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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今年的旱象

似乎特別嚴重，限水

的警訊也來得特別

早，因此「水資源」

再度成為政府與民間

關切與熱烈討論的重

要議題。「水資源」

不僅是生命、生活、

生產的基礎，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式對自然環境也有多方面的重大影響，例

如：興建水庫方式增加水源，往往必需興建攔砂壩以減少水庫的淤積，此時河

川被層層截斷阻隔，將影響到河川水文與生物多樣性，而河口附近的海岸也可

能因河川輸砂的減少而有侵蝕的可能性。因此水資源政策與永續發展的關係十

分密切與重要。 

根據統計，臺灣每年平均降雨量為2,510公釐，換算成水量大約為905億立方公

尺，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屬於降雨量豐富的地區之一。但由於受到降雨時

間與空間上的限制，可利用的水量不及總降雨量的15%，再加上人口密度高，

使得每人平均分配到的水資源量有限，每年每人平均所能分配之降雨量僅約

4,500立方公尺，只有世界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左右，使得我國成為全球排名第18

位的缺水國家，屬水資源利用潛能不高的地區之一，可供利用之水資源相當有

限，因此水資源的維護與永續利用是臺灣推動永續發展所必須注意的課題。 

  

水資源的循環利用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而欲永續使用可

再生的資源，就必須考慮資源的供給與需求。因此，在各方紛紛提出各種水資

源政策與策略之際，本文將回顧我國水資源供給與需求，同時共同探討政府的

各項水資源政策是否能提供有效解決水資源缺乏的良方。 

二、 臺灣水資源之供給與需求 

由於目前海水淡化等其他水資源的生產方式並未普及，因此臺灣水資源的

主要來源仍是天然降雨，降雨進入河川的部分可被直接引用(河川水)，或進入

水庫儲存而後再被利用(水庫水)，還有一部份則滲入地下水層，再被抽取利用



(地下水)。至於水資源的需求方面，一般分為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

等三大類，其中農業用水又包含灌溉用水、養殖用水與畜禽用水。因此以下謹

就這些項目下水資源來源與使用量進行分析。 

1. 臺灣水資源之供給 

雖然臺灣的年平均降雨量為2,510公釐，換算成水量約905億立方公尺，

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屬於降雨量豐富的地區之一；但由於降雨時間、空間

上的限制，可利用的水量不及總降雨量的15%，再加上人口密度高，使得每年

每人平均所能分配之降雨量有限，僅約4,500立方公尺，只有世界平均值的六

