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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評估是節約用水的首部曲
－專訪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  周嫦娥  教授
 

採訪整理■周芳旭

周嫦娥：產品水足跡是重要的環境資訊揭露項目，也是提升廠商綠色競爭力的工具

今
年三月底台灣部分地區已面臨第一階段限水措

施，再一次讓大家體會到水資源的重要性。台灣

經常面臨乾旱問題，不僅造成民眾生活上的不便，也帶

給企業營運上不少挑戰。目前國際上積極推動的水足

跡，是一種用水指標，也是協助廠商進行用水管理、降

低缺水風險的工具。

本期人物專訪台灣經濟研究院顧問周嫦娥教授，

周顧問是國內少數長期專注於水資源研究的經濟學者，

近年來投入水足跡研究並積極宣導相關概念。文中將為

大家介紹水足跡的基本概念，並提供她在水足跡領域中

專業獨到的見解。

水足跡的基本概念

水是維持人類生命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自然資

源。然而，可利用的淡水資源十分稀少，經濟、人口的

成長帶動用水需求持續增加，加上環境破壞與氣候變遷等

因素，使得水資源供給問題日趨惡化，更凸顯水資源管理

的重要性。周嫦娥說，水資源管理是多面向的，不論是政

府部門或企業部門都需要一些指標來協助其管理。

周嫦娥指出，近年發展出來的水足跡（water 

footprint）是一種用水指標，是由荷蘭教授Hoekstra於

2002年提出。水足跡是淡水資源使用的一種指標，可衡

量消費者或生產者對淡水資源的直接和間接使用。水足

跡的概念與生態足跡和碳足跡的概念相似，旨在衡量人

類用水需求對環境造成的負荷。

Hoekstra教授依照水的功能和特性將水區分為

藍水（blue water）、綠水（green water）和灰水

（grey water）。藍水指的是地面水和地下水；綠水指

蘊藏在土壤中的雨水，可提供植物生長所需的水分，

故具有生產力；灰水是使用過的廢污水。水足跡因而

包括藍水足跡（blue water footprint）、綠水足跡

（green water footprint）和灰水足跡（grey water 

footprint）。

藍水足跡為產品供應鏈所耗用的總藍水量；綠水

足跡為產品供應鏈所耗用的總綠水量，多存在於農林

產品之中；灰水足跡為在現有水質標準下，吸收水污

染物所需的淡水水量。由此可知，水足跡衡量水資源

耗用和水污染狀況，係從生態觀點描述消費者或生產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足跡運用技術之先期研究」，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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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淡水資源使用訊息。周嫦娥表示，若以產品水足跡

