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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內容：                            

    各種資源中，水資源是最重要者之ㄧ，台灣受到氣候與地理因素

影響，使得降雨時期與降雨地區分配不平均，加上河川逕流短且水質

污染嚴重，造成水資源供需失衡的現象；與傳統的都市規劃一直較欠

缺水資源管理及其永續利用之考量，致使都市人口與產業之發展往往

帶來急速增加之用水需求，將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與居民生活。台灣缺

水危機已成為不可忽視之問題。 

    本研究以曾文溪流域為對象，探討有關水資源利用上的問題，藉

由對曾文溪水資源供需的調配，了解水資源對於各種開發上的使用情

形。對須節約資源的時期，該如何分配水資源的使用，對於水資源供

水、缺水的情況與各種開發上會產生何種影響。 

    本研究利用文獻研究探討曾文溪流域水資源供給與需求的時空

特性。將曾文溪流域各相關生活用水、工業用水，以及農業用水分別

說明，並比較 10 年歷史資料與現況資料，分析台灣缺水的原因與嚴

重。配合問卷調查，以瞭解一般人對於曾文溪流域及其供水現況、台

灣缺水危機等方面的認知，以及對於節約用水省水的行為表現。再以 

SWOT 方法分析研擬有效之因應措施以供推動節約用水方案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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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f all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limate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give rise to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in rainfall areas and rainfall 

period. In addition, the flows of rivers are short, and the water pollution is serious. 

The above makes imbalanc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 resources. The 

traditional urban planning has been short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use of account. Urban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ten lead to 

the rapid increase in water demand, and they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economy and 

people's living. Taiwan water crisis has become a noticeable problem.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sengwen River watershed as object. Study on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problems. Through the deployment of Tsengwen Stream 

water resource supply and demand try to understa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for a variety of use cases. Time of the need to conserve resources, the 

division of water resources use, sources of water supply, and water shortage situation 

will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d a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Study o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sengwen River basin water resource supply and demand. 

Tsengwen River basin the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the industrial water 

use, and agricultural water use will b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And 10 year historical 

data and status data will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reason and rigorous of water 

shortages. Combine with questionnaires to understand the Tsengwen River watershed, 

the water supply situation, and Taiwan water crisis and other aspects of cognition, and 

water conservation. SWOT analysis of developing effective responses and some 

references for promoting water conservation will be given. 

  

Keywords： Tsengwen River, living water, water pollution, water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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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水是維持人類生命、生活與生產等三生的重要物質，同時也是自

然界可再生的資源，藉由雨量變化經各流域匯集而生生不息，是人類

及動植物生存發展所依賴的重要資源。水在社會與經濟發展初期，主

要以供應為主，經過相當時期發展，因開源不易而開始各種節流措施。

展望未來，水資源利用將日益缺乏。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2年 8月 28日舉行

的全體會議將水危機列爲未來 10年人類面臨的最嚴重的挑戰之一。

代表們呼籲讓更多的人喝上安全的飲用水，享受用水衛生設施，並加

強水資源管理。大會發表的資料說，全世界目前有 11億人未能喝上

安全的飲用水，24億人缺乏充足的用水衛生設施。聯合國預計到 2025

年，全世界淡水需求量將增加 40％。聯合國警告，到 2025年世界將

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缺水地區，現在缺水或水資源緊張的地區正不斷

擴大，北非和西亞尤爲嚴重。水危機已經嚴重制約了人類的可持續發

展。 

據 WSSD公佈之資料，台灣位於亞熱帶海島，卻為全球缺水排

名第 18的國家。缺水危機在台灣已經變成常態現象，應以節流為主，

開源為輔，期使寶貴之水資源，不僅可滿足目前的需要，亦能供未來

後代使用；因此，應該重視水資源未來永續發展等諸多課題。 

台灣地區由於水文氣象與河流地形等特性，形成降雨及流域水量

的顯著變化，全島平均降水量雖為全球平均降水量的 2.6倍，惟受到

氣候及地形因素的影響，有約 78﹪降雨是集中在每年的五月到十月

之間，雨量分布並不平均。尤其是在南部地區的曾文溪流域，豐水期

與枯水期降雨落差更達 90﹪而形成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利用上的瓶

頸，影響水量取用及水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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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落實節流與開源並重之理念，掌握並合理分配可靠

的水資源，因應缺水危機問題之產生，研擬有效措施，提高水資源利

用效率，為水資源利用當務之急。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隨著地方發展時代的來臨，各地方都市為追求都市成長

與經濟發展，競相鼓勵產業之開發與引進，都市無限制擴張與成長的

結果常導致環境品質的犧牲；例如都市水患問題，每年造成的損失難

以估算。水資源的限制以及遲早到來的水荒時代，已使得未來的都市

發展必需及早實施都市成長管理制度，才得以有效因應。根據聯合國

人口基金會(1999年)，世界人口的成長自從1960年開始都以兩倍以上

的速度成長，每年7800萬的世界人口增加，這樣的增加反映出了水資

源發展的問題，以及在大多發展中的城市其他的問題。 

    各種資源中，水資源是最重要者之ㄧ，台灣受到氣候與地理因素

影響，使降雨時期與降雨地區分配不平均，加上河川逕流短且水質污

染嚴重，造成水資源供需失衡的現象。與傳統的都市規劃一直較欠缺

水資源管理及其永續利用之考量，致使都市人口產業之發展往往帶來

急速增加之用水需求。未來，水資源之使用限制，將嚴重影響都市之

發展，實宜及早籌謀因應。 

    因此，本研究以永續發展的理念為前提，水源開發因環境限制而

日益困難，都市與區域規劃內容欠缺考量水資源的限制，水資源開發

關係地方產業發展暨產業的轉型，以及需求管理策略應用在水資源開

發管理已漸成趨勢而進行之區域環境管理問題研究。在水資源開發困

難，用水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大多數缺水國家之水資源管理，已

由供給面管理策略轉向需求面管理策略。同樣的觀念，也應用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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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地方與區域產業政策勢必不能忽略水資源的先天限制，不論

是住宅、農業、工業或商業等等開發，都應導入需求管理的觀念，因

此產業發展與水資源規劃亦有整合之必要。 

    研究者世居此流域，時聞地方賢達對此問題之關心，亦發覺此現

象日趨嚴重，故選此問題做為研究主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曾文溪流域利用現況及水資源供需問題。 

2.  瞭解台灣缺水的嚴重性。 

3.  研擬水資源管理的有效措施。 

 

1.2  研究內容 

    本研究將以曾文溪為對象，探討有關於水資源調配與管理上的問

題，藉由對曾文溪水資源的供需調配，了解水資源對於各種開發上的

使用情形；對須節約資源的時期，該如何分配水資源的使用；對於缺

水危機，該如何因應措施。 

1.  研究問題的界定  

分別為研究動機、目的和研究範圍。  

 

2.  缺水問題對策之研擬 

    列舉水資源管理及應用相關文獻說明，回顧整個流域管理的定義

與發展，說明流域管理已不再過度開發利用；說明流域管理中水資源

的重要性，畢竟水是生活與產業運用最重要的資源。 說明缺水危機

及研擬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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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究方法  

(1) 過文獻研究法，瞭解曾文溪流域之供水、用水情形，以及枯水  

   期之用水調配情形。 

(2) 利用SWOT分析法，研擬有效措施。 

(3) 用問卷調查法，瞭解居民對缺水危機之認知，再據以推動有效  

   措施。 

 

4.  結論與建議  

   歸納結果，提出說明及建議以供參考。 

 

1.3 研究流程 

 

 

 

 

 

 

 

 

 

 

 

 

 

                   問卷調查法   SWOTS分析法 

 

 

 

 

圖 1.1研究流程圖 

        確定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與目的 

         改善方案之研擬 

         問題點之剖析 

          結論與建議 

  水域營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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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範圍 

 1.4.1 時間範圍 

 本研究欲以約 90至 100年 10年的期間為選取範圍，由歷年的農

業用水、家庭用水、工業用水、各鄉鎮人口數、自來水供給量、各月

份的降雨量資料、每人用水量、地下水補注量、相關產業面積、蓄水

壩容量(水庫)，了解曾文溪流域集水區的降雨情形與供給的水量。 

 

 1.4.2 空間範圍 

     曾文溪流域依行政區分(舊行政區名稱)，上游段(分屬嘉義縣及

高雄縣)，中游段(分屬曾文水庫壩址以下，由台南縣楠西鄉至官田鄉

台一線)，下游段(分屬官田鄉台一線至台南縣、市界河口處)。 

    主支流流經地區包括嘉義縣阿里山鄉、番路鄉、大埔鄉，高雄縣

三民鄉，台南縣東山鄉、六甲鄉、楠西鄉、玉井鄉、南化鄉、左鎮鄉、

山上鄉、大內鄉、官田鄉、善化鎮、麻豆鎮、安定鄉、西港鄉、七股

鄉及台南市安南區等四縣市十九鄉鎮區。 

    曾文溪流域鄉鎮分布圖，如圖 1.2所示（顏色區分由上而下分別

為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圖 1.3係依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政區新改制之鄉鎮名稱，原台南縣、高雄縣的鄉鎮改名為區（橙色

圈內即為曾文溪流域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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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曾文溪流域鄉鎮分布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圖 1.3曾文溪流域鄉鎮區分布圖〈新改制名稱〉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土地合理規劃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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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依照研究動機、方法、目的，進行曾文溪流域供水用水情

況及缺水危機因應措施之探討 

 

2.1  個案曾文溪流域之簡介 

    參考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有關報導資料略述

如下: 

    曾文溪是本省南部第二大川，流域內建有烏山頭水庫、曾文水庫、

鏡面水庫及南化水庫等 4個水庫，是南部很重要的水利設施，發揮

給水、灌溉、防洪、發電等多項功能。 

    2009年八八水災後，地方縣府多次向中央爭取把曾文溪列入行

政院重要河川流域，事實上曾文溪在供水防洪上有迫切需求性，流域

內的三大水庫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和南化水庫為南部地區用水的主

要提供來源，重要性不亞於高屏溪。 

    行政院於 99年 1月 5日召開「行政院重要河川流域協調會報」

第一次會議，決議將曾文溪納入重要河川流域範圍，以提升該流域整

治及管理，2011 01 21 修正通過。目前全國重要河川流域有淡水河、

大甲溪、濁水溪、高屏溪等流域，再加上此次納入的曾文溪，已有 5

條重要河川流域，而在此次莫拉克颱風期間，其中就有 3條流域包括

濁水溪、曾文溪、高屏溪流域受到重創，莫拉克重建計畫將以國土復

育保育為上位綱領，以整體河川流域系統為重建整治方向，落實水、

土、林整體規劃，強化山、路、橋、河共治協調整合，以確保重建績

效，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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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曾文溪流域之介紹 

  1. 地理位置、幅員 

參考 經濟部水利署 2011年更新之相關資料分述如下： 

    曾文溪流域位於台灣西南部，北鄰急水溪，東界高屏溪，南接鹽

水溪，西臨台灣海峽。主流發源於阿里山脈之水山(標高 2,609公尺)，

上游蜿蜒於山谷中，途經嘉義縣吳鳳鄉、番路鄉、大埔鄉及高雄市三

民區，流入曾文水庫；出水庫壩址後再經台南市東山區、楠西區、玉

井區、左鎮區，於大內與山上兩區之間轉西向進入嘉南平原；再流經

左岸東勢寮、安定、海寮、溪南寮及右岸新中、渡子頭、麻豆、西港、

九塊厝等地後，於台南市安南區青草崙西北方流入台灣海峽，幹流長

138公里，流域面積 1,176平方公里。  

  曾文溪重要支流有後堀溪、官田溪及菜寮溪。後堀溪發源於三角

南山(標高 1,186公尺)，流經南化區，於玉井區西南方匯入曾文溪，

流路長 51.4公里，流域面積 161平方公里。菜寮溪發源於牛湖山(標

高 798公尺)，流經左鎮區，於山上東北方匯入主流，流路長 39.5公

里，流域面積 133平方公里。官田溪位於台南市官田區，發源於標高

572公尺之烏山嶺一帶，出烏山頭水庫後，向西流至渡頭村附近匯入

主流，流路長 27.3公里，流域面積 66.7平方公里。 

  曾文溪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川水系，流域內建有烏

山頭水庫(官田溪上游，集水面積 58平方公里)、曾文水庫(曾文溪上

游，集水面積 481平方公里)、鏡面水庫(菜寮溪上游，集水面積 2.7

平方公里)及南化水庫(後堀溪中游，集水面積 103.5平方公里)，水庫

總集水面積達 645平方公里，約佔全流域面積 55%，以曾文水庫集水

面積約佔全流域面積 41%為最大。各水庫兼具蓄洪、發電、給水、灌

溉等多目標功能，故其運轉對流域下游流況及防洪工程設施安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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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鉅。 

  曾文溪流域上游段分屬嘉義縣及高雄市之一小部分，曾文水庫壩

址以下至西港大橋隸屬台南市，西港大橋至河口則為台南市。主支流

流經地區包括嘉義縣吳鳳鄉、番路鄉、大埔鄉，高雄市三民區，台南

市東山區、楠西區、南化區、六甲區、玉井區、官田區、麻豆區、善

化區、西港區、安定區、七股區及安南區等四縣市十九鄉鎮區。流域

內交通運輸極為發達，重要幹道有濱海公路、中央公路、高速公路、

縱貫鐵路等貫穿流域中、下游；沿岸分由縣道通達各鄉鎮上游，對內

交通亦極稱便；空運方面則有台南機場，能與全台各大都市聯繫。 

  本流域下游段位於嘉南平原農業區，中游為丘陵地農業區，上游

為高山林區。居民多以務農為生，主要農產品有稻米、甘蔗、甘薯、

芒果、雜穀等，而以稻米為最大宗，故曾文溪流域乃以「米穀之倉」

著稱全台。流域內以阿里山林場為最重要林場，但在曾文溪流域內所

佔面積不大，其餘地區由於地形多較陡峻，天然針葉林分布極稀，蓄

材量不豐，主要林相為闊葉樹、竹林或雜木，中游則多芒果及龍眼等

果園。畜牧業大部分分布於丘陵地以下，上游集水區內尚無大規模之

蓄牧場，中游段有高雄牧場善化分處一處，及少數養雞、鴨場，豬、

家禽等為農家兼養，整體而言蓄牧業尚未推廣發展。流域內工業區有

官田及北勢洲二處，另有台糖公司玉井糖廠、善化糖廠、總爺糖廠、

台南市肉品市場、善化成功酒場等較具規模之工廠；其餘私人加工類

型小工廠，分散於中下游交通要道旁及各鄉鎮。商業則集中於各鄉鎮，

因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迅速，本流域已漸由工業直接帶動商業的繁榮

及農業生產之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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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曾文溪所流經的範圍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95),河川情勢調查成果 
 
2. 流域內社經概況 

    曾文溪流域人口分布，根據民國99年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普查，

流域涵蓋鄉鎮人口數以台南市安南區居住人口數 187,219 人為最多，

而高雄縣三民鄉那瑪夏鄉（那瑪夏鄉）1,652人為最少。其中未超過

1萬居住人口數之鄉鎮，計有嘉義縣的阿里山鄉及大埔鄉，台南縣的

山上鄉、南化鄉及左鎮鄉，高雄縣的三民鄉（那瑪夏鄉）等六鄉鎮。

若以人口密集度來看，亦是台南市安南區每平方公里所居住之人口最

為密集，高達 1,571人/km2，而以三民鄉之 13.4人/km2為最低。 

曾文溪流域根據民國 92年版各鄉鎮已登錄土地利用統計，流域

內鄉鎮市已登錄土地面積共 127,335公頃(因部份鄉鎮不全然於流域

內，故總面積大於流域面積)，其中建築用地(建築基地、雜種地、寺

廟用地、鐵道用地、公園地和墓墳地)有 106,956公頃，佔約 84%，

直接生產用地(水田、旱田、山林、漁池、牧場、礦泉池、池沼)8,935

公頃，佔約 7.02%，交通水利用地(鐵道線路、道路、灌溉水路、溜

地、溝渠)有 8,429公頃，約佔 6.62%，其他(堤防、原野)2,54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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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 2.0%，可見農業生產於曾文溪流域的重要。 

    隨著工業科技的發展，人文產業結構型態亦隨之逐漸變化，除農

業生產外，流域內工業區有官田及北勢洲二處，另有台糖公司善化糖

廠、台南縣肉品市場、善化成功酒場等較具規模之工廠；私人加工類

型小工廠，分散於中下游交通要道旁及各鄉鎮；高科技產業如台南科

學園區、台南科技工業區等在台南地區的興起，也帶動了整個嘉南平

原的經濟結構提昇。商業則集中於各鄉鎮，因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迅

速，本流域已漸由工業直接帶動商業的繁榮及農業生產之提昇。 

 

3. 氣象、水文與歷史記述  

   參考歷年中央氣象局之統計資料，摘錄分述如下 : 

(1) 氣溫  

氣象站年平均氣溫約 11.1℃，月平均最高氣溫約在 15.3℃，

月平均最低氣溫約在 4.7℃可代表近山區部分；台南氣象站全年

平均氣溫約在 24.5℃，月平均最高氣溫約在 29.2℃，月平均最低

氣溫約在 15.8℃，可代表近海岸地區。本流域內之氣溫自五月開

始逐月上升，其中以六、七及八月之天氣最熱，直到十月氣溫才

逐漸下降(中央氣象局 2008 年)。 

山區之阿里山氣象站之月平均相對溼度約為 71~95%；而平地台

南氣象站之月平均相對溼度約為 71~84%。阿里山氣象站蒸發量為

479.3mm，嘉義氣象站蒸發量為 1,146mm。(台南氣象站無統計蒸發

量，故以嘉義氣象站為代表。)  

