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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部區域
水資源之供需分析
專訪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局長 曹華平

中區水資源局局長曹華平表示，最近造成嚴重災害的莫拉克颱

風，不管降在全世界那一個地方都會造成嚴重災害，雖然我國的

防災系統較日本等國更強，但狀況一旦超過設計標準，一定會造

成災害，因地理因素所幸中區的狀況一向都較北部及南部好，但

曹華平強調，雖然中部可說是環境得天獨厚，仍不能掉以輕心，

對任何可能發生的嚴竣挑戰都要做好事先的規畫及預防。

以110年為目標年　穩定中部區域用水需求
曹華平局長指出，為確保滿足台灣中部區域用水需求，中區

水資源局依據行政院核定「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之「合理

有效使用水量，確保水源穩定供應」策略與措施，同時參照水

利署擬具之「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中長程工業

用水發展政策綱領」、「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近程

水資源開發及管網改善方案」、「多元化水資源經營管理方

案」等相關計畫事項，分年規劃並推動實施區域內各項水資源

計畫工作。

同時，為穩定大台中地區水源及供水，中區水資源局以110年

為目標年，計算出未來供水需求，中區水資源局預估，民國110

年的水源需求將達到一天202萬噸，但現有的供水能力為157萬

噸，且中部區域在九二一地震後自來水漏水嚴重，目前抄見率

僅百分之58，加上近年產業與人口相繼進駐台中地區，未來用

水需求將急遽增加，其中生活用水成長百分之10，產業用水更

成長百分之280，以現有的供水能力將無法滿足未來的高成長需

求，因此中區水資源局已著手規畫及進行多項方案。

彈性調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  創新思維有效
管理水資源

中部區域現有水資源設施共有堰壩水庫共8座，有效容量總共

約4億7,455萬立方公尺，中區水資源局管轄的範圍包括苗栗、

大台中及彰雲投，區域內共有七大河川。根據預估，中部區域至

民國110年年總需求水源水量約達76.57億噸。

中部區域近年來因高科技產業群聚與產業轉型效應、土地利

用、社經環境快速變化，水資源管理日趨複雜，面臨主要風險及其

問題，初步可歸納分類為氣候變遷、設施永續、用水效率、彈性調

度管理、多元水源開發、用水環境及水利產業等面向之問題。為因

應面臨的問題，中區水資源局擬定的策略包括：

（一）用水環境改善：

1.提升自來水普及率策略：持續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

改善計畫」、「原住民地區部落飲水改善計畫」、並提報推

動「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加強辦理無自來

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98-101年）；2.防治地層下陷與保育

地下水策略：透過「地下水觀測網整體計畫」持續監測地下

水，再提報「臺灣地區地下水資源保育與維護管理計畫」持

續管理保育地下水，配合「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國

土復育策略行動方案」積極保育地下水及復育國土。

（二） 用水效率提昇：

包括節約用水、改善供水設施與管網、用水設備更新、汰換管

線以降低漏水率等。1.節約用水及用水付費制度檢討對策：生活

節水及使用者付費、工業節水、農業節水；2.汰換舊漏自來水管

線及相關輸水設施、推動減漏措施：「水價合理化」、「管線汰

換」、「水壓管理」、「主動漏水控制」、「修漏速率品質」、

研擬建置小區管網計量機制、建置地理資訊系統。

（三） 設施永續經營與管理：

1.現有水源設施更新改善，2.積極治理、保育水庫集水區；

3.水庫淤積處置與因應。

（四） 彈性調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

為因應氣侯變遷缺水威脅，社會大眾穩定供水之要求，就彈性調

度管理與多元化水源開發之相輔相成，採適度調配區域間及不同用

水標的水源，再以多元化方式開發因應不足水源，穩定水源供應。

1.農業用水彈性調度及付費制度之研訂；2.改善或增設水源調配設

施；3.適度合理檢討並整合供水區；4.相關開發調度方案或計畫。

確保中部區域用水不虞匱乏　完整規畫近中
遠程方案

為因應中部區域的水資源需求，以目標年110年進行規畫，近程

方案包括：原住民地區部落水資源規劃及供水計畫；無自來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畫；加強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台灣地區地