的大小來說，在特定區域內，水足跡越小表示用水量越

少，可以解釋成產品的用水效率較高。

水足跡在個人生活節水的應用

周嫦娥以日常用水舉例說明：一般所稱的每人每日

用水量就是個人日常生活的直接用水量，也就是個人每天

飲用、清洗、烹煮、冲廁等之用水量；而生產我們日常消

費的產品所耗用的水量，對個人而言就是間接用水量。

目前我國每人每日用水量約為268公升，若加上生產食、

衣、住、行、育、樂等民生產品和服務的間接用水量，

則每人每日的水足跡可高達數千公升水量。更明確的例子

是，日常煮飯所需的水並不多，但若考慮稻米的種植過程

需要大量的水資源，生產1公斤的白米大約要用到2,500

公升的水量，則每碗飯的水足跡就相當驚人。

若將水足跡的概念應用到日常生活，周嫦娥建議：

我們不僅要在日常生活中盡量節約用水，也可透過水足跡

的大小選擇耗水性較小的產品，以節省可貴的水資源。例

如，蔬果的水足跡遠小於肉類，多吃蔬果少吃肉就可間接

節約水資源，是一種既環保又健康的選擇。

水足跡可協助企業增進用水效率並提升綠色競爭力

依不同目的，我們可以估算製程、產品、產業、企

業、個人、區域、國家，甚至全球的水足跡。周嫦娥說，

水足跡概念提出之後快速成為重要的用水指標，目前有不

少國內外企業已完成或正進行產品或企業水足跡的評估。

水足跡不僅將成為下一階段的重要環境標示，同時可做為

企業提高用水效率的參考數據。

周嫦娥認為，由於環境保護的迫切需要，加上綠色

競爭力已成為企業致勝關鍵，國際組織和國際企業對供應

商環境保護的要求愈來愈嚴格。國際上已有大企業要求供

應商同時提供產品碳足跡和水足跡之相關訊息。碳足跡發

展得比水足跡早，國際上推動較為成熟。水足跡發展較

晚，然而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總裁指令、世界企業永續發

展委員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飲料產業環境圓桌會議等

皆將水足跡界定為重要的水資源管理工具。國際大型企業

投入水足跡估算的情形亦十分熱絡，包括飲料、食品、零

售到化學、電子、電機等產業都有水足跡的評估。以目前

國際上水足跡的估算狀況來看，預計產品水足跡將和碳足

跡一樣成為重要環境資訊揭露項目。

周嫦娥表示，氣候異常對水資源造成極大衝擊，水

資源成為愈來愈珍貴的自然資源，用水效率也變成各界所

關心的議題。除了國際組織和企業之外，這兩年可以看到

水足跡的估算相當風行，甚至連學校、運動場、旅館、游

泳池等服務部門都相繼估算水足跡。這些國外的企業和單

位，估算水足跡之後即利用其相關資訊，推動節約用水措

施，提升用水效率。在諸多已計算水足跡的企業中可發

現，多數企業並不單單將水足跡做為與消費者或利益關係

人溝通的資訊，更積極應用水足跡資訊在成本管理、企業

風險管理、供應商管理、區域發展策略與永續發展策略等

決策上，此種作法之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企業的綠色競爭

力。

現階段廠商應掌握自身製造階段水足跡資訊，進行

節水和廢水回收再利用以減輕缺水風險

水足跡預計將是企業下一階段重要的環境標示，以

出口為導向的台灣企業將無法避免水足跡的估算工作。然

而，水足跡目前並無國際上一致的估算標準，國外多以

Hoekstra教授之研究團隊分別於2009年和2011年撰寫的

二版水足跡手冊做為估算準則，特別是更新版的水足跡評

估手冊（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

台灣方面已有超過20家廠商完成估算水足跡，國內

廠商因為先前有估算碳足跡的經驗，故多以前述水足跡

評估手冊的概念和碳足跡估算架構來計算產品水足跡。

也就是說，在估算水足跡時通常將邊界劃在第一階供應

商，因此，水、電、油、氣的水足跡皆在估算範圍之

內。然而，目前在水、電、油、氣等公用係數和其他重

要基礎資料均缺乏的情況下，廠商真正能掌握的是本廠

用水和廢水排放之資料。

周嫦娥認為，現階段既然廠商可透過水足跡估算，

取得本廠正確且細部的用水資料，透過製程水平衡圖，

即可辨認廠商用水的熱點。若能以此資料設法節約水資

源的使用，或增加廢水回收再利用以減少灰水足跡，皆

可減輕廠商對水資源的依賴。

在已估算水足跡的國內廠商中，有數家高科技廠商

在水足跡估算過程找出節水的方法，節水幅度竟高達一

半以上。另有廠商估算水足跡時同時要求其上游供應商

一起估算水足跡，並以此評估供應商的缺水風險，規劃

採購時即可以此做出相關決策分散缺水風險。

周嫦娥舉例說，今年春雨較少，台灣再次面臨缺水

危機。南部地區的廠商早在得悉可能有缺水風險時即開

始搶水車，據稱腳步慢一點的廠商早已搶不到水車。如

果廠商能配合水足跡估算，儘早採取節水和廢水回收再

利用策略，那麼缺水對廠商的衝擊將可大大減輕。

由此看來，廠商不能將估算水足跡當作一種應付外

界的表面工作。周嫦娥特別強調，估算水足跡不是最終

目的，廠商應在估算水足跡後，利用相關資訊進一步進

行廠內節水和廢水回收再利用等措施。一面節水提升廠

內的用水效率，一面進行廢水再利用減少缺水風險，兩

者皆可幫助廠商節省成本創造利潤。

雖然國際上水足跡評估尚無一致標準，水足跡估

算內容尚未確定，致使部分人士採觀望態度。周嫦娥指

出，產品水足跡的估算不僅是因應國際的趨勢，廠商應

將其視為一種水資源管理的工具，及早評估並採取相關

措施。如此，不論由節約用水或廢水減量的角度，廠商

在減少水足跡的同時，亦可促進節水產業和水再生利用

等水利次產業之發展。因此，政府應配合其他水資源政

策（例如，水利產業發展、穩定水資源供給、節約用水

等）來推動水足跡，方能收政策之綜效。 

至於廠商是否有動機去評估自身產品的水足跡？

周嫦娥認為，廠商的主要目的在於降低成本創造利潤。

如果能協助企業估算水足跡，採行節水或廢水再利用措

施後，配合環境會計或物質流成本會計等財務工具，讓

廠商將環境保護、資源使用和營運財務等相關資訊彼此

連結，瞭解到節省資源即節省成本的道理，那麼廠商配

合的意願會大大提高。

水足跡在整體水資源管理上常被誤用

國際上水足跡的推動多是由國際組織和企業本

身主導，台灣是少數由政府推動的國家。水利署早在

2010年即開始委託水足跡的相關研究，並有系統的進

行宣導，推廣水足跡概念。今年更著手進行水足跡公用

係數的建置，首先估算自來水之水足跡。相對地，工業

局和中小企業處也早開始對企業進行水足跡估算的輔導

工作。

在整體水資源管理方面，周嫦娥認為水足跡的功

能是被低估了。一般認為水足跡既然是一個指標，只要

由水足跡的大小即可提供水資源管理（例如，水量調

度）相關判斷的資訊。她提到水利署曾委託她估算我國



6 人物專訪

北、中、南、東四區的水足跡，結果水資源缺乏的南部

之水足跡較水資源充足的東部和北部的水足跡小得多。

若有人認為水足跡愈小愈好，那麼就應該鼓勵產業往南

部地區發展，這和實際狀況剛好相左，因為南部地區缺

水風險高，若產業往南部地區集中，不但用水有問題，

更會提高缺水風險。

周嫦娥強調，其實，前述狀況是對水足跡指標的

誤用，水足跡的資訊應要整體性判讀，水足跡在水資源

管理上應配合其他工具才能提供有用的訊息。周嫦娥舉

例表示，曾經以氣象資料估算南部地區養殖漁業的水足

跡，釐清整個養殖過程水足跡的大小。水足跡衡量的是用

水量，如果知道用水量和地面水供水量，則可算出地下水

的用水量。內陸養殖的地下水用水量一直是狀況不明，若

以水足跡為工具即可瞭解內陸養殖的詳細用水狀況，對水

資源的管理當然會有幫助。

水足跡是一種用水指標，企業因為進行水足跡盤查可

釐清用水的細部資訊。周嫦娥期待政府在宣導水足跡概念

時，能加強輔導企業利用水足跡資訊進行水資源管理，因

為以出口為導向台灣企業勢必面對水足跡查證，應儘早為

企業累積綠色競爭力。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足跡運用技術之先期研究」，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