均在試產中，其生產規模均

未邁入經濟生產規模，因此單位產品用水量偏高，尚不足

以代表 12吋晶圓之單位產品自來水用量，因此本研究參

考與目前 8吋產品與生產之差異，並於實際拜訪相關 12

吋晶圓廠了解相關用水需求後，以4.07-7.12m3/片之自來水用量進行推估未來用水(見表3)。 

薄膜液晶顯示器業未來以 5代廠為主要規劃設廠標

的，由於 5代廠均尚在規劃與建廠中，因此本研究根據現

況資料中較具生產規模之 3.5代廠之面板廠與濾光片廠為推

估基準，根據其與 5代廠之產品差異(如面板尺寸)進行推估

單位自來水用量，同時參考實際相關建廠廠商及國外相關

資料(如韓國Samsung三星、LG-Philips樂金5代廠)見表4。 

 



面板部分：每片

基板約需 3.19-

5.83 m3/片。 

濾光片部分：每

片基板約需2.63-4.26 m3/片。 

■ 需水量分析與預測 

為了掌握未來積體電路與彩色影像產業之

實際用水需求，依據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及單位

產品用水量資料，進行未來五年產業需水量推

估，作為工業主管機關及水資源管理機關在規

劃相關產業發展及水資源開發與調配時之參考。 

1.產業發展趨勢分析 

由於半導體景氣復甦延緩，衝擊 12吋晶圓廠投資腳步放慢，在未達市場經濟規模下，生產技術成熟

度所花費時間比預期拉長，預計至少待2005年以後才可望逐漸發展成技術主流。 

台積電原預計今年在竹科與南科各投資興建一座 12吋晶圓廠，不過，受到景氣復甦不如預期，兩座

廠投資計畫僅竹科完成「蓋殼」，南科還按兵不動，竹科土建工程承包廠商已撤走，顯示後續內部工程及

裝機時程暫緩。聯電在南科、新加坡12吋廠投資腳步也比預期晚；旺宏、華邦投資興建12吋廠也改口無

明確時間表。 

在 12吋晶圓廠方面目前已開始試產或量產為台積電 FAB12、聯電12A、力晶FAB2及茂德 FAB2等

4廠，此外已宣佈或將規劃生產之廠商如表5。 

在薄膜液晶顯示器方面，未來興建之產能均以五代廠（即生產 1000mmX1000mm以上之液晶面板及

濾光片）如表6及表7。



1.需水量推估預測 

在 IC產業用

水方面（主要針對

晶圓製造廠），在

半導體景氣能持續

復甦同時配合 12

吋晶圓廠商建廠

（產能）規劃預期下，IC 產業用水需求量將由91年第三季 60,987CMD逐年增加，民國 94年用水需求約

為142,937CMD，最終將達到152,082CMD，整體產業用水之未來五年推估如下圖4所示。 

 

在CI產業用水方面（主要針對薄膜液晶顯示器TFT LCD），配合廠商產能規劃，並假設5代廠之彩

色濾光片均在國內生產，CI 產業用水需求量將由91年第三季49,000CMD逐年增加，民國92年因4.5及5

代廠陸續量產，用水量大幅提昇至 110,000CMD以上，最終將達到 160,000CMD以上，因此整體產業用水

之未來五年推估如下圖5。 

 

 

 

 

 

 

 

 



 

■ 結語 

積體電路與影像顯示產業在未來數年內係「科技新經濟」之發展核心優勢產業，其創造之產值分別

均達到新台幣一兆元之目標。 

而此二產業具高度產業群聚效應，未來新設工廠多集中在桃園（華亞、渴望園區⋯）、新竹（竹

科、新竹）、苗栗（竹科四期）、台南（南科、南科技）等地區，而這兩個產業未來用水需求將高達 30

萬 CMD以上，為避免造成用水排擠或受到水電等基礎建設無法充分滿足而影響產業發展，工業主管機關

與水資源主管機關必須儘早規劃並謀求解決

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