下水資源保育與維護管理計畫；加速辦理降低自來水漏水率及穩

定供水計畫（降低漏水率）；2008∼2012積極推動節約用水計

畫；設施安全評估相關工作；蓄水建造物更新及改善計畫；鯉魚潭

淨水廠至苗栗地區送水管計畫；大安大甲溪水源聯合運用輸水工程

計畫；配合大安大甲溪聯合運用下游自來水供水計畫；鯉魚潭水庫

發電取水口設置備援出水工；集集淨水場二期擴建工程計畫。

中程計畫包括：天花湖水庫計畫；配合天花湖水庫下游自來

水供水計畫；豐原淨水場改善；烏溪大度堰計畫；配合烏溪大

度堰下游工業用水供水計畫；烏溪鳥嘴潭人工湖計畫；配合烏

溪鳥嘴潭人工湖下游自來水供水計畫；湖山水庫計畫；配合湖

山水庫下游自來水供水計畫。遠程計畫：台中人工湖；福田污

水處理廠水再生利用；大甲溪八寶堰計畫；台中盆地地下水利

用；烏溪新水源開發計畫；瑞峰水庫計畫。

中部地區水資源主要來自大甲溪每年逕流量約25.6億噸，大

安溪每年逕流量約13億噸，濁水溪每年逕流量約60億噸，水源

充沛，來源穩定，水庫容量夠，但九二一地震後石岡壩上方土石

鬆軟，濁度易高，而鯉魚潭水庫目前僅有一個出水口，一條原水

輸水管，出水能力受限，無法提供石岡壩因濁度飆升供水能力下

降的備援功能，因此需增設鯉魚潭水庫備援出水口及第二原水

管，增加供水能力；大安大甲溪聯合運用輸水工程計畫，則是要

建構一套安全可靠且可滿足未來用水需求的供水系統，使兩個水

系都有能力單獨供應台中地區公共用水，提升備援能力，即使遇

到災變、濁度升高或枯水期，都能聯合調度運用以提升水資源利

用率，增加鯉魚潭水庫蓄水量，以期穩定供應大台中地區到民國

110年的公共用水需求。另外，為有效運用中部地區主要水源來

源的烏80萬噸，供應台中、彰化沿海工業用水。正在進行中的

湖山水庫完成後則將與集集攔河堰聯合運用，取代雲林地區抽取

地下水及部分產業用水，對減緩地層下陷有很大助益。

中目前部各水庫蓄水量達九成五以上　98年下
半年可正常供水

中水局主要管理水源設施範圍為苗栗縣至雲林縣，因水源區

域特性不同，為有效水源調配運用，將中部地區水源度分成三

區為苗栗、台中、彰雲投調度區。98年1至7月三調區之累積

降雨量雖與歷年相當，但時間分佈極不平均，因此各區除定期

召開水源調配會議協調用水外，並監控水情，視需要召開臨時

會議協調用水，8月上旬因莫拉克颱風來襲，對中部水庫集水

區帶來超大豪雨，以目前中部各水庫蓄水量大部分均在百分之

九十五以上來評估，98年下半年可正常供水。

曹華平說，今年上半年雨量少又遇到乾梅，因此曾啟動抗旱機

制，但莫拉克颱風一來，抗旱一夕之間變防汛救災，氣候的變化無

法預料，水利工程人員必需對各種狀況都有因應方案。對於解除可

能旱象，水利署已建立「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明確建立標準

作業程序；依據「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統一由經濟

部旱災緊急應變小組發佈訊息，降低社會及民眾心理衝擊；中區水

資源局已完成「區域水資源調度機制」統一水庫水量調度，以及

「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點」；「旱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

準」；曹華平強調，旱災相關的決策資訊都透明化；民眾可隨時上

網了解水庫蓄水狀況即時資訊；水利署也已建立水資源供需預警指

標，並掌握長期雨量趨勢預測水資源量；中區水資源局也持續推動

多元化水資源，如規劃中的鳥嘴潭人工湖，可將烏溪上游的清淨水

源留置供民生用水使用。如旱象發生時，則會依據氣候狀況，適時

啟動人造雨機制。

中區水資源局局長曹華平表示，中區水資源和北區及南區相比，

可說是得天獨厚，幾乎不曾發生過嚴重的缺水問題，但是隨著氣候

異常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中部地區仍有可能發生旱象，當發生旱象

時，跨區適時水源調配支援供應，更能確保台中地區供水的穩定與

均衡分配降低各方之衝擊，除了節流，如何開源也相當重要，因此

中區水資源局也在積極規畫如何有效利用現有的水資源，包括多項

水資源聯合運用的計畫，希望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曹華平語重心長的指出，氣候極端的問題越來越明

顯，造成水文的異常，當氣候的異常變成常態，除了

積極開發新的水源，水利工程人員更要有新的思維去

面對現有的嚴竣挑戰，找出雙贏的方案，而中區水資

源局持續在做這樣的努力，以確保民眾無需面臨無水

可用之苦。

隨著環境的變遷，氣候異常幾乎成了常態，台灣今年就出現了非旱即澇的狀況，雖然中區的狀況與南部及

北部相比較沒有那麼嚴竣，但為了未雨綢繆，中區水資源局已針對「台灣中部區域水資源之供需」，以民國

110年為目標年，進行近程及中程與長程的規畫和因應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