分之一左右，因此我國是全球排名第18位的缺水國家，屬水資源利用潛能不高

的國家，可供利用之水資源相當有限。 

在降雨時空的分布方面，臺灣的降雨量不僅有年間的差異，各地各季的降

雨量分布也相當不均，降雨量之不確定性高。歷年紀錄顯示臺灣最高年降雨量

達3,250公釐，最低者僅1,600公釐，相差約2倍以上；同時，平均每10年會

出現一次大乾旱、2至3年出現一小旱。1年之中的降雨量約有80 %集中於每

年5月至10月間之豐水期，尤其大部分雨量集中在颱風過境時，若颱風降雨較

少，往往就會有缺水的問題。每年11月至次年4月的枯水期，降雨量少，尤以

臺灣南部為甚，這段期間的降雨僅佔全年雨量的10 %左右，致使水源調配甚為

困難，常造成地區性水源不足，影響產業生產與民眾生活用水。 

根據全球氣候變遷的模式預測，氣候暖化現象對臺灣地區降雨量之影響十

分明顯。臺灣1991至2000年的年平均降雨量為2,493公釐，平均逕流量為639

億立方公尺；而1949至1990年之間的年平均降雨量為2,515公釐，逕流量為

668億立方公尺。相較之下，近十年來的平均降雨量減少了0.9%，而逕流量亦

減少了4.3%左右，意味著近年來的水資源供給量有減少的趨勢。而依據研究推

估：2,050年時臺灣冬季降雨量將減少5至10%，夏季則將增加5至10%，每年

5至10月降雨量占全年雨量比例將超過80%，豐水期與枯水期水源量差異將更

大。此外，秋、冬兩季在臺灣東部降雨量有增加，但在西南部卻有減少的趨

勢，臺灣南部在相同頻率之下，最長連續不降雨日數也有增加的趨勢，而可能

加重春季水源不足的程度，提高該地區乾旱缺水的頻率。 

因此臺灣水資源政策的擬定與規劃，必須將此種降雨量不確定、時空分布

不平均與預期在全球變遷影響下的變化的趨勢等因素，納入思考與規劃。 



臺灣的河川大都源短而流急，降雨流入河川之後很快流入海洋，不易蓄存

與利用。加上近年來河川被截流、整治、水泥化的比例越來越高，可能加速河

水流速與沖刷的速度，部分河道因攔砂淤積也失去調控水量的能力。此外，污

染亦嚴重影響水資源的供應。 

由於河川不易蓄存水量，因此在適當之地點建築兼具蓄水、發電、灌溉、

調節水量等功能之水庫自有其必要性。然而本島屬年輕地質，集水區上游山區

地質較為脆弱，可供建壩蓄水之優良位址不多，因此近年新水庫的建立成本日

益提高。再加上集水區上游山坡地常遭濫墾、森林砍伐、道路開挖與拓展等影

響，使土石流嚴重、泥沙淤積量增加，而降低水庫調蓄水源功能。部分水庫也

因優養化情形嚴重，水質惡化，而降低水源的有效供應。 

自1993年起環保署開始監測臺灣地區20座重要水庫水質(其中翡翠、德基

等水庫監測時間較長)，並統計優養程度。水庫水質優養程度與水文（尤其是降

雨量）很有關係，故優養程度會隨每年採樣時間而變動。根據調查資料，北部

除了明德水庫和永和山水庫外，其餘水庫的水質尚佳；中部以鯉魚潭及德基水

庫較差；南部水庫優養化狀況比其他地區嚴重，除了牡丹、南化水庫較好之

外，其餘均非常嚴重。因持續調查時間短，不易看出各水庫優養化的趨勢，需

要更長的時間才能作進一步評估。 



  

