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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專訪結合群善之力  推動節約用水

─專訪前工研院水利產業組組長  陳仁仲
   （現職- 泓發樂活氏水科技總經理）  

■ 編輯部

根
據水利署表示，台灣地區水資源深受天候與地形

影響，雖闢建多處水庫，總容量不大，若氣象水

文情況不佳，即面臨缺水危機。多年來，政府積極推動

各項節水措施成效顯著，但是，隨著大環境變遷速度加

快，節水政策推動與執行應仍有可改善空間，企業和民

眾又能如何配合協助政府有效推動與執行，以未雨綢

繆，積極因應缺水危機。本刊特別專訪前工研院水利產

業組組長陳仁仲（現職為-泓發樂活氏水科技總經理），

以曾經參與水利署技術幕僚及現今任職企業界經營者的

角色，就「水」的不同面向，為大家提供寶貴建言。

水利署自民國83年推動節約用水，迄今已逾20年，

其間透過政府、產業、民間等不同面向多管齊下，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已達到一定的成效。可是節約用水不應

僅止於道德層次的訴求，它應該是生活中自然而然就可

被遵行，甚至具市場價值，且可產業化及普及運作的。

因此在長期推動之後，我們應省思，如何讓推動節約用

水的工作不需要全部靠政府的大力經費挹注，才推一下

動一下，而是思考如何真正的由民間與企業界等能自發

性的滾動起來。

事實上，國內在推動節約用水上遇到最大的瓶頸問

題，就是節約用水經濟的「自償性」不足，也就是水價

長期處於不合理的狀態，導致台灣的水資源經營管理工

作面臨了無法突破的困境。有鑑於此，無論是民間或企

業界欲投入節約用水，或政府推動任何措施，若水價無

法合理化，這些政策措施都僅能達到短效（計畫目的成

果達成卻沒有成效），但最後的長期的「綜效」卻不易

發生，這是很可惜的。



人物專訪2 3

人物專訪

紀紀紀紀
2012.09.15 Vol.5

不過多年的戮力推動，節水意識的推廣對社會還是造成

極大程度的影響，現在民眾已會自動自發的節約用水且

已漸成風氣。談到實行節約用水的真正目的，我們並不

是要鼓勵不用水、或是把水量減到很少，而是要讓整個

社會發展的需水量成長的曲線變緩下來，這也是用水管

理的真正目的。畢竟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個動態的活性

體，當水量需求變多時，節約用水只是在需求端讓用水

量慢一點、緩一點即可，應為當省則省、當用還是要

用，總不能讓社會環境不發展吧，若真的到面臨一滴水

都擠不出來時，那就是極限的停滯了。

總之，儘管面臨很多推動上的問題，節約用水還是

要持續長久的進行下去，不要只考慮做的短期價值，要

把它「hold」住，千萬不要讓整件工作停擺甚至歸零。

期盼很快的就能把用水經濟的水價朝合理化方向進行，

「合理化」是該用則用，不該用的、浪費超量的，給予

懲罰性的價錢，以水價合理化的方式達到用水合理化的

目的，讓水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是指日可待的。屆時節

約用水的綜效也將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但是面對現況環

境無奈下，節約用水的工作要如何推動較妥當呢？個人

以為現階段除了政策面持續投入外，如何激發民間善的

循環力量，才是重要方向。至於該怎麼做，個人有如下

的建議：

一、推動「節水夥伴計劃」- 發揮群 「善」之力的

夥伴策略概念  

現今台灣企業的水準都很高，很多企業主想做一些

事情回饋社會，因此從環境、綠能、水足跡衍生的相關

議題企業都會很有興趣。但是，在追循這些口號之後往

下落實的方案或回饋行動並非那麼具體，其實節約用水

這個層次是大家公認最具有道德說服性的，它的執行面