 

(2) 降雨量 

    流域內之年平均降雨量約 2,294.1mm，雨量分布由平地往高山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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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每年五月至九月為雨季，約佔全年總雨量之 86%以上，十月至翌

年四月則為旱季。降雨量在山區為 1,900 ~ 4,000mm之間，在平地近

海處則為 1,300 ~ 1,900mm之間。 

 
圖 2.2 曾文溪平均溫度與降雨量統計圖 
  資料來源：林筱婷等人山河巡禮(2012) 

 
台灣地區歷年(民國 38年至 99年)平均年雨量為 2,500毫米。就

降雨的時間而言，歷年變異不小。91年及 92年雨量低於歷年平均年

雨量甚多，分別為 36.69%、31.51%，形成乾旱；而 94年雨量則高於

歷年平均年雨量甚多為 45.40%，96年雨量高於歷年平均年雨量

30.69%。 

 就降雨的空間分布而言，94年南部地區高於歷年平均年雨量達

71.66%，中部地區亦高於歷年平均年雨量 50.71%；而 91年東部地區，

92年中部地區均低於歷年平均年雨量甚多，分別為 40.04%、39.09%。

另 100年臺灣地區雨量不豐低於歷年平均年雨量，但東部地區年雨量

則高於歷年平均年雨量，與其他地區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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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十年的氣候資料顯示，台灣平均年降雨量為 2,500釐米

（但最高為 3,568釐米，最低為 1,572釐米，顯示台灣降雨量相當不

穩定），約為世界平均值的 2.6倍，唯台灣 78%降雨量集中在雨季（每

年 5月至 10月），且多數降雨來自颱風，而乾季（每年 11月至 4月）

時降雨量只有年降雨量的 10%，即空間分佈不均，山區最高大於 8000

釐米，平原最低小於 1200釐米；時間分佈不均，豐枯水期比差異大

〈年差異大於 2000釐米，由圖 2.2 曾文溪流域雨量月差異大於 190

釐米〉南部地區尤其顯著〈北部區域 6:4、中部區域 8:2、南部區域

9:1〉。加上台灣河川短且急，使台灣的水文及水資源充滿相當大的不

確定性。 

    據地方耆老稱 ：曾文溪重要支流中的菜寮溪，是發掘古代哺乳

動物遺骸的重要地點，出產的化石證明為冰河時期遺物，極具意義。

曾文溪流域在台南縣的官田有史前遺址分布，在考古文獻上記載，這

些遺址都是距今 2500年到 3500年之間的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牛稠子文

化。這裡也曾是原住民西拉雅平埔族聚居的地方。依據歷史文獻的記

載，延平郡王鄭成功來台迄今，曾文溪曾歷經了許多次的改道的紀錄，

對沿岸人民(包含大埔鄉民) 的生活產生了長久的影響。居民因此戲

稱曾文溪是「青瞑蛇」。在資料蒐集期間，與本流域水利人員交談瞭

解到，在清道光三年(西元 1823年)，曾文溪曾歷過一次改道，其後

百餘年，也發生過幾次改道。清同治十年(西元 1871年)，曾文溪第

二次的改道，使河水變成從鹿耳門出海，而導致建於清康熙五十九年

(西元 1720年)，在鹿耳門南岸的天后宮被沖毀。到了日治時期，明

治 37年(西元 1904年)曾文溪又改道一次，明治 44年(西元 1911年)

曾文溪山洪再度暴發，蚵殼港整個村庄被毀，庄民四散，之後又因為

整治曾文溪而興工治水使得曾文溪沿岸的許多村庄又被迫大舉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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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昭和 13年(西元 1938年)六月，治水工程告一段落後，四處亂竄

的曾文溪才比較安靜，而居民備受威脅的生活環境也才安定下來。 

    由於台灣島狹山脈高且南北縱走，因此在山高坡陡地形影響之下，

河水下切營力甚巨。曾文溪在大埔以上為山地，故河川侵蝕山地，形

成峽谷地形。從大埔至大內之間，切穿丘陵地，其間有大埔，玉井兩

盆地。至於大內以下，河流奔放於嘉南平原南側，由於坡陡山高，故

有遇豪雨時，河水沖刷力特強，，滾滾濁水攜帶大量泥沙迅速下流，

往往就會造成溪流改道。曾文溪的河道蜿蜒曲折，雖然深槽明顯，但

是河面狹窄，通水斷面參差不齊，所以洪水宣洩比較緩慢，遇到大雨

就容易氾濫成災。曾文溪除了供給南區主要水源外，也曾經孕育了繁

榮的大埔鄉。 

 

小結: 

1. 曾文溪位於台灣本島西南部，流經嘉義、台南、高雄三個縣市，

全長 138公里，流域面積 1176平方公里，年平均逕流量約 18.37

億立方公尺 

2. 流域內人口數約 20萬登錄使用土地共 127,335公頃，足見曾文溪

水域對農業生產之重要性。流域內工業區、商業區對台灣經濟發

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3. 流域內之年平均降雨量約為 2,294.1mm，略低於台灣之年平均降雨

量 2500毫米。大多集中在每一年的 5月到 9月。豐枯水期比差異

極大，曾文溪流域雨量月差異量大於 190釐米。 

4. 台南氣象站年平均溫度約 24.5度 C，曾文溪流域氣溫，自 5月開

始上升，6到 8月最熱，10月以後漸下降。 

5. 曾文溪支流菜寮溪發掘古代哺乳動物遺骸化石，證實為冰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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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物。官田有史前遺址，證實為西拉雅平埔族新石器時代中期的

牛稠子文化。曾文溪有許多次改道的紀錄，居民因此戲稱曾文溪

是「青瞑蛇」。 

6. 曾文溪流域上游部份，由於山高坡陡，遇豪雨即河水沖刷，大量

泥沙往下流，造成下游淤積嚴重，且易氾濫成災。 

 

2.1.2  曾文溪流域供水情形與管理問題 

參考 經濟部水利署之相關資料摘錄如下： 

 1. 曾文溪流域 的水資源 

 曾文溪流域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系，幹流全長約

138.5km，流域面積達1,176.6km2，年平均逕流量為18.37億m3(民國93

年水文年報)，嘉南地區各標的用水來源均倚賴其供給。(表2.1)流域

內建有烏山頭水庫(官田溪上游，集水面積60km2，供灌溉及公共給水)、

曾文水庫(曾文溪上游，集水面積481km2，供公共給水及防洪發電)、

鏡面水庫(菜寮溪上游，集水面積2.7km2，供灌溉及公共給水)及南化

水庫(後堀溪中游，集水面積104km2，供工業及公共給水)，水庫總集

水面積達647.7km2，約佔全流域面積55%，其中以曾文水庫集水面積

最大，約佔全流域面積之41%。 

曾文溪流域各水庫兼具蓄洪、發電、給水、灌溉等多項功能，故

其運轉對流域下游流況及防洪工程設施安全影響甚鉅。烏山頭及曾文

水庫串聯後之供水量約為 11億 m3，受益面積廣達 4,143km2，約佔南

部地域面積 41.3%。此外，於曾文溪主流與菜寮溪匯流口下游約 500m

處設有玉峰堰(臺南市山上區，集水面積 378.32km2)，以攔取豐水期

剩餘流量，並配合南化水庫聯合運用，增加出水量，可供應台南地區

公共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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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曾文溪流域現有水資源設施基本資料 

名稱  位置  流域別  水源  
85年容量  

(106m3)  

年供水量  

(106m3)  
標的  備註  

鏡面水庫  
台南縣  

南化鄉  曾文溪  鏡面溪  0.99  0.83  
給水、

灌溉  
   

曾文水庫  

台南縣  

楠西鄉  曾文溪  曾文溪  616.85  1,020  

防洪、

給水、 

灌溉、

發電  

曾 文 -

烏山頭

聯合運

用  

烏山頭 

水庫  

 

台南縣  

官田鄉  
曾文溪  大埔溪  83.76  698.56  

灌溉、

給水  

離槽水

庫  

曾文-

烏山頭

聯合運

用  

南化水庫  
台南縣  

南化鄉  
曾文溪  

後堀溪  

旗山溪  
144.33  290.75  給水     

玉峰攔河

堰  

台南縣

山上鄉  
曾文溪  曾文溪  0.5  20.0  給水  

88 年 6

月完工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1996年) 

(1) 曾文水庫 

     曾文水庫位於嘉義縣大埔鄉曾文溪主流上游，總容量達 7億立

方公尺，為台灣地區容量最大之水庫，湖面面積達 17平方公里，亦

為台灣地區最大者。  

  曾文水庫直接效益為發電及防洪，其給水與灌溉效益則由所串聯

之烏山頭水庫提供。由於南部地區人口成長及工商發展，本水庫原占

小比例的給水功能益形重要，惟因水文條件限制，水庫容量雖夠大，

其滿庫時間卻甚少，顯示其功能尚有再發揮與加強之空間，故提出曾

文越域引水之構想，計畫將高屏溪支流的荖濃溪或旗山溪水經隧道導

引入庫調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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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  曾文水庫基本資料 

水庫名稱:曾文水庫 

管理機關:台灣省曾文水庫管理局 

計畫標的:灌溉、給水、發電、防洪   

計畫概述:曾文水庫興建於曾文溪上游，壩址距台南市約 60km，本計畫主要目標                      

為調節並充分利用曾文溪之水資源，以改善與擴充嘉南區耕地之灌溉，完成後後

兼具發電、給水(公共給水及工業用水)及防洪等效益。    

位   置:嘉義縣大埔鄉 

河   系:主流曾文溪     

水   庫:集水面積  481 平方公里 正常蓄水位標高 225 公尺，最高洪水位標高 

232.5 公尺 滿水位面積 1714 公頃  總蓄水量 780  X 1000000 立方公尺計畫

有效蓄水量 598 X 1000000  立方公尺計畫年運用水量 1047 X 1000000  立方

公尺 

壩   型: 不透水墻分區填築滾壓式土壩  

         壩頂標高  235  公尺  

         最大壩身高度  133 公尺     

         壩頂長度  400 公尺     

         壩頂寬度 10 公尺       

         壩體積  9,296,100 立方公尺   

 

灌    溉:面積 75,828 ha   

計畫年供水量 45,000,000立方公尺 

發    電:裝機容量:50,000KW     計畫年發電量 224,000,000 KWH 

防    洪:調節曾文溪下游洪峰由 100年頻率洪水降至河道安全輸送流量 

     資料來源：海洋大學水資源管理研究室全球資訊網(2013) 

 

(2) 烏山頭水庫 

   烏山頭水庫位於台南縣六甲鄉與官田鄉交界、曾文溪北支流官田

溪上，其水面狀似珊瑚，故又名珊瑚潭，主要水源來自曾文水庫之放

流水，於曾文溪東口堰攔引經 3.1公里烏山嶺隧道西送至西口堰調節

後由喇叭口溢流管自由溢流入庫，供應台南地區公共給水與嘉南大圳

廣大灌區灌溉用水之需。 

  水庫興建於民國初年，為台灣最早期之大型水庫，主壩為水力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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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式土壩，與近年採用之分區滾壓者不同，為台灣唯一採此工法興建

之土石壩。西口堰於民國 36年興建完成，主要功能為調節水流以改

善烏山嶺隧道內之水力沖刷，溢流管喇叭口直徑達 15公尺，為西口

堰最具特色之景觀。 

  本水庫為嘉南平原最大灌溉渠圳嘉南大圳之主要水源，堪稱嘉南

水利會之命脈，其放流水由出水工直接放進嘉南大圳，放流口水量澎

湃洶湧甚為壯觀，目前已新建出水工以取代服役多年的舊出水工，益

發教人懷念舊出水工放流景觀及烏山頭水庫原設計者日本技師八田

與一。嘉南水利會正籌劃將舊放水口改建為水利博物館以供戶外教學

與參觀。 

  烏山頭水庫風景怡人、景色優美，西口堰更有「小瑞士」之稱，

為台南縣重要風景區。 

                 表 2.3 烏山頭水庫基本資料 

水庫名稱:烏山頭水庫 

管理機關:嘉南農田水利會      計畫標的:灌溉、給水 

計畫概述:烏山頭庫為豐水式土壩，大壩高 1273公尺，集水面積 60平方公里，

溢道洪是為自然溢流式，長 636公尺，送水工程含送水塔送水隧道、送水管、蝶

形閥門、車門渠道、西口溢流堰等。 

位    置:台南縣              河    系:主流曾文溪、支流官田溪  

水    庫:集水面積  60 平方公里， 正常蓄水位標高 58.18 公尺，最高洪水位

標高 60.6 公尺，滿水位面積 1300 公頃， 總蓄水量 154,158,000 立方公尺，        

計畫有效蓄水量 103,770,000  立方公尺，現有效蓄水量  82,450,000立方公

尺(民國 78年測量)，計畫年運用水量 1,000,000,000  立方公尺。 

壩    型 : 半水力式土壩， 壩頂標高 166.66 公尺， 最大壩身高度 56 公尺，           

壩頂長度 1273 公尺， 壩頂寬度 9 公尺，壩體積  11,020,928 立方公尺。 

計畫效益:灌溉、給水 

灌    溉: 面積 69,084 ha      計畫年供水量 146,820,000立方公尺  

發    電: 裝機容量: 50 kw   計畫年發電量  438,000 kw 

     資料來源：海洋大學水資源管理研究室全球資訊網(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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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化水庫  

南化水庫位於台南市南化區曾文溪支流後堀溪上，在曾文水庫南

方約 10公里，以阿里山山脈與之相隔，其水源除本身集水區外，另

由高屏溪支流旗山溪的甲仙攔河堰（攔河堰係橫跨於河道上之水工構

造物，其堰體規模通常較水庫為小。主要是利用堰體本身的高度將河

水位加以抬升，俾得以自流方式引水利用，同時兼具控制及調節河川

水量的功能。尤其可攔蓄汛期間的洪水。）於豐水期越域引水。甲仙

攔河堰上游另有高雄水利會的公館圳取水口，規劃之初曾有與之合併

為共同引水口之構想。  

   南化水庫規劃時以後堀溪命名為後堀水庫，核定實施時即改採

所在南化區名。水庫容量達 1億 5,000萬立方公尺，為台灣公共給水

單標的水庫之最大者，自 82年 11月主壩完工蓄水起，即擔任南區公

共給水之吃重角色。88年 4月甲仙堰工通水更可使水庫經常保持滿

盈狀態，提升水庫供水效益甚大。 

南化水庫現由台灣自來水公司六區處管理，甲仙攔河堰則由經濟

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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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4  南化水庫基本資料 

水庫名稱:南化水庫 

管理機關:台灣省自來水公司 

 

計畫標的:公共給水 

計畫概述: 在曾文溪支流後堀關山村附近興建水庫及在旗山溪甲仙村附近興建 

攔河堰越域引水進入南化水庫併同運用。 

位    置:台南縣南化鄉 

河    系:主流曾文溪   支流  後堀溪 

水    庫:集水面積 104 平方公里  

         正常蓄水位標高 180公尺，最高洪水位標高 184.9 公尺 

         滿水位面積 537.1 公頃 

         總蓄水量 158,050,000 立方公尺 

         計畫有效蓄水量 149,460,000  立方公尺 

         計畫年運用水量 292,000,000 立方公尺 

壩    型 :土石壩(分區型中央直立心層式滾壓土石壩) 

          壩頂標高 187.5 公尺 

          最大壩身高度 87.5 公尺 

          壩頂長度 509 公尺 

          壩頂寬度 10公尺 

          壩體積 4,991,000 立方公尺 

計畫效益: 年可供應台南高雄地區公共給水及工業用水二億九仟萬噸並滿足至

民國 90年之需要。 

自 來 水:800,000CMD  計畫年供水量 292,000,000 立方公尺   

奉行政院 75年 3月 20日台 75經字 5438號函核定實施  

     資料來源：海洋大學水資源管理研究室全球資訊網(2013) 

 

(4) 鏡面水庫 

      鏡面水庫規模很小，類似南化山間的 一處水塘，蓄水量有一百

萬噸。水源主要來自曾文溪與 菜寮溪水，現以供應台南地區公共用

水為主，過去並提供農業灌溉用水。陽光下宛如鏡面反照周邊山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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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水庫，集水面積 2.73平方公里，滿水位面積達 12.50公頃，混凝

土重力壩的壩頂標高 145公尺，壩身高度 36公尺。 

 

                  表 2.5   鏡面水庫基本資料 

水庫名稱:鏡面水庫 

管理機關:台灣省自來水公司(第六區管理處) 

計畫標的:公共給水為主，農業用水為輔 

計畫概述: 

位    置:台南縣南化鄉 

河    系:主流   曾文溪   支流    菜寮溪  

水    庫:集水面積  2.73 平方公里 

         正常蓄水位標高 143 公尺,最高洪水位標高 144 公尺 

         滿水位面積 12.50 公頃 

         總蓄水量 1,150,000 立方公尺 

         計畫有效蓄水量 987,000  立方公尺                  

         現有效蓄水量  869,000   立方公尺(民國 78年測量) 

          

壩    型 :  混凝土重力壩    

            壩頂標高 145  公尺        

            最大壩身高度 36 公尺     

            壩頂長度 120  公尺     

            壩頂寬度 5公尺       

            壩體積 24,000 立方公尺   

灌    溉:面積 15,7ha(目前已停灌) 