當地面水水源不足或不易取得時，地下水的使用就會增加。由於過去地下

水之監測系統並未完全建立，而業界或民間私挖水井、抽取地下水的情形也相

當普遍，因此地下水實際之抽取量與補注量的資料一直相當缺乏。但是從西南

沿海地區地層下陷的情形，不難推知地下水超抽的情形相當嚴重。近年來政府

陸續建立地下水觀測井、抽水試驗井，以建立地下水觀測網監控各地之水文地

質狀況，未來應該有助於地下水水質水量資料的建立。在此同時，另一項值得

關切但無具體統計數字支持的問題是，近年來重大工程建設，尤其是山區開發

造成地下水大量流失的問題。以北宜快速道路的修築為例，由於開挖工程通過

水量豐沛的地下水層，不僅導致地下水的大量流失，也使工程進度嚴重受阻。

而此地下水之流失，是否因而導致周邊地區使用地下水源者之水源供應不足，

或產生地層塌陷等問題，以及對翡翠水庫進水量之影響，仍待評估。 

2. 臺灣水資源之需求 



根據經濟部水資源局(現改制為經濟部水利署)統計1982至1997年的各標的

用水量，顯示農業用水逐漸減少，工業用水量無明顯變化，生活用水卻是逐年

增加，16年間用水量幾乎加倍成長，增加了13.5億立方公尺，平均每年增加約

5.6%，遠超過人口成長的速率，顯示國人用水習慣日趨浪費。而1997至2000

年生活用水量成長的速度更快，同時工業用水量也持續增加。其中值得注意的

是，工業用水總量中僅有約19~20%是由自來水供應，其餘約80%的工業用水均

是自行取水；而其中又以抽取地下水佔大部份。因此實際的用水量變化，以及

地下水的抽取量極難估算。 

但就各標的用水之水源分配而言，1993年工業用水總量為1684.5百萬立方

公尺，其中自來水供應量為19.18%，其餘的80.82%工業用水均是自行取水（抽

取地下水佔大部份）。另外，近年來水質的惡化，不但增加業者的淨水支出、

影響生產力，無形中增加了旱季的缺水成本；同時也和已開發國家一樣，都市

化及工業化之下，公共及工業用水需求量迅速增加，影響原本農業及生用水的

分配。缺水時期這些標的用水需求結構與水權現狀之分配不一致，便容易產生

用水上的糾紛。 

三、 臺灣的水資源問題 

由以上水資源供需變遷之分

析，可總結我國當前水資源維護與

永續利用所需面對的問題包括： 

1. 水文資料之確實掌握：要達到水

資源永續利用的目標，就必須掌

握各項水資源的供給面與需求面

的實際資料與狀況。包括降雨模

式與河川水文變化與預測、各類

水源的供水量的變動、各類用水

的水量與來源、地下水存量、補

注量與超抽量、管線漏水率等等。當這些資料有相當的不準度與不確定性

時，很難達到水資源的有效利用與供需平衡，缺水的預警系統與因應策略也

無法妥善建立。 

  



2. 供給面的開發、管理與規劃：以往以開發水庫為主的開源方式不但對環境產

生相當大的衝擊，同時也不足以因應用水需求的變化。其他替代的開源方

式，如海水淡化、用水回收再利用，水庫淤積狀況之改善，以增加水庫之蓄

積能力等必須納入評估規劃與思考。此外集水區的保護以改善水源污染與淤

積的問題，也是增加水資源的重要工作。 

3. 需求面的管理與規劃：用水者付費、受限者得償、破壞者受罰是水資源政策

的基本原則。然而臺灣地區水價長期偏低，無法確實反應水資源開發的各項

環境社會與經濟成本，影響到民眾不重視節約用水，業界回收廢水再利用比

例遲遲無法升高，自來水公司因為虧損而無法適當地汰換老舊損壞的管線、

減低漏水率，上述種種所形成水資源的浪費，使得水資源的供應更為吃緊。

而污染、超抽地下水源的狀況無法充分掌握與管制，更是進一步影響到水資

源的合理利用。此外，各類用水的合理分配、規劃與產業發展之規劃息息相

關，若產業的發展不考慮臺灣整體水資源時空分布的限制，而政府也無適當

而具體的增加水源的措施，則缺水的問題會持續發生。 

其他如水資源相關管理機構眾多，造成事權無法統一；相關單位未能充分

溝通整體考量臺灣地質水文的特色、土地利用的適切性、水土保持、水資源供

需、生物多樣性維護、產業發展與社會公平等相互關聯的議題，往往只考量單

一目標解決問題的方式，以及合理的水資源政策無法充分落實等狀況，都會讓

水資源供需的問題無法有效解決。 

四、政策建議 

  

整體而言，當前政府所規劃的

水資源政策有其顯著改善，不再似

以往無限制地滿足各類用水需求的

方式。但是所規劃之各類用水標的

是否合理而可達成，尚涉及政府產

業政策、水價政策、水資源開發對

於環境的衝擊面的考量是否已經完

備，以及相關單位是否能有效落實

相關計畫、節約用水措施與縮減用



水浪費之成效等等。未來，從各項環境資源、社經、政策指標的變化看水資源

政策的落實是否朝永續發展邁進應是一個有意義的評估方式。因此本文建議除

上述政策之外，應： 

1. 加強水文水質資料之收集，減少規劃水資源供需時之不確定因素與不準度。 

2. 建立以指標評估水資源政策成效之機制，定期追蹤評估與檢討。 

3. 制訂出合理的水價並落實用水者付費機制、受限者得償、破壞者受罰。 

4. 審慎評估各類水資源開發的替代方案、有效維護有限水源的質與量，鼓勵水

資源循環再利用。 

5. 審慎評估產業發展與水資源規劃之衝突，並在考量臺灣地質水文的特色、環

境維護、產業發展與社會公平等因素後，合理規劃與分配各類用水之標的，

並加強水資源的節約、回收利用、減漏、調配與提升使用效率等，使各類用

水量不超過其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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