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編輯室

陳錦祥認為，教育宣導最能深入家庭。正好小學四年級課本

教到水資源，北水處取得教育局支持，編印適合學童閱讀的

節水手冊。至今，台北市每個國小四年級學童，都會收到該

處發送的節水手冊，10 年來不變。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就業以來唯一的

工作。」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畢業的陳錦祥，民

國 71年退伍，進入北水處從基層的工程員做起，歷

經股長、科長、總工程司、工程總隊總隊長、工程副

處長，堪稱經驗道地的自來水工程達人。在這次訪談

中，我們感受到他對各項短、中、長期計畫內容，瞭

若指掌，大小簡報會上幾乎不必備稿，總是侃侃而

談。尤其豐富的應變調度經驗，深受長官青睞， 103

年 12月 25日擢升處長，借重長才，期許建設台北為

無缺水的宜居城市。

然而大任一上身，挑戰立即出現；104年 3月

台灣面臨 67年來最嚴重旱災！雖然過去台北減漏節

水有成，無缺水之虞，但需整體調度支援板新地區供

水及龐大水車需求。接著同年 8月蘇迪勒颱風暴雨，

北水處首次承受原水濁度瞬間暴增創新高的挫折。他

說，一般颱風暴雨原水濁度只要超過 1萬度，淨水場

既有處理設備，幾乎難以負荷，過去歷年最大颱風為

101年蘇拉颱風（最高濁度 12,000度），當時濁度

高峰在 3小時內即下降至 3,000度以下。而本次蘇迪

勒颱風使得原水濁度超過 1萬度的時間遞延 12小時

（最高濁度 39,300度），再來 9月杜鵑颱風超過 1

萬度的時間更遞延了14小時（最高濁度22,800度），

接連颱風大雨沖刷，產生原水夾雜細微表土顆粒之白

濁水，對淨水處理造成極大困擾，使得用水安全備受

威脅，在啟動緊急應變措施與不斷嘗試各種處理模式

之後，終能克服出水、停復水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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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蘇迪勒颱風高濁度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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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對每一場危機，陳錦祥處長莫不全力以

赴。他慶幸工作以來，能夠學以致用，面對各種情境

自我挑戰，提升專業技能。回顧過往，民國 77年到

84年間，在直潭淨水場工作 7年，從原水、取水、

淨水到參與兩次隧道工程，累積相當多寶貴實務經

驗。接任處長後，順利將危機化為轉機，陳錦祥處長

總是行事果斷，精準決策，靠的全是腳踏實地功力。

「我經常鼓勵同仁爭取下工地機會，一年工地經驗比

坐辦公室三年有用。」他說，當書本上的理論活生生

跳出來，呈現出立體感的喜悅﹔以及與承包商、顧問

公司互動，動腦爭取最佳成果的成就感，都是難得的

學習機會。「學起來，就是自己的，別人搶不走啊！

終身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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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危機，民國 91年的旱災，跌破不少民眾眼