自 來 水:2,100CMD    計畫年供水量 766,500立方公尺  

     資料來源：海洋大學水資源管理研究室全球資訊網(2013) 

 

2.曾文溪流域之供水情形 

  (1)  依據水利署，近十年來曾文溪流域各主要蓄水設施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烏山頭水庫、鏡面水庫及玉峰堰供應各標的用水統計如表

2.6至表 2.10，加以總和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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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  曾文水庫供給各標的用水量統計 

蓄水設施調節量統計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水

庫

名

稱 

年

度 

當年度

總容量  

當年度

量測有

效容量 

進水量 放水量 溢流量 

各標的用水 

供發電 供灌溉 供給水 

曾

文 

90 597.45 564.63 1405.6 984.34 372.81 807.38 0 0 

91 597.45 564.63 567.47 1042.79 0 895.39 0 0 

92 629.75 600.56 514.74 733.08 0 602.16 0 130.92 

93 707.53 643.96 1111.69 765.44 66.58 636.58 0 128.84 

94 602.5 598.53 2247.39 987.51 1203.32 987.51 0 0 

95 602.5 598.53 1706.25 1044.51 566.5 1044.52 674.38 166.94 

96 591.53 573.39 1642.2 963.06 580.5 963.06 0 0 

97 582.21 568.42 1990.27 1000.54 0 1000.56 0 0 

98 748.4 490.58 1612.62 809.74 998.8 809.77 0 0 

99 491.59 491.59 1009.54 476.96 108.72 479.12 0 0 

100   798.08   527.17 0 0 

101   1640.29   492.72 0 0 

           資料來源：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資料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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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7  南化水庫供給各標的用水量統計 

        蓄水設施調節量統計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水

庫

名

稱 

年

度 

當年度

總容量  

當年度

量測有

效容量 

進水量 放水量 溢流量 

各標的用水 

供發電 供灌溉 供給水 

南

化 

90 138 134.55 305.01 240.34 72.29 0 0 238.69 

91 138 134.55 193.96 200.45 0 0 200.45 0 

92 138 134.55 209.24 176.21 0 0 0 176.21 

93 158 134.55 220.49 101.58 22.54 0 0 206.6 

94 133.32 132.45 504.07 226.57 167.42 0 0 226.11 

95 133.32 132.45 335.87 217.64 130.61 0 0 217.64 

96 133.32 132.45 484.94 239.78 232.18 0 0 273.66 

97 113.9 113.9 487.6 214.94 246.66 0 0 216.59 

98 158.05 96.81 443.12 181.4 252.74 0 0 185.09 

99 101.58 101.58 315 209.19 79.61 0 0 208.04 

100   258.29   0 0 222.40 

101   305.10   0 0 235.80 

         資料來源：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資料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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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8 烏山頭水庫供給各標的用水量統計 

   蓄水設施調節量統計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水

庫

名

稱 

年

度 

當年度

總容量  

當年度

量測有

效容量 

進水量 放水量 溢流量 

各標的用水 

供發電 供灌溉 供給水 

烏

山

頭 

90 83.75 83.75 615.81 605.03 17.3 0 483.49 176.48 

91 83.75 83.75 784.14 918.54 0 170.85 591.4 157.29 

92 83.75 83.75 518.24 529.87 0 385.61 380.37 164.21 

93 154.16 83.75 563.62 534.54 0.75 378.31 418.73 157.79 

94 80.85 80.85 682.86 1371.38 38.11 553.56 718.05 173.2 

95 80.85 80.85 779.09 871.33 72.52 758.49 703.21 168.14 

96 80.85 80.85 768.67 2053.2 49.13 1206.49 676.87 169.84 

97 80.85 80.85 775.91 2355.14 63.2 1497.8 697.7 159.5 

98 154.15 80.23 718.13 2193.44 718.13 1360.22 446.49 165.16 

99 80.85 80.85 573.99 1368.51 0 744.1 447.96 176.46 

100   677.52   663.77 570.51 157.81 

101   695.21   887.35 581.83 154.56 

          資料來源：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資料庫(2012) 
    註：烏山頭水庫之「供給水」項目包含「自來水及工業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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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  鏡面水庫供給各標的用水量統計 

  蓄水設施調節量統計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水

庫

名

稱 

年

度 

當年

度總

容量  

當年度

量測有

效容量 

進水量 放水量 溢流量 

各標的用水 

供發電 供灌溉 供給水 

鏡

面 

90 1 0.99 12.98 1.32 0 0 0 0.62 

91 1 0.99 2.74 3.08 0 0 3.08 0 

92 1 0.99 249.28 226.68 73.52 0 0 226.68 

93 1.15 0.99 0 0.33 0 0 0 0.33 

94 0.86 0.85 12.14 0.23 10.44 0 0 0.22 

95 0.86 0.86 5.64 0.47 10.44 0 0 0.22 

96 0.86 0.85 8.52 0 0 0 0 0 

97 1.07 1.07 7.59 0.06 1.13 4.39 0 0.06 

98 1.15 1.01 3.26 0.83 0 0 0 0.83 

99 1.07 1.01 6.01 1.66 1.13 0 0 0.82 

100   6.79   0 0 1.43 

101   7.00   0 0 1.33 

         資料來源：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資料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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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0 玉峰堰供給各標的用水量統計 

  蓄水設施調節量統計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水

庫

名

稱 

年

度 

當年

度總

容量  

當年度

量測有

效容量 

進水量 放水量 溢流量 

各標的用水 

供發電 供灌溉 供給水 

玉

峰

堰 

 

 

90 0 0 0 0 0 0 0 0 

91 0 0 0 0 0 0 0 0 

92 0 0 0 0 0 0 0 0 

93 0 0 0 0 0 0 0 0 

94 0 0 0 0 0 0 0 0 

95 0 0 0 0 0 0 0 0 

96 0 0 0 0 0 0 0 0 

97 0.5 0.5 19.36 15.71 0.82 0 0 1.48 

98 0 0 0 0 0 0 0 0 

99 0 0 0 0 0 0 0 0 

100   15.63 0 0 0 0 14.96 

101   13.42 0 0 0 0 13.46 

         資料來源：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資料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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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曾文溪主要蓄水設施進水量及各標的用水統計總和表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年度 進水量 供灌溉用水 供生活用水 供發電用水 

 90 3339.40 483.49（28.33%） 415.79（24.36%） 807.38（47.31%） 

 91 1548.31 794.93（41.18%） 157.29（ 8.15%） 978.23（50.67%） 

 92 1491.50 380.37（18.41%） 698.02（33.78%） 987.77（47.81%） 

 93 1895.80 418.73（21.12%） 493.56（24.89%） 1014.89（51.19%） 

 94 3446.46 718.05（27.01%） 399.53（15.03%） 1541.07（57.96%） 

 95 2826.85 1377.59（37.91%） 235.30（ 6.48%） 2020.65（55.61%） 

 96 2904.33 676.87（20.57%） 443.50（13.48%） 2169.55（65.95%） 

 97 3280.73 697.70（19.50%） 377.63（10.55%） 2502.75（69.95%） 

 98 3257.04 159.50（ 5.26%） 376.92（12.42%） 2498.36（82.32%） 

 99 1904.54 447.96（21.78%） 385.32（18.74%） 1223.22（59.48%） 

 100 3756.31 570.51（26.44%） 396.60（18.38%） 1190.94（55.19%） 

 101 2661.02 581.83（24.58%） 405.15（17.12%） 1380.07（58.5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統計 
 

 

 民國 90年曾文溪主要蓄水設施年總供水量 1706.66百萬立方公

尺，其中發電用水 807.38百萬立方公尺最高，占當年總供水量之

47.31%，灌溉用水 483.49百萬立方公尺次之，占當年總供水量之

28.33%，生活用水 415.79百萬立方公尺最低，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24.36%。民國 100年總供水量 2158.05百萬立方公尺，其中發電用水

1190.94百萬立方公尺最高，占當年總供水量之 55.19%，灌溉用水

570.51百萬立方公尺次之，占當年總供水量之 26.44%，生活用水

396.60百萬立方公尺最低，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18.38%。據此，曾文

溪供水發電用水佔較大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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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較臺灣地區水資源運用供需概況－各標的用水（表 2.12）

則是民國 90年年總用水量 184.86億立方公尺，其中農業用水 130.12

億立方公尺最高，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70.39%，生活用水 37.34億立方

公尺次之，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20.20%，工業用水 17.40億立方公尺最

低，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9.41%。民國 100年年總用水量 172.25億立方

公尺，其中農業用水 124.35億立方公尺最高，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72.19%；生活用水32.38億立方公尺次之，占當年總用水量之18.80%；

工業用水 15.52億立方公尺最低，占當年總用水量之 9.01%。據此，

台灣地區農業用水佔較大比率。 

 

台灣地區99年各標的用水概況如（圖2.3） 

 

  表 2.12 臺灣地區水資源運用供需概況－各標的用水 
                             單位：億立方公尺 

年度 農業用水 生活用水 工業用水 

90 130.12（70.39%） 37.34（20.20%） 17.4（9.41%） 

91 134.1 35.25 17.66 

92 124.34 35.59 16.08 

93 126.04 35.32 16.54 

94 128.81 35.32 15.45 

95 122.38 35.98 15.76 

96 133.59 35.73 16.44 

97 129.6 33.57 16.68 

98 131.7 33.7 15.51 

99 122.05（71.53%） 32.56（19.08%） 16.03（9.39%） 

100 124.35（72.19%） 32.38（18.80%） 15.52（9.0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12) 
本統計資料內所指農業用水是包括灌溉用水、養殖用水及畜牧用水等

項。工業用水則 包括自來水、自行取水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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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 台灣地區 99年各標的用水概況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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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文溪水資源供水系統線路圖，繪製如（圖 2.4） 

 
 
 
     曾文溪      後崛溪 旗山溪        曾文溪          菜寮溪 
 
 

 

 

 

 

 

 

 

 

 

 

 

 

                
 

              圖 2.4   曾文溪水資源供水系統線路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4) 曾文溪流域由於降雨量集中於豐水期，加上蓄水設施有限，導致

枯水期間，供水常常吃緊，若雨季時蓄水不足，則會發生缺水情形。 

 

3.供水管理問題 

    歐陽嶠暉(1995)，說明水資源之有效利用，將水之利用分別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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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處理，在當前世界各國水資源匱乏之情勢，將水資源做合理的利

用與配套措施相互實施的情況下，以期達到減水並節省水資源之利用

情況，分別將供水效率、用水管理之適當化與水資源再利用情形，提

出有效率的個別看法，水之穩定供給方面，分別提出水資源之開發與

其他水資源之利用，說明除了一般供水外，還能利用一些措施或技術

增加水資源最大供給量，最後說明水污染保護與防治措施。如表 2.13 

 

                  表 2.13 水資源有效利用體系 
             節省用水之社會共識 提升節省用水制度 
                                              提升自來水有效供水率 
                             供水之效率化 
                                               防止農業用水的損失 
                                               家庭用水合理化 
             水利用合理化   用水管理適當化     工業用水合理化 
                                               農業用水合理化 
                                               工業用水回收再利用 
                              再利用 
  水資源                                       雜用水利用 
有效利用                                       水庫 
                              水資源開發       水源之管制       
                                               海水開發 
             水的穩定供給                      處理水再利用 
                                               地下水利用及地下水庫 
                              其他水資源 
                                               污染河水、雨水海水防止 
             水之有效利用   剩餘水之轉用、適當的分配 (跨域使用) 
             水環境之保護   水污染防治措施之推行 
 

             資料來源：歐陽嶠暉(1995) 

 

    臺灣海洋大學(2007)，曾文溪流域目前主要供水設施乃依靠曾文、

烏山頭水庫調洪蓄水進行下游各標的用水供應之操作，及南化水庫、

鏡面水庫蓄水供應台南等地之公共給水需求等主要取水設施，至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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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未控制水量為零星農業用水及部份公共給水給水設施。 其中曾文、

烏山頭水庫之基準配水量，係當初各用水標的協議之配水量，嘉南水

利會所屬農業灌溉用水為每年 900百萬立方公尺，曾文水庫契約之工

業用水為每年 27百萬立方公尺，及自來水公司分配之每年 120百萬

立方公尺的公共給水，依據基準配水量各標的提出年供水計畫，其中

農業灌溉用水之嘉南農田水利會每年三、四月間提供灌區年度計畫用

水量，而工業及公共給水依據需求提出供水計畫但較無變動，依此年

供水計畫量，曾文、烏山頭水庫按水文情況以每年六月至隔年五月之

年用法進行水庫運用調配工作。  

    整個曾文溪流域供水設施，農業用水方面藉由烏山頭水庫放水口

進入嘉南大圳供給嘉南地區之灌區，而工業用水則藉圳道或專管連接，

至於公共給水之自來水系統，則藉由各淨水廠供給，其中利用曾文烏

山頭供水系統之淨水廠包括烏山頭、潭頂及水上淨水廠，與南化水庫

之南化淨水廠及取自下游未控制流量地面水之山上淨水廠。在山上淨

水廠附近即曾文溪主流與菜寮溪匯流點下游 200公尺處河床所興建

的玉峰攔河堰，其功能主要是提高提高山上淨水廠供水能力及穩定供

水水源。 

    在水源調度概況上，歷年(民國 38年至 99年)年平均降雨量為

2,500毫米，其降雨的空間與時間分佈十分不均，故往往造成水資源

調配問題。 

    雨量約有百分之八十集中於每年 5月至 10間之豐水期，尤其大

部分雨量集中在颱風過境時，若颱風降雨較少時，常會造成缺水；每

年 11月至次年 4月為枯水期，降雨量偏少，尤其是台灣南部較為顯

著，枯水時期的降雨量僅佔年降雨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各項標的用水

一向以農業用水居最大宗，約佔 7成；生活用水居次，約佔 2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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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水最少，約佔 1成。農業用水除占總用水量之最大宗外，其需求

量可依供給量的多寡彈性調整辦理休耕停灌措施。豐水時期大量的運

用豐沛的雨量以利灌溉，枯水時期則配合休耕降低農業用水需求，適

時將農業用水轉移至生活用水。在水源的調度上，農業用水扮演相當

重要的角色。 

 

小結: 

1. 曾文溪流域內建有曾文、烏山頭、鏡面、南化四座水庫及玉峰堰，

為嘉南地區各標的用水的主要來源。各水庫兼具給水、灌溉、蓄

洪、發電等多項功能。 

2. 供水用途方面，曾文水庫為發電，南化水庫為灌溉、給水，烏山

頭水庫為發電、灌溉、給水，鏡面水庫、玉峰堰以給水為主。 

3. 流域內 90%雨量，集中在每年 5~10月間，用水以農業用水為最大

宗，約佔 70%，會排擠工業及生活用水。水庫大量淤積，自來水

管漏水嚴重，造成水資源浪費及用水不足。超抽地下水造成海水

入侵、土地鹽化及地層下陷之嚴重問題。 

 

2.2 台灣的缺水危機 

2.2.1 水資源開發與利用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水資源供需之運用，而水資源為流域管理中的

重要部分，當然流域管理包含的層面與問題很多，若沒有整體規劃，

將可能對人類造成莫大的災害或影響。近年來國內外也都飽受缺水之

苦，對於氣候變化、降雨量的不足等等，都是造成的主因。對於缺水

情況頻繁，各國莫不尋求解決之道，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水資源與適

當的調配水資源就更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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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文獻探討有三個方向，第一部分探討流域管理，包含流域管

理的定義、流域管理的形成、流域管理新舊模式的比較；第二部份為

水資源開發利用，包含水的功能、水資源利用、水資源開發政策；第

三部份整理流域管理、水資源等相關研究與應用文獻發展情形。 

 

1. 流域管理 

  根據楊桂山等人(2004)所提相關資料分述如下: 

   (1)  流域管理的定義與意涵 

     流域是自然形成的水動力系統，流域管理是以水資源爲中心的

科學管理。「管理」是用法律、規範、條例、辦法等來實現的，而流

域是複雜的系統，具有整體性、動態性、耗散性，同時它是人類賴以

生存的資源環境。因此流域管理就應該順應河流流水的動態變化。 

     Kauffman(2002)，流域是沒有政治邊界的，除了美國的少數城

市存在著此種邊界，許多的國家、縣、市、鄉、鎮都是沿著一個流域

融合於一體的，是什麼原因致使流域管理如此複雜化。每個人都應該

迅速了解水文的重要性，尤以水資源的使用與管理更為重要，然而，

政府藉由城市組織、鄉鎮、城市界線，規劃出較為適當的水資源分配

與管理。 

    美國國家風險管理研究中心(NRMRL，1999年)，明確界定流域

的邊界線確實是管理策略的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這是訂定流域系統

邊界的重要的目標，是基於地理特徵，如海拔高度、水流流動的坡度，

這種地理特徵是無法改變也無法爭論的。以水流為替換的指標和地景

特色，一方面整合許多流域或其他的過程。該流域的辦法並不是要取

代現有邊界和地區，而是它提供了一個大範圍行政的觀點，使整個經

濟、社會和行政機構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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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的做法提供了一個真正協調間的純粹的生態和純粹的行政