方案已經是非常具體的，且成果與效益的計算產出也十

分明確。因此，建議政府應該以引導與鼓勵的方式，讓

有心投入的團體或企業覺得有責任感，如果努力推動有

所貢獻也會覺得與有榮焉，尤其在節約用水的決策上，

並不是一定要依賴政府挹注經費，組織很多人力，用發

包方式去執行推動的工作，而是要把民間團體及企業這

股「善」的力量激發出來，就像早期水利署曾推動「節

水夥伴計劃」，「夥伴」之意，是把教育宣導、技術輔

導，變成一個整合民間社團、企業、研發單位、機關學

校與政府的節水策略夥伴，以動員企業界、公民社會、

或社群的力量，讓大家挺身參與，有錢出錢、有力出

力，進而會願意關心，相互良性競爭，相互分享成果。

舉例來說，譬如早期工研院的節水服務團，協助許

多機關學校、偏遠地區原住民小學的技術改善輔導的工

作。但是，因為政策目標是技術輔導與節水改善的當下

投入，第二年後沒有再編列相關維運預算時，很多學校

及機關單位就反應沒有維護力，相關節水操作的措施只

好停擺，或是因為沒有設備更新的費用，沒有人力，某

項節水措施只好停止，而這些投資下去的硬體，若無法

繼續維護下去，長期也就壞掉不能用了，實在很可惜。

建議水利署可以將全台灣所有這類型成果造冊，依據地

區、屬性、大小等將這些機關團體進行分類，再透過民

間社團或企業甚至大學等進行認養啟動自主的機制，如

大學部份因為某些學校設有環境工程系，本身有自主維

護系統的能力，所以提供學校少許啟動的經費，學校就

可以自己運作，甚至推展至服務別的學校。

例如小學，因為多數不具備這種能力，就是有能

力的大學最好的推展服務對象，這種推動學校「公益認

養」的策略，只要好好落實，相信絕對是「投入小產出

大」且影響深遠的。又如企業界以本公司為例：泓發樂

活氏水科技因為有現成的專業技術團隊及實驗室，就很

願意無償協助區域內學校進行水質定期檢驗及相關技術

工程等的輔導工作，而沒有相關設備或人力的企業，也

可以提供不需很多的贊助經費，如此一來，一個企業如

能支持10至20個節水案例點，那全台灣上百個過去輔導

或改善過的案例，不都能持續運作起來，一起為大家的

用水環境盡一份心力，且成為節約用水的示範點。相信

這樣的好事，一定有很多企業願意共襄盛舉。

期工業技術研究院就有請國外如南非、日本等水領域的

專家來台授課，邀請國內大用水戶的產業共同參與，各

界迴響非常熱烈。但此方案並非從頭到尾都要政府編列

預算方可執行，因為畢竟在經過多年長期推動之下，產

業已經展現很好的節水績效，像現在竹科的業者都已經

很了解如何節約用水了，甚至可以應變出很多不同節水

方法，節水技術也提升至很成熟的階段，因此，建議政

府可以去策動「節水團結圈」的概念，比如請園區管理

局舉辦類似講座或研討性質的活動，邀請往年的節水績

優廠商分享他們的節水經驗與成效，再由同質性的廠商

（光電業、面板業）組成一個個「節水團結圈」，由他

們自行舉辦做類似讀書會的活動，找老師，找課程，相

互交流。分享實際做法與經驗，這些「節水團結圈」的

方式由政府部門去促成更容易也更有績效。

目前這樣的概念已經有業者積極在做了，他們結

合地方電台傳達這樣的概念，再找專家辦研討會與業界

分享成果，這樣也可形塑企業綠色產業的形象，對整個

外銷及國際競爭力具有加分效果，可惜的是這畢竟只是

一家公司單向式的傳達自家的理念，若能進一步多向並

激起共鳴，那是最好的結果。企業投入此事，有政府背

書，還能分享經驗與技術傳承，如同建構一個可以讓更

多人長期參與及分享的知識平台，累積既有的資源成為

「分享的價值」，未來即可透過這樣的機制運轉下去。

社區也是可以大力推動節約用水的區塊，將上述

的典範學習或標竿學習，變成一個學習型的組織應用於

社區上，應可以獲得很好的成效。比如將區塊型社區集

合起來，由政府提供經費籌辦「節約用水創意比賽」，

或是以社區大學為單位，大家群策群力發揮創意爭取獎

金，不但造成渲染效應，也讓社區的能量活化起來，讓

居民產生榮譽感，進而凝聚居民的向心力，達到節約用