鏡。他指出，在民國 70年以前、翡翠水庫尚未完工

時，大台北用水量是不足，但因為沒有氣候變遷變

數，問題不大。直到民國 76年，翡翠水庫開始蓄水

運作，充分發揮穩定供水效果。大台北用水無虞，民

眾天經地義認為，水龍頭打開，水就會流出來。有天

打開水龍頭，突然沒水，怎麼可能﹖旱災應該是農田

灌溉問題，跟都會飲用水有什麼關係﹖大家普遍措手

不及，只能望天祈雨。

當時擔任供水科長的陳錦祥首當其衝，參與中央

抗旱會議，負責水源調度。他以「人仰馬翻」形容當

時狀況，協調結果，採取分區限水 4個月，大家在無

水可用的痛苦中，首度感受水資源的危機。開源、節

流是不二法門，但台灣受地形所限，增闢水源不易，

即使投入巨額經費，也不易看出成效。北水處退而求

其次，節流成為必然要走的路﹔可是長期低價的水

費，很難激勵民眾配合。為了突破瓶頸，當時決策研

擬出「減漏」、「節水」雙策略，釐訂 20年「供水

管網改善及管理計畫」與落實「節約用水」教育。希

望藉由長期抗戰，細水長流，提升供水效能。

「供水管網改善及管理計畫」，自 95年到 114

年投入 207億元，並分四階段執行，第一階段 (95-101

年 )投入 77億元，第二階段 (101-105年 )投入 65億

元，第三、第四階段投入 55億元及 50億元，預計將

漏水率降低至 10%以下。目前正執行第二階段（101

年到 105年），以管線汰換、水壓管理、主動檢測漏

水及修漏速率品質等為四大工作主軸，多管齊下健全

管網系統，並全面推動小區計量工法，管控漏水。陳

錦祥指出，94 年漏水率是 26.99%，到了 104 年，已

下降至 15.58%，10 年降低 11.41%，距離預期目標

不遠，相對水管維護費用減少，營收有所改善。

「至於節約用水，這是不得不做的事」，陳錦

祥認為，教育宣導最能深入家庭。正好小學四年級課

本教到水資源，北水處取得教育局支持，編印適合學

童閱讀的節水手冊。至今，台北市每個國小四年級學

童，都會收到該處發送的節水手冊，10年來不變。

為了提升節水效果，北水處同時開發節水墊片，逐戶

寄送至信箱，教導民眾安裝在廚房、洗手台的水龍頭

及浴室的蓮蓬頭上。實施三年後，連廠商都瞧出其中

商機，開發類似產品上市，方便民眾更新使用。

他笑說，這是個笨方法，但做久就有效果。北水

處統計發現，經由節水計畫，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

從民國 96 年的 263公升逐年遞減，到了 104 年，已

降至 218公升，幅度達 17.11%。每日配水量從 95

年 231 萬噸，下降至 104 年的 186 萬噸，每日節省

配水量達 45 萬噸。未來將配合水價調整，擴大差別

費率，配套輔導月用量 1千度以上用戶外，市府所屬

機關學校用水，要求每年節水 2%，增加省水效果。

回首來時路，10年努力，北水處轄區每日配水

量，從民國 95年的 231 萬噸，下降至 104 年的 186 

萬噸，每日省下 45 萬噸。當 98年、102年及 104

年出現旱象時，臺北因此免去限水困擾，還有餘裕水

量支援其他缺水地區。 慶幸做了 10年管網改善，否

則花費會更多。

第一階段
(95~99年 )

第二階段
(100~104年 )

第三階段
(105~109年 )

第四階段
(110~114年 )

漏水率
26.99%

10%
以下22% 1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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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陳錦祥表示，北水處負責大臺北地區

供水，水源 97%來自新店溪水系；另 3%則由陽明山

及內雙溪水系供應。服務範圍涵蓋整個臺北市及新北

市的三重、新店、中永和與汐止 7個里，同時常態支

援新北市的板橋、新莊、蘆洲、汐止、深坑、淡水等

部分地區。由於水源依賴新店溪單一水源，面對地球

暖化可能引起的災害，供水風險不斷升高。評估未來

可能面對的挑戰，包括旱災－水源不足、無水可用；

暴雨－高濁度原水，淨水場無法出水；地震－供水設

施毀損，無法供水的壓力。

面對氣候變遷的加劇，颱風強降雨及旱災的頻率

與強度隨之增加，北水處需作好未來的因應與準備，

包括高濁度原水的因應作業流程及改善措施，在直潭

取水口第二道攔污柵，增設粗撈迴轉式耙污機；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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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供水區漏水率與每日配水量、支援台水量關係

攔污柵底部 1.8 公尺，防堵山洪挾帶大量垃圾、樹枝

及泥砂以及底泥堵塞，癱瘓耙污設備。同時，在直潭

場沉澱池規劃設置機械刮泥機，提升淨水能力。提高

淨水設施備載能力，增加淨水處理能力，增設直潭二

原延伸段專管 (在南勢溪原水濁度升高時，透過專管

直接取用翡翠水庫濁度較低水源，降低淨水處理困

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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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看到台南地震造成自來水

長時間停供及調度的困難，心有戚戚焉。在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工作 34年的處長陳錦祥，引以為戒，積極

研擬地震及土壤液化可能帶來的衝擊，借鏡日本防震

經驗，將全面改採高規格耐震水管，逐步更新銜接用

戶的水管接頭，避免災害造成漏水損失。他說，涓滴

成河，得來不易的水源，滴滴都珍貴。而強化管材與

設施，增加防災、減災能力，可以有效防範未然。

事實上，在災害應變措施中，北水處早早研訂長

程計畫。民國 97年起，陸續建置 45 處緊急維生救命

的給水站。容量可供轄區 393 萬人 (包括臺北市 269 

萬人 )，每人每日 3 公升、28天以上的維生用水。又

考量到設置地點不均，以及鄰近居民非日常飲水的取

用不足，後續再規劃 12 座防災公園及 55 所防災學

沉澱池之濁水淤泥

沉澱池刮泥機排除淤泥

取水口底部增設格欄柵

取水口前庭清淤作業

校、附近鄰里公園，共鑽取 70口井，做為緊急防災

期間生活雜用水需求。未來將配合 414 號公園、三總

防災型都市更新等防救災整備基地，設置維生系統。

並參考國外作法，利用 120所學校既有水池、水塔

用水設備蓄水量，緊急時供民眾臨時用水。開設配水

池，供應醫療及消防等緊急用水。

配合市長柯文哲上任提出「台北未來五十年：邁

向更宜居的城市」的願景，承載用水的管材，關係健

康安全，近年來已列入更新預算中。北水處向來重視

水管安全性，從 94年起，用戶給水管改用不鏽鋼波

狀管，輸配水管則換成延性石墨鑄鐵管。但為了增加

耐震能力，今年開始試辦引進日本阪神大地震後使用

的耐震管材。採訪前一天，北水處正與日方座談 NS

管耐震接頭的專利問題，希望在超過專利期限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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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水管已有 44%換成不鏽鋼波狀管 SSP

未來規劃採用 NS管耐震接頭

輸配水管已有 82%換成延性石墨鑄鐵管 DIP

下，及時取得材料，防範未然。

為不讓各項計畫的推動，到頭來成了無米之炊，

需正視長期過低的水價，漲水價民眾有反對的聲音可

想而知。但「我們拿出過去一步一腳印成績，逐項說

明，終於讓市民老闆點頭。」今年三月起，北水處率

先執行水價調漲作業。水是民生必需品，為照顧民眾

生活，基本用水不調整，約六成民生家庭並未受影

響，但水也是寶貴且有限的資源，使用者合理付費是

應該的，用得愈多應付得愈多；促使大用戶能將水資

源再利用與減少耗用，讓水資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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