觀點。層次背景是另一個關鍵組成部分與成功的管理辦法。包含的層

次結構，有助於整體流域和局部流域的提升和降級，縮放和退出以及

不斷變化的決議，這取決於類型和規模的管理問題有待解決。這種做

法增加了分級管理的靈活性，打破了一般的政策和規模。 

     Dzurik＆Theriaque(1996)Watershed 這個詞是來自於十四世紀的

德國，被稱為分水嶺、水的分界線或流域。在 1787年，流域被當作

一種手段，用於界定邊界，是原始的分區的方式，因當時的繪畫技術

不成熟與缺乏一種地理的意義，並且在當時認為洋脊形成的流域界線

是有限的。大致上國家界線並不遵循流域。然而，許多法律和法規已

演變為解決跨域和州際流域問題。 

    因此，由表 2.14  下述各學者對流域管理的定義，可以了解流域

管理是以流域為管理單位，流域整治的過程中，應保留其文化傳統與

特色，將其當地民眾視為重要的參與角色，當地居民對其流域的了解

度較高，若忽視，治理上將造成彼此間的衝突，亦會造成不永續的情

況產生。流域生態方面，藉由保護棲地與有計畫性的開發與規劃，將

抑制流域破壞嚴重的情形，亦有利於水文循環系統與生態系統的回復，

因此，流域管理在政府、企業和公眾等共同參與下，應用行政、市場、

法律手段，對流域內資源全面實行協調的、有計畫的、永續的管理，

將可促進流域公共福利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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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流域管理定義表 
作者(年份) 流域管理的定義 

Mitchell 

(1990) 

流域管理應採用系統的觀點對水的觀點及相關子系統

的作用、社會經濟發展進行全面的分析。 

Grumbine 

(1990) 

流域管理繼承生態系統管理的所有主要的概念。賦予最

佳的生態系統概念，將其擴大為生態系統定義。 

Margerum 

(1995) 

流域管理需要全面考慮流域眾多活動、計畫及策略。 

Byrne 

(1997) 

流域管理需要廣泛合作和參與，包括流域管理者、流域

資源使用者，流域環境者之間的合作；流域上下游的合

作；與流域系統的自然保護區區域間的合作。 

Ewing 

(1997) 

認為流域管理在決策的過程中，需面對流域複雜的環境

問題，進而採取合適的策略，並考慮自然和人文環境間

的相關聯繫。 

Born & Gensknow 

(2001) 

流域管理應是一種非集中的分權決策，由更加廣泛的人

員參與(包括政府的、非政府的的團體等)決策、實施，

同時需要考慮與生態系統相關的眾多目標。 

楊桂山等人 

(2004) 

流域是一個具有明確邊界的地理單元，流域以水為紐

帶，將上、中、下游組成一個普遍具有因果關係的複合

生態系統，一個地區，無論地理氣候、自然資源、環境

景觀，還是社會經濟、文化傳統、民俗風情都有很強的

流域特徵。因此，當制定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規劃時，

必須針對一個流域的自然、社會、經濟和文化，從總體

加以考慮，才能保證區域協調發展，實現資源的永續利

用。 

       資料來源：(1.楊桂山等人，2004年；2.本研究整理) 

 

     Randhir等人(2001)，流域包括各種天然資源，提供各種基本的

物品和服務，並且保持各種生態系統的功能。仔細的規劃，以保護這

些資源。在眾多的天然資源，水是影響各式各樣的生活形式和生態系

的數量和質量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因素。而水也是必不可少的，為人

類的生存，一些經濟活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水資源。在過去的幾

十年中，這重要資源一直受到迅速惡化，造成的起因於擴展人類活

動。 

楊業勤等人(1999)，在許多流域，人類的活動正強烈地干擾並改

變水文循環和水資源。水資源動態評估，即評估或預測過去水資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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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變化，幫助現在或未來，流域以及水資源的永續發展與管理。進

行「觀察和歸納」的方式，推導出了一系列歷史性觀測流域的排放基

礎，即水資源使用的數據和水分平衡方程式。 

何太蓉、楊達源(2003)；楊桂山等人(2004)，流域管理應從流域

自然─社會─經濟複合系統的內在聯繫出發，分析流域內部的組成要

素、組成區域之間的聯繫，進行全面規劃與管理。流域是一個系統，

流域內的各單元地形是密切聯繫的。因此，每一個單元地形都應納入

流域規劃程式和流域目標的配置中。規劃程式中忽視任何一個單元地

形，則流域的正常功能就會削弱。例如，沖積扇上的自然草類生態被

灌木或喬木取而代之，沖積扇就會被溝谷分割而形成集中水流，其原

有的分散和削弱徑流能量、攔截碎屑物和泥沙、過濾和清潔地表水以

及有效滲透和補充地下水的功能就會下降，進而引起地表水量大增、

土壤水分含量降低、植物産量以及保護性的地表覆蓋就會越來越少，

最終導致沙漠化進程加速。流域的上、中、下游、左、右岸、支流都

是大系統中的小系統，是緊密聯繫的大集合體。因此，只有以流域的

整體利益、整體系統的平衡爲各系統的根本，則流域的整體持續發展

才能實現。 

楊勤業等人(1999)，長期以來，人類強調單一經濟目標的流域資

源開發利用模式導致流域資源與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世界各大流域普

遍出現了資源退化、環境惡化與災害加劇的趨勢，主要表現在： 

(a) 水土流失與土地退化； 

(b) 流域水資源退化； 

(c) 全球森林危機； 

(d) 濕地破壞； 

(e) 生物多樣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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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5大危機如何改善，將是一個重要的事項。因此，為了有

效實施流域管理，並在流域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中貫徹流域管理，必

須要仔細思考與分析研究。 

李鈞震(2010)，流域管理的內容事項錯綜複雜，依國內現行體制：

“中央”管的河川上、中、下游分屬“農委會林務局”、“水土保持

局”、“內政部營建署”和“經濟部水利署”管理；另外原住民委員

會也管理河川上游原住民保留地，“環保署”則對河川的污染與水質

負責。在“行政院”下雖有一個“流域管理委員會” 但卻無所作為。

實在極須進行功能整合、組織合併，統一事權，融入流域管理的理念，

有效治理各河川，減小天然災變的受害程度，合理開發利用水資源。 

(2) 流域管理之形成 

     水為人類生存、生活，以及生產活動不可或缺的自然資源。在

長期流域開發利用的過程中，人們只重視資源的利用與經濟發展，而

很少考量資源與環境的保護，隨著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問題日趨

嚴重，各國政府才開始重視人類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以流域的框

架下實施綜合開發與管理。 

    根據楊業勤等人(1999)，歸納出下述三點有關於流域管理形成的

步驟： 

(a) 單一開發向多目標開發的轉變 

    早期流域管理內容主要為防治澇洪災害、發展航運和灌溉水利工

程的管理。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歐美國家流域管理開始著手於水

資源的多功能特徵，強調水資源的綜合開發和利用，注重河流的梯級

開發、水利工程的統一佈局以及綜合能力，為了實施綜合開發的目標，

各國開始建立流域一體化管理機構，以求最大限度的開發利用水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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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流域開發向流域環境保護的轉變 

    20 世紀中葉後，由於原子能的開發利用出現的放射汙染和農藥

的大量使用帶來的有機氯化物污染加劇，對生活產生廣泛的影響。70

年代初，環境保護有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發生，因為各國為解

決流域環境問題召開了一次會議，而會議中提出了「人類環境宣言」，

在此期間 Word和 Dubos發表了「只有一個地球」，警告人們必須要

保護這個地球，不能將其污染或破壞。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

一個生態發展的概念，在處理工業發展、經濟發展的時候，必須考慮

到生態保護。隨著環境汙染問題日益加劇，流域管理的內容由綜合開

發向流域開發與環境保護並重轉變。20世紀 60年代以後，流域管理

內容包括了水質控制和環境保護的內容，並頒布了流域環境保護的法

律。在從法律上強化全社會對水污染的治理、確定治污目標的同時，

建立了以流域為基礎的解決水問題的機制。在保護環境的前提下，實

現流域水資源的高效開發利用。 

 

(c) 永續發展的提出與流域綜合管理的形成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隆重召開。會議討論開

通過「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與「21世紀議程」並簽署了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與「生物多樣化公約」。環境與發展大會提出了人

類永續發展的新策略和新觀念：人類應與自然和諧一致，永續發展並

為後代提供良好的生存發展空間，人類應珍惜共有的資源環境，有償

的向大自然索取。大會中 Lee(1992)提出環境保護應該以流域的尺度

來實施，而不是以洲、國家等為基礎。20世紀 90年代期間，美國環

境保護署重視強調流域的整體治理，地下水、地表水、濕地、空氣、

生態系統統籌規劃、設計、實施和保護。目前流域綜合管理已經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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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然而因其涉及多要素、多學科、多部門，實施難度大。從流

域綜合管理的特徵來看，主要需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流域信

息化建設，因為流域綜合管理涉及流域自然、社會和經濟等多方面的

特徵，正確的決策首先依靠對流域的全面認識，如流域信息採集技術、

海量信息組織管理技術、信息挖掘技術、信息共享體系等。二是發展

流域模擬技術，實現多學科專業知識集成。綜合流域管理涉及多科學

專業知識，一個管理人員同時具備流域管理涉及到的眾多學科專業知

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流域綜合管理需要實現管理模型化，決策智

能化。三為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與機構，流域管理最終實施要通過流

域管理部門，能夠建立有利於區域協調、公眾參與、產專學術研究結

合的流域管理機構，並通過法規、制度實現規範化管理，才能實現流

域綜合流域管理的最終實施。 

      
小結： 

1. 流域管理應以河流流水的動態變化為中心的科學管理，在政府、  

企業和公眾等共同參與下，應用行政、市場、法律手段，對流域內資

源全面實行協調的、有計畫的、永續的管理，將可促成流域公共福利

最大化。流域管理，以流域的整體利益、整體系統的平衡為各系統的

根本，則流域的整體持續發展才能實現。 

 

2. 流域管理形成的三個步驟: 

(1) 單一開發向多目標開發的轉變 

(2) 流域開發向流域環境保護的轉變 

(3) 永續發展的提出與流域綜合管理的形成 

 

3. 流域管理應有農民參與，運用科技知識，解決實際問題，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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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自然資源管理。 

 

2. 水資源之開發利用 

倪世傑(2008)水資源已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最重要的課題

之一，聯合國 2002年三月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目前有 11億人

口無法取得安全的飲用水，而且每年約有 500多萬人死於因飲水所引

發的疾病，是全球因戰爭死傷人數的十倍。聯合國同時提出警告，如

果人類仍然以今天的速度消耗水資源，到 2025年時，全世界至少有

27億人將因嚴重缺乏淡水而面臨生存的威脅，同時住在難以取得淡

水或無法應付淡水需求地區的人口將達 50億人之多，佔全世界人口

數的三分之二。因為人口膨脹、環境污染導致水資源日漸匱乏，搶水

衝突日益增多，這些都將成為日後引發國際戰爭的火種。 

我國水資源的問題很多，台灣更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因此

以嚴肅的態度，認真地面對水資源問題，已是全體國人當務之急。在

國人的生活中，節約用水，現階段已經開始實施，今天國人每人每日

的平均用水量可高達五百公升，但是平均國民所得水準遠高於我國的

歐美國家，平均每人每日的用水量卻只有國人的一半，由此可見國人

對水資源浪費的程度。我們必須認清地球水資源是有限的事實，尤其

是這幾年因為全球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缺水危機，提醒我們更不能再漠

視水資源使用的問題(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白皮書，2006)。 

 很難想像，台灣四周環海，年平均雨量多達 2500公釐，是世界

的 2.6倍，但人口稠密，台灣地區每人每年所分配之降雨量不及世界

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如圖 2.5台灣與各國每人平均分配雨量比較，台

灣實屬於嚴重缺水之國家。被列為世界排名第 18位缺水國也不足為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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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台灣與各國每人平均分配雨量比較   
資料來源：楊偉甫(2010)，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現況與未來發展問題 

 

     Chartzoulakis(2001)認為，為了日益增加的用水需求作出合理的

水資源管理是極其重要的，對於永續發展以及環境服務。為了克服水

資源短缺，特別是在未來，應採取一些措施保護水資源和保護環境。

水資源綜合管理，應包括使用的措施、純粹的技術(增加地表水的使

用、改善分配制度和灌溉調度、回收、利用節水灌溉系統、使用再生、

以及鹹水水域等)、社會經濟(定價、合理化、推廣、培訓等)。 

     Aguilera Klink(1995) 認為，水不僅是一種資源，而是經濟社會

的資產。涉及經濟學、社會學、技術、環境、地理、機構和區域因素；

除此之外，土壤和氣候方面亦特別重要。在過去幾年，關於管理水資

源方面，出現不同的辦法。因此，我們有兩種相反的選擇，顯然彼此

並不衝突，即水的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水始終是生產不可缺少的商

品和服務。同樣地，如果我們了解水是經濟社會資產，即必須分配適

當的數量和質量的水給任何特定用途的產業。在總體平衡的事物上，

我們必須找尋新的自然資源替代品，可供管理和永續使用，尤其是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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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以上，我們必須認清地球水資源是有限的事實，尤其是這

幾年因為全球極端變化與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缺水危機，我們更不能再

漠視水資源使用的問題。國人更要改變用水浪費的習慣。政府興建水

庫極為困難，開源不易，只有改善分配制度和灌溉調度、積極回收、

利用節水。 

 

(1) 水的功能 

    曾華迪等人(1997) 認為，一個國家的資源是多樣性的，但各樣

資源的經營目標不外乎資源的永續發展與有效利用。因此，對於位於

島國的台灣，水資源的分配均衡就更為重要，歷年來很多水資源利用

不妥善造成許多民眾的不便與開發上損失的情事，這些事件常常發生，

如何將水資源妥善運用就成為近年來重要的政策與目標。 

    而水包含各式各樣的功能，大體上包含自然形成的功能與生活及

社會形成的功能。自然形成的功能主要分為國土骨幹之形成、維持生

態以及構成氣象、氣候等功能；生活及社會形成的功能主要分為資源、

輸送以及水空間之形成的功能，如下表 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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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5   水的功能 
 

                                                     陸地之地形的形成 

                                                     水域的形成 

 

 生物的生息 

 大氣、地表的淨化 

 

 對氣象的作用 

 對氣候的作用 

 

 各種水的供給 
 能源的供給 

 

 污染物的搬運 

 船運 

 

 河川水路及其周                   

 邊的形成 

 湖沼及其周邊的 

 形成 

 海及其周邊的形 

 成 

         資料來源：曾迪華等人(1997)，歐陽嶠暉(1995) 
 

 

(2)  水資源的利用 

    水是人類及其他生物生存與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之ㄧ，

除了可提供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需的家庭、工業與農業等各類用水

需求之外，尚具有發電、航行、遊憩與生態保育等功能，可提供

滿足人類在經濟、生態與社會等方面之需求。如同其他自然資源，

水資源雖為可更新且重複使用的自然資源，卻並非無法破壞與無

限使用的自然資源，因此必須為其永續使用加以保護與發展。 

國土骨幹之

形成的功能 

維持生態 

的功能 

構成氣象氣

候的功能 

資源的功能 

 

輸送的功能 

 

水空間之形

成的功能 

 

自然形成

的功能 

生活及社

會形成的

功能 

 

水

的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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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水資源的利用，根據(曾迪華等人，1997年與徐享崑，

2000年)，依其用水形態，分為消耗性用水與非消耗性用水，而消

耗性用水分為生活用水、農業用水(包括灌溉用水、畜牧用水與養

殖用水)與工業用水；非消耗性用水為發電用水等。台灣地區水資

源利用之組成，如下表 2.17所示。 

(a)  生活用水 

    台灣地區由於人口高密度成長、社會經濟發展及都市化快速等

因素，生活方式轉變且生活水準提升，生活用水之缺水容忍度亦

逐漸降低，可知民生與水的關係更為密切。 

 

(b)  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雖佔總用水量七成以上，惟其具有生活、生態與生產

等三生功能，對保育土壤、補助地下水、雨水貯存、滯洪與生活

機能維持等等，亦擔負相當重要任務。 

 

(c)  工業用水 

   台灣地區的工業用水量與生活用水量皆快速增加，預期需水量

大的石化工業、鋼鐵工業以及電子產業或化學工業，仍將持續發

展，由於此類工業製程之特性為需要大量的水及高品質的用水，

所以需要及早想出因應對策。 

 

   (d)  發電用水 

    利用水之位能轉變為能源發電之用水。雖然水利發電成本較高，

但利用過後，水仍然可以加以利用，相較於成本較低的核能發電，

水利發電為最經濟、環保、迅速之發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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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6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之組成 
 

   水田灌溉、旱作灌溉 

 

  魚貝等養殖用水 

 

  家畜、家禽等飼養用水 

 

 家庭、商業、機關及公共 

 用水 

 

 

 僅製造業等用水 

  

   

 水力發電使用水 

  

                                                          包括淡水及海水等使用水 

 

                  資料來源：曾迪華等人(1997) 

 

(3) 水資源的政策 

    台灣地區隨著人口、經濟與生活水準的成長與提升，人民對水資

源量與質的需求均大幅提升；在自然條件不利開發新的水資源之情況

下，未滿足社會與經濟持續發展之需求，目前之水資源政策乃是以改

變資源供應滿足需求為主，除了提高水資源經營管理效率之外， 須

加強(1)推動節約用水、(2)水資源運用，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3)適

度開發水源。 

    行政院於民國 85 年核定「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作為推動水資

源工作之指導方針。水利署於民國 90 年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綜合

彙整已完成之北、中、南、東四區域水資源綜合發展計畫，以民

國 110 年為目標年，擬訂「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作為台

灌溉用水 

養殖用水 

畜牧用水 

自來水供應 

自行取水 

自來水供應 

 
自行取水 

 