水經驗分享與傳承的終極目標。

這樣的夥伴策略概念是源自倫敦奧運與北京奧運的

運作模式，當時他們就是訂定了許多的夥伴策略，讓業

者主動做公益認養，而政府也會提供參與的業者適度曝

光與獎勵的機會，對提升企業形象有很大的助益，因此

也都樂於參與響應，等於有效的運用社會善的力量，讓

大家成果分享，這些推動的內容甚至也能成為教學的教

材，好處多多。

關於上述的節水的策略夥伴規劃，大家可以多方

面的思考可行性，將節約用水的推動工作公益化、力量

化、贊助化，引導社團、企業願意投入，再給予適時獎

勵與有形或無形的回饋，讓大家為臺灣這塊土地略盡棉

薄心力的立場，給它一個好的導向，只要些許的政策資

源投入，就能有效的自動「滾動」起來。讓節約用水的

工作由「靜磨擦，變成了動磨擦」，隨時準備好可加速

前進。

二、建立「標竿／典範學習計劃」- 推動「節水團

結圈」

另外，建立標竿與典範學習計劃也是可執行的，早

增加校園土壤的水分滲透量及保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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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媒綜效計劃」- 整合行銷發揮媒體綜效

目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政策所借助報導的媒體

較為分散，但若媒體宣導的應用過於重複而致不變通，

將導致「綜效」不足。但是不要誤會強調整合行銷就是

要將所有資源給一個媒體或一個公司或一個操作者，而

是要從系統上去思考建構使其環環相扣。讓傳播者與被

傳播者息息互動產生感動，讓過程與參與和結果呈現一

樣受人重視。因此，不妨思考如何在通路上將它活化利

用，比如可利用網路的社群，讓它更能跨領域、交叉的

呈現，有效帶動一些節水內涵意志的宣導，而不是硬梆

梆的做某一件事，也可規劃以故事性方式呈現，讓節水

的推動更為活化，再策動跨媒體報導運用，積極建構活

水通路計劃，強化媒體傳播通路綜效，如此即可營造及

擴大全民參與與交互加持。

四、「基盤鞏固計劃」- 節水實驗室能量的穩定及

發揮

政府要讓節約用水的推動工作活化起來，最根本的

基礎是還要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夠紮實，這個基礎就是

「節水實驗室」。節水實驗室是水利署推動節水的核心

根本，它可以訂定省水器材的省水標準，也能為省水器

材的效益進行測試、提出佐證或考評績效的作業。因為

有了這個基本的核心單位，讓省水器材的推動工作立竿

見影。畢竟有科學理論基礎的支持，節水實驗室能量的

穩定及發揮，政策執行之追蹤管考也才能夠落實，這部

份稱之為「基盤鞏固計劃」，是在水價經濟還沒辦法更

動的情況下，節約用水尚不能自發性的滾動前，值得持

續努力和較權宜的做法。

結語

至於社會大眾該如何看待節約用水這件事呢，應

該仍要有惜福的觀念，該省則省，該用則用，如果可能

不妨多多利用符合政府制訂省水標章的產品，讓節約用

水的觀念自然而然地融入於生活中，創造無感節水的生

活，一起珍惜水資源，共同為節約用而努力。企業界則

更應精益求精建立典範與標竿，在台灣企業轉型思考的

當下，節約用水的相關技術與系統都會是進入21世紀

後，標榜以服務導向的水利產業之重要核心價值，節約

用水絕對是做善事，又是件看得到未來的好投資。

推廣節水教育

採訪後記

陳仁仲總經理於採訪結束後，也介紹了他目前致力

的水科技事業，他表示未來將會用一生所學，整合科技

應用的可能，致力開發有益人們健康的好水，並且持續

研發包括深層海洋水應用技術、溫泉及礦泉造水技術、

雨水及中水利用技術、飲用水健康及保全技術，為消費

者量身訂做專屬健康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