水力發電 

火力發電 

發電用水 

工業用水 

生活用水 

農業用水 

消

耗

性

用

水 

非

消

耗

性

用

水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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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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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未來水資源開發之主要政策。為因應台灣地區整體水環境變化，

同時考量產業用水需求時空結構上之轉變，行政院於民國 95 年擬定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作為我國水資源業務推動之最高指導方針。 

     現階段政府之水資源計畫整體架構層次，如圖 2.6 所示，區分為「政

策綱領」，次為「區域性經理基本計畫」，再次為「個案計畫」3 層次。「區

域性經理基本計畫」係參酌水資源政策綱領之願景與主張，視各區域水

源供需情勢、待解決問題，檢討並彙整關聯事項，研擬相關方案及個案

工作計畫，作為各區域分年推動之水資源規劃及關聯計畫實施之參

據。 

 

 

 

 

 

 

 

 

 

 

 

 

 

 

 

 

 

 

 

 

 
                  圖 2.6 水資源計畫整體架構層次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2009）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 
(95年) 

 

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 
(85年) 

政策綱領 

地區水資源 

開發綱領 

台灣地區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 

  
○北部、中部、南部、東

部、離島等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 

台灣地區水資源開發 
綱領計畫 
 (91年) 

○北部、中部、南部、東

部、澎湖、金門、馬祖等

水資源後續開發計畫 

推動方案或 

個案計畫 

海水淡化廠興建計畫 節約用水 

水資源開發計畫 乾旱時期農業用水調用 

...... 污水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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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摘要如下: 

   水資源已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最重要的課題之一，聯合國同

時提出警告，2025年時，全世界至少有 27億人將因嚴重缺乏淡水而

面臨生存的威脅。 

1. 水的功能包含自然形成的功能與生活及社會形成的功能 

 (1) 自然形成的功能主要分為國土骨幹之形成、維持生態以及構成

氣象、氣候等功能。 

 (2) 生活及社會形成的功能主要分為資源、輸送以及水空間之形成

的功能。 

2. 水是人類及其他生物生存與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元素，具有發電、

航行、遊憩與生態保育等功能，提供滿足人類在經濟、生態與社會等

方面之需求。 

3. 行政院擬定「新世紀水資源政策」，加強推動: 

 (1) 節約用水。 

 (2) 改善水資源的利用效率。 

 (3) 適度開發水源。 

 

2.2.2  缺水危機 

1. 台灣水資源的特性及供需情形 

  參考經濟部水利署 http://www.wra.gov.tw/ 摘錄於下： 

(1) 台灣水資源的特性 

    台灣的降水量非常充沛，但因地狹人稠、人口密度高，導致缺水

問題越來越嚴重。依目前世界標準，台灣是個缺水國家，由於受到地



 
 
 
 
 
 
 
 
 
 
 
 

 

49 
 

區、季節分布不均的影響，每人每年所分配的雨量僅及世界平均值的

六分之一左右，實際分配到的水量有限。 

   「山區更有中央山脈南北縱走，高峰許多超過 3,000公尺，造成

台灣河川大都東西流向，分別注入太平洋及台灣海峽。」，台灣的河

川坡陡流急，河谷狹隘，雖然水庫多，但總容量也不大。 

    同時，平均每十年會出現一次大乾旱，兩到三年會有一次小旱。

降水量幾乎集中在每年五至十月間的豐水期，而十一月至次年四月的

枯水期，降雨量最少，不僅常使水源調配困難，也影響產業生產及生

活用水。 

 

(2) 台灣水資源之供需情形 

   「台灣位於亞熱帶與熱帶交接處，年平均雨量約兩千公釐，水資

源全靠降雨，但台灣地區降雨的時空分布極為不均。」，且枯水期與

豐水期的水量差異極大，若根據區域性來分配水資源，可分為北、中、

南、東四個地區。 

     由於目前海水淡化等其他水資源的生產方式並未普及，因此台

灣水資源的主要來源仍是天然降雨。大致有三種供給來源：1河川之

水，代表降雨進入河川的部份可直接利用；2水庫之水，表示進入水

庫儲存而後再被利用；3還有一部份則滲透入地下水層，再被抽取利

用，稱為地下水。 

     而水資源的需求方面，一般分為民生用水、工業用水與農業用

水等三類，其中農業用水又包含灌溉用水、養殖用水及畜禽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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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生用水： 

    民生用水又可細分為：家庭用水、商業用水、機關用水、公共用

水、都市及消防用水等等。臺灣生活水準提高，都市人口高密度成長，

使得水與民生關係更為密切。 

    由於國家總人口數每年不斷增加、地狹人稠，人口密度僅次於孟

加拉，並高居世界第二位，民生用水每年呈現上升趨勢。台灣地區人

口成長已邁入工商業化，預估未來人口成長率持續再攀高，甚至於人

口成長及生活品質提升所衍生國民用水需求增加的壓力必然繼續存

在。 

 

(b) 工業用水： 

    例如工業上用以洗滌、鍋爐、製造、冷卻用水及其他用水等。由

於國家經濟快速成長，水和工業的關係更密不可分。臺灣地區工業用

水之使用量，近年與民生用水量之成長均快速增加，需水量大的如石

化工業、鋼鐵工業、電子產業，以及化學工業等。 

 

(c) 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可分為：水稻、蔬果等旱作灌概之用水；飼養牛、豬、

雞、鴨等家畜所必需之畜牧用水；其中大部分水量用於水田灌概。農

業用水對保育土壤、補助地下水、滯洪等，以及創造親水空間、景觀

之維護等，亦擔負相當重要任務，同時也具有農村地域之基本地域資

源特性。 

    農業用水供給量不足，導致必須藉由超抽地下水來補足缺少處。

歷年實際總用水量均超過安全供水量，必須以超抽地下水的方式來彌

補，超抽量高達 23億立方公尺，因此導致部份沿海地區已衍生出地

下水位下降、地層下陷、海水入侵、水質惡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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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面臨缺水之原因與嚴重性 

(1) 台灣面臨缺水之原因 

        台灣缺水原因, 依經濟部中區水資源局資料,包括： 

       (a) 留不住水。台灣河川太陡、上游濫墾嚴重。 

       (b) 存不住水。水庫嚴重淤積，加上自來水漏水嚴重，全台每年    

有 1/4的水被漏掉。 

  (c) 台灣地區降雨時空分佈不均，豐、枯水期水量相差懸殊。 

  (d) 太浪費水。台灣每人每日用水量平均達 284公升，比國際標準

值 250公升還多出 34公升，換算下來一年浪費的水量約相當於 1座

翡翠水庫或是 1.5 座石門水庫的蓄水量。 

  (e) 農業灌溉用水占 7成，是免付費的；工業用水占 1成多，但水

價卻只有 7.5到 11元之間。台灣的水價，是世界有名的低，台灣的

自來水公司根本是賠本在賣水，目前每度自來水的開發成本已高達

20到 30元。水費收取卻不到一半。 

  (f) 台灣地區可供興建水庫之優良壩址有限，加上環保意識高漲、

土地徵收不易及地方要求回饋等重要壓力，政府興建水庫極為困難，

開源不易。目前國人用水極為浪費，在水資源有限及國人用水浪費的

情況下，缺水問題日益嚴重。 

    所以，以經濟發展為國家命脈的台灣，提供穩定且充足的水資源，

乃是提升生活品質與促進社會經濟蓬勃發展的關鍵性要素之一。 

 

(2) 台灣缺水的嚴重性 

     范萬釗（2003），從台灣缺水危機探討台灣近幾年來，由於氣

候變遷、聖嬰現象之影響，導致台灣地區發生嚴重之旱災。不僅會影

響基本之民生及農業用水外，對高產值之半導體高科技工業亦造成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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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之影響。如新竹科學園區之廠商，為避免因缺水影響生產線之運作

紛紛購水因應，更甚者如華邦電子更計劃採購專屬水車，以因應水荒

危機。例如由於今年 1月、2月降雨量，創下 40年來新低，各地水

庫逼近低水位，石門水庫率先人造雨。又如 99年台南地區曾面臨限

水及休耕窘境，經查缺水主因在於曾文水庫、南化水庫於莫拉克颱風

後，分別有 9000萬及 1700萬立方公尺以上的泥砂淤積，幾乎可以填

滿 1座南化水庫。因此水利署決定，不排除停止農田用水，通通轉移

給民生用，水利署也呼籲民眾節約用水。 

    另外，農業用水趨勢不定，民生用水和工業用水則不斷攀升，此

現象固然與社會發展及服務業增加有關，像這樣高度用水量之現象，

沒有適度的節約用水，民眾對於缺水的危機意識，尚十分薄弱，若不

及時改弦易轍，未來幾年，國家面臨缺水時勢必更趨嚴重。 

 

小結：  

1. 水庫、水道淤塞嚴重。 

2. 枯水季與豐水季逕流量比差異大，曾文溪流域為 1比 10。 

3. 南部地區為維繫國家經濟命脈之產業重鎮，枯水季的水資源供應

短缺，是台灣經濟產業發展最大的隱憂。 

4. 政府應扮演水資源擘劃一個宏觀調控者的角色，積極建構一套可

永續經營的水資源調度機制和充裕水庫的蓄水量，才是根本解決之

道。 

5. 居民對地區之缺水危機，尚未深刻感受，此情形就如溫水煮青蛙。 

 

2.3 水資源的管理策略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除了先天上的限制之外，臺灣水資源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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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還面臨供給面、需求面及管理面的種種課題。供給方面，水資源

的需求不斷成長，但受到近年來民眾自主意識及環境生態保護意識的

高漲、水資源開發成本的日益增加、適合開發的天然水資源愈來愈少

等因素影響，新水資源開發案的推動日益困難；需求方面，為配合社

會經濟成長及民眾生活水準的提升，使生活及工業用水需求仍有持續

增加之趨勢，而在管理方面，集水區水土保持不良、921地震後山區

土石鬆軟易受颱風豪雨侵蝕而大幅提高下游之原水濁度、河川水質受

到污染及既有蓄水設施之總蓄水容量尚不足以因應連年枯旱等等，都

尚待有關機關共同來努力解決。 

 

 2.3.1水資源的重要性 

    1.水資源對地球生物的影響 

    朱敬平（2004），水是所有生物賴以維生的基本資源，淡水更是

全人類生存、文明發展，以及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其重要性自

不可待言。水是生命所需，也是生存的基礎，與生物多樣性的關係更

是密不可分，因為沒有任何生命可以不需要水而生存。地球上的水資

源包括海水與淡水，生活在這兩類水體中的水生生物，為適應不同的

環境因子(溫度、溼度、鹽度、照度、含氧量等)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

生命型態，而以水生生物為食的其他生物也演變出與其相互依存的行

為與生態等；因此，地球上能有如此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可以說是「水

生萬物」的功勞。有學說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最初是在水中出現的。

水是所有生物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體中水佔 70%；而水母中 98%都是水。水中生活著大量的水

生植被等水生生物水有利於部分生物化學反應的進行，如動物的消化

作用及植物的光合作用。在生物體內還起到運輸物質的作用，如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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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血漿絕大部分都是水，有助於體內營養及氧的傳輸。由於水可以

透過蒸發而降低溫度，因此水對於維持生物體溫度的穩定起很大作

用。 

 

  2.水資源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水是人類生活的重要資源，

一天必需攝取 2~3公升的水，並提供人們日常生活用水和工農業生產

用水，特別是農業需要大量水進行灌溉。人類文明的起源大多都在大

河流域，早期城市一般都在水邊建立，以解決灌溉、飲用和排污問題。

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水在飲用、清潔、洗滌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人類生活和生產的方方面面都要使用到水資源。例如： 

農業用水：各種灌溉用水，動、植物用水。 

工業用水：輕工業、重工業、機械工業、高科技產業、能源產業 

          皆須使用水資源。 

都市用水：村落用水，生物都需要水分，人類的生活亦須使用水。 

觀光用水：美麗的風景和觀光區，皆需要使用水分。 

沙漠灌溉用水：沙漠化是全球重要且困難的議題，沙漠化的原因 

           在於水分的流失或缺少，因此要解決沙漠化問題，必                      

           須要有相當充足的水分灌溉並維持住水分。                                   

                  

2.3.2水資源的管理策略 

  1.水資源開發的主要政策 

     依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開發政策，從需求面的管理而言，減少

需求相對上可減少水源的開發，節約用水的推動更顯重要；從供給面

而言，透過區域性整體水利設施靈活彈性的聯合運用，可促進水源利

用效率的提升以增加供水量，因此計畫對環境影響層面較低，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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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方面較新興水資源開發計畫更具可行性，宜予以優先考量推動；

依此原則進行供需分析後，若供給仍落後於需求，則採取適度的多元

化開發水源以為因應。 

    未來水資源開發之主要政策，分述如下： 

  (1)  推動節約用水 

    依照經濟部所報「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全面持續積極推動節約

用水，其中包括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各標的用水之節水措

施與量化目標。依貫徹使用者付費之原則，合理反應自來水成本與水

源開發成本，透過「以價制量」之市場機制來調整一般民眾用水浪費

的習慣，則對於追求未來台灣水資源的永續利用有莫大幫助。選擇保

護減少對水的需求，可以幫助減少壓力，尤其是在缺水地區。對於這

些作法提出了一些措施，例如節約用水、宣傳運動、定價政策、現代

化的基礎設施以達到減少滲漏等(Ciriacy-Wantrup and Bishop, 1992; 

Aguilera-Klink, 1993; Naredo, 1997)。 

 

  (2)  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 

    本政策之目的在於促進區域間互相支援供水之能力，以有餘補不

足，讓具有水資源餘裕之區域能於適當時機下支援缺水區域之不足，

達到提高整體供水效率與效能之目的。 

    在實施執行面可分為一、上游水源透過水庫聯合運用；二、下游

透過自來水幹管相互聯通以提升水源利用效率；三、設置中、下游調

蓄水設施。透過上、中、下游之水源聯合運用，可大幅改善水資源自

上游以至下游之利用效率。 

 

  (3)  適度開發水源 

    依世界潮流開發水源宜朝多元化發展，除考量傳統之攔河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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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外，對於海水淡化、水再生利用技術、地下水補注與回用等國外

均有很多成功的應用實例，亦值得考慮。至於此類水資源回收再利用

技術是否能應用於台灣之水資源環境亦須納入水資源開發方案中多

方審慎評估；若經水資源供需情勢分析，既有水利設施之供給水量與

上述可能方案之搭配仍不足因應生活與工業需求之成長，則後續仍有

賴於規劃推動人工湖、離槽水庫等較大型之蓄水設施，提供量足質優

之穩定供水。旨在提高可用性的資源，增加水資源以適應需求。因此，

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建設巨大的水工程(水庫、水壩、水改道等等)，從

而增加水資源的儲備以及供給(1998年 Sumpsi等人)。 

    

    張石角等人(1995)，對於水資源開發與利用提出以下相關措施： 

  (a)加強節約用水措施 

  (b)改善及維護水質水源 

  (c)妥善經營及保護集水區 

  (d)改善水資源基本資料品質 

  (e)增進水資源工作能力 

  (f)修改不合時宜水資源法規 

 

    張石角等人(1995)，提出水資源發展目標是開發和維護並重，並

說明流域管理整體的改善措施： 

  (a)統籌規劃且即時增闢新水源 

  (b)積極推行節約用水及加強既有水源之調配 

  (c)謀求水資源的永續利用 

  (d)整體規劃流域治理及集水區 

  (e)積極推廣公共給水提高供水能力 

  (f)增建防洪排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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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加速更新改善農田灌溉設施 

  (h)加強維護各類既建設施，有效管理流域集水區及水庫。 

 

 

 

2. 流域水資源之研究與應用 

   (1) 從以上水資源的相關文獻介紹，發現水資源的使用是必須更

加慎重的。透過文獻的整理，了解水資源不僅為人類的生存而使用，

在產業運用、土地開發等各方面亦是重要的資源，各國間也逐漸了解

水資源的重要性，尤其在許多取水不易的國家，開始出現供不應求的

局面，若再不正視這問題，將可以引起水荒、旱災以及生活機能停擺

等問題。近年來，我國亦飽受缺水之苦，實施限水措施，但若一味如

此，亦無法達到真正的水資源保育，因此，必須及早實施相關配套措

施、宣導減量水使用、將水處理後能夠再利用等，才能於枯水期來臨

時，有足夠的水資源可以供給各種使用 

 

  (2) 下表 2.18為系統動態於水資源之應用的相關文獻，藉由建立模

式推估未來供水的最大量，並由水資源措施預測未來的需水量，以期

在枯水時期，能夠由豐水期減量儲存下的水去支援枯水期的需水，針

對各國水資源情勢的不同擁有不同的相關供水與需水的調配，達到跨

域的水平衡狀態，並依其建立各種不同情境的方式去推估各種不同枯

水模式下的配套措施與解決方法，以因應枯水來臨時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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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系統動態於水資源之應用 
作者(年份) 文獻研究方法與內容 

陳昱君 

(2000)  

以台灣水資源為主要研究對象，應用系統動態模式建構一

個符合台灣現狀並具預估台灣永續發展情景及優良模擬能

力的水資源模式，預測台灣水資源至2011 年的狀況。 

顏榮祥 

(2001) 

先推估有無節水措施的前提下，推估未來南部區域的需水

量，建立南部區域水資源統籌管理調配之動態模型，藉以

探討南部區域整體水資源各用水區域配水之互動關係，另

以推估結果探討未來水資源情勢分析。 

柯志昌等人

(2004) 

以系統動力學為基礎，並用ithink Strategy軟體進行模

擬，建構高屏溪流域水資源使用與都市系統模型，並以情

境分析，針對當前高屏溪流域之水資源與都市發展政策進

行以農業、工業等各種用水分別試驗分析，探討政府之政

策與分析結果並給予建議。 

陳思瑋 

(2005) 

以系統動態學為基礎，建立淡水河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

利用歷史流量資料驗證模式之合理性，採用缺水指數、農

業可供水指標作為評估基準，求出可供水的最大量，並訂

定水資源永續發展指標，進而探討淡水河流域水資源之永

續性。利用情境分析假設，推測出2025年之水資源情形。 

王永賢 

(2005) 

以台南縣市整體經濟發展快速為由，說明民生與工業用水

的需求逐年增加，短期內台灣南部地區在公共用水需求雖

然無虞，但台南科學園區正式營運後，可能會出現供水不

足的窘境。因此，利用系統動態軟體STELLA分別建構民生

用水、工業用水以及農業用水需求子模型，再利用現行之

供水分區建構出完整之區域水資源需求模型架構，依據模

式模擬未來十年趨勢預測之結果。 

Simonovic 

(2002) 

以全球水資源供給情形建立模型，試圖紀錄全球水資源供

需資料庫，以五部分去說明全球水資源供給，經濟、農業、

人口、持續污染以及不可再生資源，試圖了解全球水平衡

的狀態，將五個部份分別建議動態系統的概念圖，將其整

合建立 World3模型，以這模型推估未來水平衡，依其水資

源情勢做出相關措施並進行建議，在建議方面發現水污染

部分是水資源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水質進化或水資源保護

相關措施就更為重要。 

Stave 

(2003) 

水資源管理問題日益嚴重，面臨的挑戰為如何與公眾利益

相結合，對於開發建設有很大的相關，需要提高對水資源

問題和了解。在其過程中建立一個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型(地

下水、污水處理、室內用水、人口的移動等)，以提高拉斯

維加斯公眾認識水源涵養的價值與影響層面，因此利用此

系統動態模式去架構出政策執行上，水的供應和需求，利

用多重反饋關係，得出其水資源重要性。 

Kipkemboi 

以農業系統方式去模擬水產養殖業的供需，因此，以系統

動態的模式建立有關於養殖業的供需模式，以期在枯水期

時能控制水資源使其達到水平衡狀態，配合季初的洪水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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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濫與滲漏與蒸發情形，可能會造成經濟衰退，利用此模式，

達成損失的減少。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 水資源的管理策略 

 需求管理策略應用在水資源開發管理已漸成趨勢而進行之區域

環境管理問題研究。在水資源開發困難，用水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

大多數缺水國家之水資源管理已由供給面管理策略轉向需求面管理

策略。 

一般而言，面對未來很可能的缺水問題，解決方式有二：一是開

源，即增加供給量；二是節流，即降低需求量。圖 2.6 為政府可以採

用的水資源管理工具之分類。增加供給量一直是台灣水資源政策的主

要導向，在需求面管理這一端，台灣地區已施行的措施包含水價優惠

措施、發送節水墊片、加強節約用水宣導、補助民眾購置省水標章產

品等等。 

    根據世界食糧組織 (World Food Organization, FAO, 2006 ) 統計，

1998 至 2002 年間各國每人每日平均公共給水系統引水量

（municipal waterwithdrawal）分別為：美國 595 公升、日本 375 公

升、德國 193 公升、英國 95.1 公升、中國大陸 91.6 公升，按照 FAO 

municipal water withdrawal 之定義，1999 年至 2008 年台灣每人每

日平均公共給水系統引水量為 679.2 公升，遠高於美國、日本、德

國，可見仍亟待加強過去較為忽略的水資源需求面管理。 

    根據圖 2.7水資源管理工具的分類，政府可以運用多種政策工具

與技術工具進行水資源需求面管理。政策工具主要可分為經濟工具與

行政管制兩大類。經濟工具可再分為價格工具與數量工具兩類。價格

工具包含水權費、水污費、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與污水下水道使用費等，

數量工具包含水權制度與水權交易。行政管制包括限制用水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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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使用省水標章產品。技術工具包含提昇用水效率、使用省水標章

產品與衛生系統的設計。 

經過多年法規建設工作，台灣水資源管理法規與制度已涵蓋前述

所有的政策工具，其中各項經濟工具與法源依據可見圖 2.8。 

 

 

 

 

 

 

 

 

 

 

 

 

 

 

 

 

  

 

 

 

 

 

 

 

 

                  圖 2.7 水資源管理工具分類   
     來源： 黃德秀(2010)，台灣水資源需求面管理策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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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8  台灣既有水資源需求面經濟工具 

      來源： 黃德秀(2010)，台灣水資源需求面管理策略之探討 
 

    本研究從上述水資源管理策略之分析結果，提出下列可行之方

案: 

1.開源方面： 

(1) 水庫、河川貯留水量之增加 

   清理水庫、溪流之淤積，建攔水壩貯存水量，保留溼地。 

(2) 雨水之回收利用 

    台灣年降雨量為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但由於台灣人口密度高，

地形限制，降雨季節分布不均，造成雨水未能充份運用；以天然地形

或人工方法，予以節流貯存；以屋頂及地面集流為主，可作為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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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水源、防火貯水與減低降雨洪峰負荷量等多元用途系統。儲水型

式包括：(a)地上式儲水槽，(b)地面開挖方式，(c)地下儲水方式，(d)

粒料回填方式。 

    王健良老師常說：雨水是上天賜給該地區的恩澤，居民要珍惜、

善加運用。 

(3) 中水之回收再利用 

    上水指自來水，下水指下水道污水，而介於兩者之間的水稱為「中

水」；亦即生活廢水經過處理後達到規定的用水水質標準，可在一定

範圍內重複使用於非飲用水及非與身體接觸用水。主要用於廁所沖洗、

園林灌溉、道路保溼、汽車沖洗、噴水池、親水設施用水及冷卻設備

補充水等。中水回收之方法有傳統物理、化學及生物法外，尚可考慮

結合自然工法或生態工法靈活應用。汙水回收機制若無法全面積極推

展，台灣勢必面對缺水危機。 

    產業用水能否有效循環，取決產業群聚特性，台灣多為綜合性工

業區，單一產業專區較少，因產業特性不一，自然缺乏共同誘因投資

水循環處理設備。隨著地方開發產業園區增加，未來產業的水資源回

收，要如何統籌執行，將成政府及業者無法逃避與積極面對的問題。 

 

2.節流方面： 

    水價合理化有助節流，長期以來水價低廉，政府擔心調漲水價會

引起民怨，甚至造成環境衛生的問題，一直以低廉的水價作為人民的

福利，卻造成民眾用水習慣不良，浪費珍貴的水資源。 

    在自來水公司方面，要進行大規模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以減少老

化了的水管滲漏，並採用先進的科技工具檢測以減少水管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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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教育及宣傳活動，使民眾了解節約用水的重要性及益處，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利用一些簡單方法或節水器材來節約用水，不但可

減省水費，還有助於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希望民眾都能身體力行，教

育下一代「珍惜點滴、積聚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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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瞭解曾文溪流域之供水及用水情形、缺水的危機，以及

為瞭解居民對流域供水情形，可能缺水狀況，與缺水危機意識之認識，

並依流域可行之營運方式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研究法、

SWOT 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本研究利用文獻研究探討曾文溪流

域水資源供給與需求的時空特性。將曾文溪流域各相關生活用水、工

業用水，以及農業用水分別說明，並比較 10年歷史資料與現況資料，

分析台灣缺水的原因與嚴重。配合問卷調查，按照上述的問題去設計

問卷，以瞭解一般人對於曾文溪流域及其供水現況、台灣缺水危機等

方面的認知，以及對於節約用水省水方面的行為表現。再以 SWOT 

方法分析研擬有效之因應措施以供推動節約用水方案之參考。 

 

3.1  文獻研究法 

 

  3.1.1文獻研究法之應用 

 

     文獻研究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調查文獻來獲

得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文

獻研究法被廣泛用於各種學科研究中。其作用有： 

（1）能了解有關問題的歷史和現狀，幫助確定研究課題。 

（2）能形成關於研究對象的一般印象，有助於觀察和訪問。 

（3）能得到現實資料的比較資料。 

（4）有助於了解事物的全貌。 

    文獻研究法主要指蒐集、鑑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研究

形成對事實的科學認識的方法。一般過程包括五個基本環節，分別是：

提出課題或假設、研究設計、蒐集文獻、整理文獻和進行文獻綜述。 

    文獻法的提出課題或假設是指依據現有的理論、事實和需要，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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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獻進行分析整理或重新歸類研究的構思。研究設計首先要建立

研究目標，研究目標是指使用可操作的定義方式，將課題或假設的內

容設計成具體的、可以操作的、可以重複的文獻研究活動，它能解決

專門的問題和具有一定的意義。主要優點為： 

（1）文獻法超越了時間、空間限制，通過對古今中外文獻進行調查，

可以研究極其廣泛的社會情況。這一優點是其他調查方法不可能具有

的。 

（2）文獻法主要是書面調查，如果蒐集的文獻是真實的，那麼它就

能夠獲得比口頭調查更準確、更可靠的信息。避免了口頭調查可能出

現的種種記錄誤差。 

（3）文獻法是一種間接的、非介入性調查。它只對各種文獻進行調

查和研究，而不被調查者接觸，不介入被調查者的任何反應。這就避

免了直接調查中經常發生的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互動過程中可能產生

的種種反應性誤差。 

（4）文獻法是一種非常方便、自由、安全的調查方法。文獻調查受

外界制約較少，只要找到了必要文獻就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研究；即使

出現了錯誤，還可通過再次研究進行彌補，因而其安全係數較高。 

（5）文獻法省時、省錢、效率高。文獻調查是在前人和他人勞動成

果基礎上進行的調查，是獲取知識的捷徑。它不需要大量研究人員，

不需要特殊設備，可以用比較少的人力、經費和時間，獲得比其他調

查方法更多的信息。因而，它是一種高效率的調查方法。 

   蒐集研究文獻的渠道多種多樣，文獻的類別不同，其所需的蒐集

渠道也不盡相同。蒐集研究文獻的主要渠道有：圖書館、檔案館、博

物館、社會、科學及教育事業單位或機構、學術會議、個人交往和網

頁（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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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有關水資源管理相關文獻之介紹 

    茲收集水資源管理相關之文獻，彙整如表 3.1: 

               表3.1  水資源管理相關文獻之彙整 
 作者(年份) 文獻研究方法與內容 

Andson 

(1996) 

以澳大利亞(Australia)當地的廢水利用情形與用水浪費

情形說明水資源的重要，以此說明水資源循環利用的重要

性，並對水資源與環境衝擊作探討，了解若能把廢水做有

效的處理，將能幫助需耗費大量水資源的產業、人類活動

以及有效達到減水措施。 

齊士崢 

(1999) 

以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區域分別說明其枯水季節的統

計，再以歷史資料了解台灣降雨的特性與儲水的情況，推

測出未來各區用水的需求量，說明政府若大規模的興建水

庫，雖然可以解除短暫性的水荒，卻無法幫助水資源的永

續，因此，政府應實施ㄧ些策略來使用水減少。 

Bouwer 

(2000) 

針對全球人口增加迅速，尤其在第三世界國家產生水、健

康、食物等問題，對於水資源需求量的大增、農業發展需

要大量的水資源等問題，提出說明與改善策略，因此必須

整合水資源的使用，如地下水與地表水能夠如何有效利用

並改善水質，幫助在農業、工業以及生活等方面有效使用，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並以虛擬水的方式說明水資源供需問

題，與全球水資源整體的情勢。 

Chartzoulaki 

(2001) 

說明在 Crete水資源的有效利用情形，因為水資源缺乏的

情況，當地政府下令洗衣服、煮飯等方面水量的限制，大

部分的鄉村，當地的社區或政府會有效的修訂法令限制人

類活動，例如洗澡、洗衣服與附近的飲用水資源。在 HESAWA

計畫、改善、管理、操作和維持水資源是當地社區各自得

負擔的責任，因此需要社區的所有權者一起保護和分擔責

任。提出多項措施為了改善水資源供需不足之問題，亦透

過這方面達到有效的水資源管理。 

李明益 

(2002) 

以河川流域系統為基本考量，探討河川流域系統內存在之

各種組成與作用，分析組成與作用對於河川流域系統整體

之影響程度，並依據聯合國發展之驅動力─狀態─回應，

永續發展指標架構與因果關係之概念，發展與建立河川流

域系統與水管理決策的模式。 

Dungumaro和 

Madulu 

(2003) 

IWRM (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被定義

為水資源管理與發展結合的過程，土地、相關資源不僅僅

為了經濟最大化與社會福利，也是為了獲得公平與永續發

展。挑戰水資源的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以及調節水資源的使

用，承諾能永續使用與最適化使用。IWRM重要的議題為水

與環境為其目的，應該注意的項目有六點： 

1.水資源發展與管理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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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資源評估， 

3.水資源、水質、水中生態系統的保護， 

4.飲用水的供給以及公共衛生， 

5.水和永續都市的發展， 

6水對於永續的食物保護和鄉村發展。 

Pires 

(2004) 

說明紐約市水供給的情況，該市要求聯邦政府以人類健康

為目的去過濾用水的使用，本文探討了歷史數據上，紐約

的供水系統和土地使用是否會影響流域保護計劃。主要探

討利害關係者間，會否因為利益的無法協調清楚，影響該

市的供水，進而影響經濟發展以及環境管理。 

黃文政、黃家鴻 

(2005) 

台灣每逢長期降雨量偏低或水庫蓄水量不足，部分地區極

易發生乾早，乾早的問題不僅嚴重影響民生用水，常導致

農田休耕及工業用水不足問題，影響整個社會整體經濟發

展至鉅。近幾年來，環保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具有調洪濟

枯功能之水庫興建日益困難下，水資源的利用在開發面臨

瓶頸下，唯有利用管理調配方式，使有限水資源能有效利

用，尤其高屏溪流域降雨時空分佈影響整個地區供水狀

況，因此須對區域性降雨特性作一系統的分析與探討來了

解水文乾早變化，藉以提供水資源調配重要水文資訊。 

Dawoud 

(2005) 

以沙烏地、科威特、卡達等中東的六個國家，需水與供水

的問題，並說明各個國家水資源的情勢，藉由成立海灣合

作理事會(GCC)互助引用淡水，幫助解決各國內供需水資源

的問題，但由於淡水越來越少，各國政府也都設定一些法

律或政策來幫助管理水資源，如水價、開發管理等，藉由

這些措施真正管理水資源的浪費。說明水資源於此地的重

要性。 

闕雅文、陳明健 

(2005) 

參考美國水銀行(虛擬水)的方式，以高雄地區為例，以極

大化銀行利潤之方法，推估銀行之最適存款、貸款量與利

率等方式為研究方法建立模型，說明水權移轉模式，針對

各類型政府管制措施進行情境分析，適當的調配地區的工

業、農業、家庭用水等，使水資源在不同地點及時間點轉

移，創造出水資源的地域效用以及時間效用，將其妥善運

用。 

南區水資源局 

(2006) 

利用模擬方式針對南部區域做水資源供需的推算，以求了

解各個區域的水資源利用情形，特別加入了枯旱預警方

法，利用歷年的降雨量、當前的水庫蓄水量以及未來天氣

的情況，推測可正常的供水日數，依推測出的結果，進行

配套的對策措施。 

Jewitt 

(2006) 

將水資源分為藍水(地表水、地下水)與綠水(植被、農業等

方面用水)，將其做有效的整合，提出 IWRM，透過整合綠

水幫助農業與灌溉的使用，利用較好的策略與灌溉使用節

約農業用水，使其水資源能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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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等人 

(2006) 

以黃河流域為主要研究目標，提出了 WEP-L理論，以水資

源動態理論作為研究基礎，以時間序列的方式模擬連續 45

年(1956年至 2000年)的可變時間階段(從 1小時到 1天)

履行的各種土地覆蓋和水資源的使用情形，水資源評價結

果，以目前獲得的資料(例如：土地覆蓋以及水資源使用的

情形)和歷史的資料作比較。配合空間方面的遙測(RS)數據

和地理資訊系統(GIS)技術相互結合，以模擬自然水文循環

的過程，能量轉移的過程與利用水的過程作結合，在黃河

的支流採用特殊的空間結構方式，以及引導水資源所有形

式的動態評估。 

Velazquez 

(2007) 

以 Hoekstra(2003)提出的兩個的概念去說明虛擬水的作

用，第一為用於國內或城市生產貨物使用與生活服務，第

二為用於提供以貨物生產為目的的城市，利用這個概念將

多餘的水賣到需要用水的地區，將水當成商品進口或出

口，提供到需要的國家。 

以上述概念去說明在有些缺水國家應把水當成商品，將耗

水量大卻經濟價值低的產業停擺，全力發展經濟利益高的

產業，產生出有效的經濟利益，幫助國家的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3.1.3 台灣水資源管理重要相關文獻之整理 

   1. Bouwer(2000) 針對全球人口增加迅速，尤其在第三世界國家產

生水、健康、食物等問題，對於水資源需求量的大增、農業發展需要

大量的水資源等問題，提出說明與改善策略，因此必須整合水資源的

使用，如地下水與地表水能夠如何有效利用並改善水質，幫助在農業、

工業以及生活等方面有效使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並以虛擬水的方

式說明水資源供需問題，與全球水資源整體的情勢。 

 

   2. 齊士崢(1999) 以台灣北、中、南、東四個區域分別說明其枯水

季節的統計，再以歷史資料了解台灣降雨的特性與儲水的情況，推測

出未來各區用水的需求量，說明政府若大規模的興建水庫，雖然可以

解除短暫性的水荒，卻無法幫助水資源的永續，因此，政府應實施ㄧ

些策略來使用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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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黃文政、黃家鴻(2005) 台灣每逢長期降雨量偏低或水庫蓄水量

不足，部分地區極易發生乾早，乾早的問題不僅嚴重影響民生用水，

常導致農田休耕及工業用水不足問題，影響整個社會整體經濟發展至

鉅。近幾年來，環保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具有調洪濟枯功能之水庫興

建日益困難下，水資源的利用在開發面臨瓶頸下，唯有利用管理調配

方式，使有限水資源能有效利用，尤其高屏溪流域降雨時空分佈影響

整個地區供水狀況，因此須對區域性降雨特性作一系統的分析與探討

來了解水文乾早變化，藉以提供水資源調配重要水文資訊 

 

   4. 南區水資源局(2006) 利用模擬方式針對南部區域做水資源供

需的推算，以求了解各個區域的水資源利用情形，特別加入了枯旱預

警方法，利用歷年的降雨量、當前的水庫蓄水量，以及未來天氣的情

況，推測可正常的供水日數，依推測出的結果，進行配套的對策措施。 

 

小結：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水資源供需之運用，而水資源為流域管理中的

重要部分，當然流域管理包含的層面與問題很多，要有整體規劃，以

減少災害之影響。近年來國內外也都飽受缺水之苦，各國莫不積極尋

求解決之道，因此，如何有效管理水資源與適當的調配水資源就更為

重要了。對於水資源的調配，國內外學者以一些模擬的方式進行研究，

適度的傳達水資源供需管理的重要性。 

 

3.1.4  曾文溪流域水資源管理問題之剖析 

   王國樑(2012)，經濟部水利署台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營管理所

述： 

1.水資源利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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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南部區域行政範圍包括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等，北以北港溪與雲林縣為界，南至恆春半島。區域內既有水資源設

施有水庫 12座、堰 11座，總有效容量約 7.5億方，曾文、烏山頭及

南化水庫約占 89%。水資源利用現況為民國 96年南區水資源利用總

量為41.19億噸（用水量36.93億噸與保育4.26億噸之和），如(圖3.1 )；

未來水源需求分析至民國 120年需求總量，如(圖 3.2 )。 

 

                                                                                                                                              
                                                   
 
 
 
 
 
 
                      (17.4％)            (22.2％)            (60.4％) 
主要為豐水     自來水實際供應     自來水實際供應   民國 96年實際灌溉               
期川流水    3.45億噸            7.53億噸        用水量為 29.42億噸 
 

      圖 3.1  民國 96年南區水資源利用總量(農業以水平年估計) 
                資料來源：王國樑(2012) 
 
南區民國 120年用水需求分析              單位：億噸（含自行取水） 

標的 用水量 

未實施擴大節水 

措施計劃量 

實施擴大節水 

措施計劃量 

110年 120年 110年 120年 

保育用水 4.26 4.26 4.26 4.26 4.26 

農業用水 29.42 22.32 22.32 22.32 22.32 

生活用水 8.19 8.42 8.49 7.61 7.78 

工業用水 

(中成長) 
6.42 8.66 8.90 8.58 8.77 

總需水量 

(中成長) 
48.29 43.66 43.97 42.77 43.13 

              圖 3.2  民國 120年南區水資源需求總量 
                資料來源：王國樑(2012) 
 

保育 
4.26億噸 

工業 
6.42億噸 

生活 
8.19 億噸 

農業 
22.32 億噸 

用水量 
36.93 億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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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水環境問題  

  (1)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為世界 2.6倍，但每人每年可分配降雨量不

及世界平均值 1/5 ，平均降雨量雖多，惟於時間與空間上分布不均，

豐枯懸殊。河川坡陡流急，3/4以上雨量直接入海，適合建壩地點受

限。 

  (2) 人口成長與集中，導致都市化效應浮現，保水及水源涵養能力

降低 。 

  (3) 現行水價遠低於產業投資、節水設備或水循環再生利用之單位

成本。 

  (4) 各標的用水比例未盡合理 。 

  (5) 地下水超抽，導致部分地區地層下陷，且有海水入侵地下水層

之虞。 

  (6) 河川水質嚴重污染。 

  (7) 無自來水地區飲用水之安全，尚待改善提升。 

 

3. 設施永續問題 

  (1) 既有水源設施逐漸老化而功能減退。 

  (2) 水庫受特殊水文事件及集水區自然沖蝕而致泥沙淤積嚴重，供

水能力隨淤積情形而逐年衰退。 

     

4. 用水效率問題 

  (1) 民國 96年水公司抄見率 74.86%，仍有改善空間。 

自來水水價偏低，合理水價機制尚無法落實，自來水事業單位

無足夠經費來推動管線如期汰換及自來水減漏措施，工業用水投資節

水設備不具經濟效益。 

農業用水設施大多老舊，漏水率高，且現行傳統灌溉方式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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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亦偏高。 

 

5 . 降雨異常對缺水的威脅 

  (1) 氣候異常將對水資源調度運用造成衝擊，未來將面臨豐水期雨

量增加而枯水期雨量減少的情勢。  

  (2) 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幾乎不可一日無水，工商產業同樣依賴生

產用水，對缺水忍耐度降低。 

  (3) 氣候異常造成枯旱與水源缺乏，可能導致糧食產量不足 

  

6. 水源及供水設施不足 

    水庫總蓄水量與年總用水量之比值僅約 1/9，遠低於其他先進國

家，抗旱能力明顯不足。 

 

7. 執行策略及方法 

  (1) 天然水資源開發利用總量管制。  

  (2) 枯水期天然水資源取水量零成長。 

 

8. 因應管理措施及有效管理 

  (1) 生活節水 

       宣導省水標章、推廣使用省水器材。新建築全面採用省水器

材。新建築擴大雨水貯留及雜排水回收利用適用範圍。 

  (2) 工業節水 

       輔導提高用水效率，擴大節水輔導。新增工業區應提送用水

計畫書。受益者付費制度的確定及水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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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農業節水 

      水利會多角化經營。增設量水設備。提升農業灌溉管理資訊

化。 

  (4) 汰換舊漏自來水管理及推動減漏措施 

      加強辦理「降低漏水率」工作。長期編列預算持續進行 

  (5) 推動合理水價 

      適當反映成本。提高供水品質的能力 

  (6) 用水環境改善 

      提高自來水普及率。防治地層下陷及保育地下水。加強河川保

育。 

  (7) 水源設施永續經營管理 

      現有水源設施更新改善。積極治理保育水庫集水區。改善水庫

淤積處置與因應 。 

  (8) 用水彈性調度 

      加強灌溉管理調度移用農業用水。生活及工業用水短期缺水期

間，透過水利會加強灌溉管理。考量目前農田灌溉操作方式，事先協

調移用水相關事宜。 

  (9) 調度及備援系統提升 

     更新改善水庫下游淨水場及管線。建設地下水及伏流水備援工

程。 

 

小結 

改善用水環境，提升全民健康與生活水準，同時均衡地方發展，

降低民怨，達成政府照顧人民之職責 。 

適當檢討修訂現行用水付費機制，提升用水效率，促進水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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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減少破漏管線漏水量、降低淨水場出水量，減緩水資源開發

壓力 。 

維護既有水源設施效能、健全水循環利用，建立水資源永續利

用觀念。 

強化備援水源設施，增加備用水量，減少緊急缺水所致之損失，

強化風險因應能力及降低缺水風險。 

區域水資源有效利用，增加地區供水能力與供水穩定度。 

依經理基本計畫方案排程有關水資源開發與調配方案完成後，南

區應可於目標年民國 120年前達成水資源供需平衡之目標。 

 

3.2  SWOT 分析法 

 
  3.2.1  SWOT分析法之運用 

   所謂 SWOT分析法，就是將與研究對象密切相關的各種主要內

部優勢因素（Strengths）、弱點因素（Weaknesses）、機會因素

（Opportunities）和威脅因素（Threats），通過調查羅列出來，并依

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陣形式進行排列，然後運用系統分析的思想，把各

種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分析，從中得出一系列相應的策略

（Strategy）。SWOT分析法最早是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

在 20世紀八十年代初提出來的，通常運用於市場行銷領域是競爭情

報分析常用的方法之一。SWOT分析法有利於人們對組織所處情景進

行全面、系統、準確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制定發展策略和計畫，以及

與之相應的發展計畫和策略。 

     

   本研究針對未來可能的缺水因素，因應策略分析其優勢（strength ）

與劣勢（weakness ）、外部環境所面臨的機會（opportunity ) 與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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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 ) ，並依據「運用優勢，彌補劣勢，掌握機會，避開威脅」

的 4 大原則加以研究，進而擬定明確的策略。  

 

3.2.2 台灣水資源管理之 SWOT分析 

    運用 SWOT分析法，將台灣水資源管理的因素，重整水利組織、

水資源調度、調整水權制度、調整水價、維護輸水管線、適度開發水

源、推動節約用水、推廣中水回收、雨水貯留利用等九項，作深入之

剖析，並彙整如表 3.2 

                  表 3.2  SWOT分析 

因素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重整水

利組織 

1.提升水利機關

的階層，可增強縱

向連貫與橫向之

協調。 

2.水利事權一元

化的管理是時勢

所趨，水資源的管

理具有整體性。 

1.不同階段水利

機關的沿革，存

在各階段機關變

革的背景和外部

政治環境的相互

制約關係。 

2.在行政組織架

構更有疊床架屋

的機關設置 

1.進行整體性的

水資源規劃及調

配，事權整合，

權責劃分清楚，

消除本位主義，

有利於協調工作

之進行。 

2.為使有效達到

水利事權一元化

的目標，有必要

將兩同質性甚高

的水利機關加以

整併。 

1.地方的縣市政

府受限於人才不

足及經費不夠的

因素，對水利建

設往往抱持無奈

或漠不關心的態

度。 

2.水利事業包括

開發、分配、利

用、控制、管理

及保育，涉及範

圍廣泛，依業務

性質由不同機關

或機構掌理。 

水資源

調度 

1.能有效解決區

域性缺水問題，提

升水資源互相支

援之效果。 

2.政府主管機關

可根據用水人的

需要分配水權調

度用水，並對被移

用者如農田水利

會進行補償。 

1. .1不容易針對各

地區供水系統之

特性，劃出適當

之水資源調度

區。 

 2.水權移轉程

序繁複，用水資

訊又不清楚，無

法彈性調度用

水。 

 

 

1.冬季缺水或颱

風季節所引起之

水源混濁無法使

用時，可以高效

率的機制調度用

水。 

2.透過水資源總

量管制，以開發

滿足用水之需

求，有限之水資

源透過區域之調

度為全民所共

享。 

1.當水資源調度

失當時，造成用

水的機會成本過

低，也使得農業

用水無法順利釋

出移往較高價值

的用水部門。 

2.增加政府主管

機關對被移用者

的補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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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水

權制度 

1.強化水資源需

求管理制度，提升

水資源的配置效

率。 

2.有利於水價合

理化與水資源調

度。 

 

1.雖政府介入卻

無法完全取代市

場機能。 

2.缺乏法律規

定，應擬訂水權

制度管理辦法。 

 

1.吻合水資源使

用的公平性與效

率性。 

2.建立合理的水

權收費及管理制

度，可改善缺水

情形。 

3.用水標的間的

邊際產值具有差

異，水權有調整

的空間。 

1.農業部門擁有

大多數但不易移

轉的水權。 

2.存在既有利

益，補償機制仍

不完整。 

 

調整水

價 

1.調整水價可普

及供水率及提昇

服務品質。  

2.可抑制大幅浪

費水資源，減少缺

水危機。 

 

1.一般民眾用水

欠缺使用者付費

與受益者付費之

觀念。2.調整水

價可能牽動其他

物價上漲 

1.水價獲合理調

整，水利機關得

以健全經營與發

展。 

2.以價制量。 

3.面臨可能缺水

的情況，調整水

價將是強迫民眾

養成節約用水的

最佳時間點。 

1.政府的產業政

策扭曲價格機

能，造成負面效

果。 

2.水權分配問題

目前已有改善。 

 

維護輸

水管線 

1.輸水管線維護

受到重視。 

2.補強輸水系統

監控功能。 

1.相關水資源機

關人力與經費不

足。 

2.民眾報修漏水

案件增加。 

1.避免水資源流

失浪費。 

2.加強輸水管線

的防蝕措施。 

 

1.維修輸水管線

時造成停水，民

眾用水不便。 

2.輸水管線有其

壽命年限 

適度開

發水源 

1.透過開源方式

可穩定供水量。 

2.開發水源朝多

元化發展。 

1.高山水庫優良

壩址已難再尋。 

2.環保與生態意

識日益受重視。 

1.使用平地水

庫、人工湖泊、

攔河堰。2.開發

備用水源之供水

系統。 

1.經濟成本較

高。 

2.需要增加投入

管理成本。 

3.水庫有其壽命

年限。 

推動節

約用水 

1.省水標章制度

與普及省水器

材。2 ．雨水貯蓄

設施及中水道二

元供水系統。 

3 ．大用水戶節約

用水技術服務 

1.屬於節流層

面，成效尚須進

行評估。 

2.節水觀念不夠

深入民間業界及

一般家庭。 

 

1.經濟成本較

低。 

2.建置節約用水

設備需要政府獎

勵。 

 

1.農業或工業用

水成本相對較

低。 

2.水價偏低，對

於節水工作難以

造成經濟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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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中

水回收 

1.住房小範圍的
中水回收，簡易易

行。 
2.中水回收可用
於沖廁所、綠地灌

溉、沖洗街道、洗

車等。 
3.可以節約水資
源，減少污水排放

量。 
4.可以減少供水
和污水處理費用。 

5.具有水源穩定
的優點。 

1.城市污水處理
廠集中處理，須

龐大的處理費

用。 
2.中水回收主要
用於沖洗、澆

灌，較不適合飲

用或不與人體接

觸用。 

1.隨著人類生產
生活用水量的加

大，而淡水資源

的進一步枯竭和

被污染，中水利

用已經成為全世

界關注的焦點。 
2.社區或住房小
範圍的中水，一

般只收集比較清

潔的污水，如洗

澡水、游泳池

水、廚房排水等

進行簡單的處

理，。 

1.城市集中回用
的中水需單獨設

置管網，因此投

資較大。 
2.目前人們的觀
念還有一些疑

慮。 

              
雨水貯

留利用 

1.雨水是極佳的

替代性水源，可節

省珍貴自來水源。 

2.平時逢雨就把

雨水儲存起來，便

可以自給自足，節

省水費。 

3.雨水貯留利用

可宣導節約用水

的觀念。。 

4. 取之於自然，

用之於自然。 

 

 

1. 降雨季節分

布不均、下雨時

間無法確定。 

2. 空氣污染嚴

重地區不適用。 

2.   

 

 

1.真正落實水資
源有效利用之目

標。 
2. 雨水是相當乾
淨的水源。 
3.台灣雨量豐富。 
4.可降低城市暴
雨洪峰負荷量。 
5.雨水存進下水
道，變成乾淨的

地下水，保護人

類賴以維生的土

壤以及水資源。 
 

1.不是每一個地
方都適合設置這

項省水系統，如

果年降雨量不

高，或用水量不

大，系統的成本

回收就比較慢。 
2.雨水貯留僅利
用於沖廁、景

觀、澆灌、灑水、

洗車、街道或地

板清洗等雜用水

使用。 
 

            資料來源：參考王禎彬(2007)，本研究整理 

 

 

3.2.3 可行之有效管理方案 

  依據上述 SWOT分析結果，各項說明可行之管理方案，如下: 

1.重整水利組織 

    成立一專責單一流域組織管理機構並提升其階層，以統合該流域

上、中、下游的各項業務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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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資源調度 

    須先建立優良之水資源供需預警指標。政策法令須明確，使地方

政府及用水人有所依循。 

 

3.調整水權制度 

    擬訂水權制度管理辦法。建立合理的水權收費及管理制度，農業

用水不宜完全免費。 

 

4.維護輸水管線 

    (1).預防勝於治療。維修避免水資源流失浪費。 

    (2).水資源相關機關可委外辦理維修業務，增加業者收入。 

 

5.推動節約用水 

    (1).加強教育節約用水。教育、獎勵、懲罰三管齊下。 

    (2).增加經濟誘因。 

 

6.適度開發水源 

    開發多元化的水源，如地面水、地下水、再生水、海淡水等。 

 

7.調整水價 

    (1) 教育國人正確用水觀念。 

    (2) 適時調整水價，可抑制大幅浪費水資源，提昇服務品質。 

 

8. 推廣中水回收 

    (1) 政府可向全國普遍推廣，獎勵社區或住家小範圍的中水如    

        洗澡水、游泳池水、廚房排水等之收集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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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政府可在城市中推廣建設中水管網或在建築法規中制定中     

      水利用設計規範。 

 

9. 雨水回收與再利用 

    希望透過創新設計提案來儲存天賜的雨水，並正確有效的利用，

除了能省水、省錢、省社會成本外，更希望民眾養成正確的水資源知

識，了解「有水當思無水之苦」的觀念。 

 

3.3 問卷調查法 

    問卷是一種為了統計調查用的問題表格。問卷調查法也稱問卷法，

是調查者運用統一設計的問卷，以書面提出問題的方式，向被選取的

調查對象瞭解情況或徵詢意見的一種研究方法。研究者將所要研究的

問題編製成問題表格，以郵寄方式、當面作答或者以追蹤訪問方式填

答，從而瞭解被試者對某一現象或問題的看法和意見。 

    問卷調查在各種研究方法之中，可以說是適用範圍廣泛，又節省

時間和成本的一大方法，並且能滿足調查研究者的大部份需求。因此

成為研究工具中一種歷久彌新的受歡迎工具之一。問卷法的運用，關

鍵在於編製問卷，選擇被試和結果分析。 

    利用問卷調查，本研究針對一般民眾研擬一份有關曾文溪流域 

及相關水資源供需管理應用的問卷，以瞭解民眾對此方面的認知，特

別是對民眾實行節約用水及回收廢水的作為。因為只有結合民眾力量，

配合政府施政推動節約用水及地下水超抽之危害等教育宣導工作，才

能有效愛護水資源，促進水資源之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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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問卷之設計 

    對曾文溪流域目前之供水情形及因應台灣缺水危機，經文獻研究

探討結果，列出下列四項問項: 

A. 對曾文溪流域供水現況之認知。 

B. 居民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 

C. 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 

D. 居民對節約用水行為表現之情況。 

    因上述問題皆與民眾有直接關係，於是本研究擬就據上述問項編

成問卷題目，針對一般民眾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民眾對曾文溪供水

用水情形之認知程度及對節約用水行為表現。問卷內容含卷首語、個

人基本資料、問題與回答方式與感謝結束語等部分。問卷題目分為四

部分： 

A. 對曾文溪流域供水範圍及現況之認知 

     題            目 
A1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 
A2 曾文溪流域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系，您知道曾文溪流 
   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A3 您知道政府曾文水庫的儲水做何用途？ 
A4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哪個季節？ 
A5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達90﹪嗎？ 
 

B. 居民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 

     題            目 
B1 您是否知道超抽地下水不僅會使地層下陷，甚至會危害到人類的飲  
    用水？ 
B2 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泊與地下水等，約佔 
   全球水量的？% 
B3 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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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B5 您是否曾經感覺每月用水量不多，但是水費單來的金額卻是嚇人？ 
B6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C. 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 

     題            目 
C1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高或低？ 
C2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嗎？ 
C3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C4 您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 
C5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的目的嗎？ 
C6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是屬於需求面的管理或供給   
    面的管理 ？ 
 

 

D. 居民對節約用水行為表現之情況 

     題            目 
D1 您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D2 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 35%。您會對馬桶 
    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D3 廢水回收再利用對於環境有幫助，您是否願意配合實施 
D4 您是否曾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回收再利用來澆花、沖馬桶   
    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D5 在水資源短缺乏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些家庭  
    用水上面？ 
 

 

 

3.3.2 問卷之實施發放與統計 

1. 實施預試問卷 

    預試問卷編定完成後，以隨機取樣方式，發出問卷 50份，實際

回收 45份，整理回收問卷填答有效情形，合計有效樣本數為 41份，

回收率 90％，可用率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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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試結果 

(1) 效度分析 

    經由因素分析考驗建構效度，採用主成分分析及 Promax 旋轉法

(此為斜交轉軸法其中一項) 抽取因素。預試問卷進行因素分析後，

問卷中各向度「對曾文溪流域供水現況之認知」、「對台灣缺水危機之

認知」、「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對節約用水行為表

現之情況」之個別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15.822％、16.662％、11.935％

及 18.317％，累積解釋變異量為 62.736％。將刪除某題能提升該向

度 α值的題目予以刪除，共刪除了第 A3題、第 B1 題、第 B5 題、

第 C5 題、第 C6題及第 D3 題，其結果如表 3.3 所示。之後再進行

預試問卷刪題後的因素分析，問卷中各向度的解釋變異量提高為 

11.910％至 19.583％，整份問卷的總解釋變異量提高為 66.654％。

因此本問卷內容具有良好的效度。 

  

 表 3.3  效度分析表 

向度 預試問卷題項 
刪題項後

的解釋變

異量 

個別解

釋變異

量 

刪

題

否 
對曾

文溪

流域

供水

現況

之認

知 

A1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
市？ 

.708 

16.589％ 

 

A2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589  
A3 您知道政府曾文水庫的儲水做何用
途？ 

 刪

題 
A4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
部分在哪個季節？ 

.750  

A5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
降雨落差達 90﹪嗎？ 

.662  

對台

灣缺

B1 您是否知道超抽地下水不僅會使地層
下陷，甚至會危害到人類的飲用水？ 

 

18.572％ 

刪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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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危

機之

認知 

B2 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
河川、湖泊與地下水等，約佔全球水量的？

% 

.789  

B3 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
地區嗎？ 

.604  

B4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917  
B5 您是否曾經感覺每月用水量不多，但
是水費單來的金額卻是嚇人？ 

 刪

題 
B6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849  

對政

府推

動節

約用

水行

動方

案之

認知 

C1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
是高或低？ 

.604 

11.910％ 

 

C2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
嗎？ 

.757  

C3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703  
C4 您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 .801  
C5 您是否覺得家裡沖馬桶的用水量太多
了？ 

 刪

題 
C6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
是屬於：□需求面的管理  □供給面的管理  
□不清楚 

 刪

題 

對節

約用

水行

為表

現之

情況 

D1 您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794 

19.583％ 

 
D2 您會對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865  
D3 廢水回收再利用對於環境有幫助，您
是否願意配合實施 

 刪

題 
D4 您是否曾經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
的水回收再利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

環境之用？ 

.745  

D5 在水資源短缺乏的情況下，您是否會
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些家庭用水上面？ 

.821  

總解釋變異量＝66.654％ 

 

（2）信度分析 

     預試問卷效度分析結束後，刪除根據效度分析所列出刪除的題

項第 A3題、第 B1 題、第 B5 題、第 C5 題、第 C6題及第 D3 題，

再進行預試問卷的信度分析。本研究之信度採 Cronbach α係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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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問卷進行信度分析後，問卷中各向度「對曾文溪流域供水現況之

認知」、「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

認知」及「對節約用水行為表現之情況」之 Cronbach α係數分別

為.825、.767、.753及.816，整份問卷的 Cronbach α係數為.821。如

表 3.4 信度分析表所示，因此本問卷內容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與穩定

性。 

                     表 3.4 信度分析表 

向度 預試問卷題項 
Cronbach  
α係數 刪題否 

對曾

文溪

流域

供水

現況

之認

知 

A1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 

.825 

 
A2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A4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
哪個季節？ 

 

A5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
差達 90﹪嗎？ 

 

B2 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
泊與地下水等，約佔全球水量的？% 

 

B3 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
嗎？ 

 

B4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B6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對政

府推

動節

約用

水之

認知 

C1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高或
低？ 

.753 

 

C2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嗎？  
C3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C4 您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  

對節

約用

水行

為表

現之

情況 

D1 您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816 

 
D2 您會對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D4 您是否曾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回收
再利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D5 在水資源短缺乏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想收集雨
水來運用在某些家庭用水上面？ 

 

總 Cronbach α係數.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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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式問卷之發放與統計 

    本研究將預試問卷經信效度檢測修正後，編製完成正式問卷（如

附錄一），共分成四個部份，問卷題號亦更動如下： 

（A）民眾對曾文溪流域供水現況之認知，第 5-8題。 

（B）民眾對居民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第 9-12題。 

（C）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第 13-16題。 

（D）民眾對節約用水行為表現之現況，第 17-20題。 

 

    正式施測時，採隨機抽樣，將問卷發給一般民眾，共發放 250 份

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為 168 份，回收率 67.2％。問卷統計分析

如下表 3.5、表 3.6： 

 

 

表 3.5   基本屬性資料分析總表 

性別分析表 
 男性 女性 總計 

 個數 102 66 168 
百分比 60.7% 39.3% 100% 

年齡分析表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總計 

個數 18 36 39 51 24 168 
百分比 10.7% 21.4% 23.2% 30.4% 14.3% 100% 

學歷分析表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大學以上 總計 

個數 24 39 60 45 168 
百分比 14.3% 23.2% 35.7% 26.8% 100% 

身份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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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商 
農 

社會人士 
其他 

總計 
個數 67 

3 
21 

101 
4 

12 

168 
百分比 39.9% 

5.7% 
39.6% 

60.1% 
7.5% 
22.6% 

100% 
 

 

                  表 3.6  問卷結果分析表 

(5)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及台南市 嘉義縣、台南市及高雄市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9 60 6 36 48 9 168 

百分比 5.4% 35.7%% 3.6% 21.4% 28.6% 5.4% 100% 
(6)   曾文溪流域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系，您知道曾文   
     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1 2 3 4座 4座以上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0 15 18 36 45 54 168 
百分比 0% 8.9% 10.7% 21.4% 26.8% 32.1% 100% 

(7)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哪個季節？ 
 春 夏 秋 冬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24 114 30 0 0 168 
百分比 14.3% 67.9% 17.9% 0% 0% 100% 

(8)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達90﹪嗎？ 
 知道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30 
3 

21 

138 
4 
12 

168 
百分比 17.9% 

5.7% 
39.6% 

82.1% 
7.5% 
22.6% 

100% 
(9)   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泊與地下水等，

約佔全球水量的？% 
 1%以下 

商 

農 

1%~10% 

 

11%~20%  21%~30%  31% 以上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12 

3 
21 

42 
 

60 
 

18 
4 

12 

0     36 
 

168 
百分比 7.1% 

5.7% 
39.6% 

25.0% 
 

35.7% 10.7% 
7.5% 
22.6% 

0% 21.4% 100% 
(10)   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嗎？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68 93 7 168 
百分比 40.5% 55.4% 4.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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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會 不會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93 69 6 168 
百分比 55.4% 41.1% 3.6% 100% 

(12)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有 沒有 不確定 總計 
 個數 57 105 6 168 
百分比 33.9% 62.5% 3.6% 100% 

(13)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高或低？ 

 是世界有名的高 是世界有名的低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45 79 44 168 
百分比 26.8% 47.0% 26.2% 100% 

(14)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嗎？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66 90 12 168 
百分比 39.3% 53.6% 7.1% 100% 

(15)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須要 不須要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70 87 11 168 
百分比 41.7% 51.8% 6.6% 100% 

(16)   消費者經認明省水標章選購合格省水器材，即能在不影響原用  
     水習慣下，達到節約用水之目的。您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 
     顏色？ 

 紅 黃 藍 無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39 

3 
21 

24 
 

52 
4 

12 

48 
 

5 168 
百分比 23.2% 

5.7% 
39.6% 

14.3% 
 

31.0% 
7.5% 
22.6% 

28.6% 
 

3.0% 
 

100% 
(17)   您家中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是 否 總計 
個數 69 

3 
21 

99 
4 
12 

168 
百分比 41.1% 

5.7% 
39.6% 

58.9% 
7.5% 
22.6% 

100% 



 
 
 
 
 
 
 
 
 
 
 
 

 

88 
 

(18)   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 35%。您會對     
      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放入磚塊或充滿水的寶特瓶 使用兩段式的省水馬桶 使用其他方法 不會去做 總計 
個數 15 33 12 108 168 
百分比 8.9% 19.6% 7.1% 64.3% 100% 

(19)   您是否曾經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再利用來 
     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是 否 總計 
個數 33 

3 
21 

135 
4 
12 

168 
百分比 19.6% 

5.7% 
39.6% 

80.4% 
7.5% 
22.6% 

100% 
(20)   在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 
      些家庭用水上面？ 

 是 否 總計 
個數 65 

3 
21 

103 
4 
12 

168 
百分比 38.7% 

5.7% 
39.6% 

61.3% 
7.5% 
22.6% 

100% 
 

 

 

4. 問卷調查結果之認知顯示 

     整理問卷調查結果之作答情形認知顯示如下： 

       表 3.7 民眾對曾文溪流域供水現況之認知作答情形 

       題            目 認知 
佔比 

(5)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 28.6% 
(6) 曾文溪流域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系，您知道  
   曾文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26.8% 

(7)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哪個季節？ 67.9% 
 (8)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達 90﹪ 
    嗎？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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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8 居民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作答情形 

     題            目 認知 
佔比 

 (9) 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泊與地下水 
    等，約佔全球水量的？% 

 7.1% 

(10) 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嗎？ 40.5% 
(11)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55.3% 

 (12)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33.9% 
  

 
    表 3.9 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作答情形 

     題            目 認知 
佔比 

(13)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高或低？ 47.0% 
(14)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嗎？ 39.3% 
(15)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41.7% 
(16) 您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  31.0 % 

  

 

      表 3.10 居民對節約用水行為表現之情況作答情形 

     題            目 認知 
佔比 

(17) 您家中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41.1% 
(18) 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 35%。您會 
    對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35.7% 

(19) 您是否曾經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 
    再利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19.6% 

 (20) 在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 
    些家庭用水上面？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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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由 4.1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結果可以看出答題者中有大部分的

人對於水資源的供需管理及應用方面，在認知上仍很欠缺，尤其對缺

水危機、避免污染水源與廢水回收、雨水之儲存利用方面，尚未有較

深入認知，有待加強宣導。在節約用水省水行為表現上仍不甚積極。

為了使地球水資源能永續發展，未來對廣大民眾應該要加強教育及宣

導，教育國人正確用水觀念，以落實節約用水政策，避免水資源的浪

費。 

 

4.1 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 

依上章問卷調查的結果分析如下： 

 

題目 (5)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 
類別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及台南市 嘉義縣、台南市及高雄市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9 60 6 36 48 9 168 
百分比 5.4% 35.7%% 3.6% 21.4% 28.6% 5.4%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對用水來源跟範圍。 

(2) 僅 28.6%知道其用水之來源。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一般民眾對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完全

知道的只有 28.6%，本研究認為因曾文溪流域在台南市的範圍較大，

多數民眾才有此誤認，以為曾文溪就只在台南市。 由此可知，一般

民眾對曾文溪流域的地理位置瞭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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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6)曾文溪流域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系，您 
   知道曾文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類別 1 2 3 4座 4座以上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0 15 18 36 45 54 168 
百分比 0% 8.9% 10.7% 21.4% 26.8% 32.1%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對主要水源的貯水量的認知。 

(2) 有 26.8%的居民知道有幾座水庫。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一般民眾對曾文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完全知道

的只有 26.8%。本研究認為，一般民眾只知要有水可用，但不會認真

去想水從那裡來，因此對曾文溪流域的供水現況不是很清楚。由此可

知，一般民眾對曾文溪流域的供水現況稍欠瞭解。 

 

 
題目 (7)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哪個季節？ 
類別 春 夏 秋 冬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24 114 30 0 0 168 
百分比 14.3% 67.9% 17.9% 0% 0%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對水源之降雨情形。 

(2) 有高達 67.9%的民眾瞭解雨量的分布季節。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一般民眾對曾文溪流域內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哪個

季節，知道的有 67.9%。本研究認為，民眾通常以四季做區分。大多

數民眾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較多的季節，這也是台灣地區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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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佈情況。 

 

題目 (8)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達 
   90﹪嗎？ 

類別 知道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30 

3 
21 

138 
4 
12 

168 
百分比 17.9% 

5.7% 
39.6% 

82.1% 
7.5% 
22.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對水源之降雨落差情形。 

(2) 有 17.9%的民眾瞭解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達 90﹪，

知道的只佔 17.9%。本研究認為，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量 9：1，這麼

大超出一般人之想像，因此大多數民眾不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

枯水期降雨落差有如此大。由此可知，一般民眾對曾文溪流域的供水

現況之認知欠缺。 

  
 

題目 
 (9)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泊與地 
   下水等，約佔全球水量的？% 

類別 1%以下 

商 

農 

1%~10% 

 

11%~20%  21%~30%  31% 以上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12 

3 
21 

42 
 

60 
 

18 
4 

12 

0     36 
 

168 
百分比 7.1% 

5.7% 
39.6% 

25.0% 
 

35.7% 10.7% 
7.5% 
22.6% 

0% 21.4%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對地球上淡水資源之含量。 

(2) 只有 7.1%的民眾瞭解地球上淡水資源之含量為 1%以下。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泊與地下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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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佔全球水量比率，只有 7.1%的民眾知道。本研究認為，一般人總

以為地球上水很多，海很大；平常用水又極少時候匱乏過。地球上水

的總量為 14億立方千米，地球上的水是很多，淡水儲量僅占全球總

水量的 2.53%，而且其中的 68.7%又屬于固體冰川，分布在難以利用

的高山和南、北兩極地區，還有一部分淡水埋藏于地下很深的地方，

很難進行開采。目前，人類可以直接利用的只有地下水、湖泊淡水和

河川水，三者總和約占地球總水量的 0.77%。因此，如果沒有教育民

眾，大多數民眾就不知道地球上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是如此稀少和

可貴。 

 

題目 (10)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嗎？ 
類別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68 93 7 168 
百分比 40.5% 55.4% 4.2%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知道台灣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 

(2) 有 41.1%的民眾瞭解台灣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的民眾佔

41.1%。本研究認為，一般民眾平常用水不慮匱乏，感覺經常下雨，

甚至氾濫成災，怎會缺水。卻不知雖然台灣年平均降雨量達 2,510毫

米，高於世界平均值，惟降雨分布不均，多集中於五月至十月，因此

可資利用之降雨量僅約 20%至 25%，而面臨水資源缺乏困境，是聯

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由此可知，居民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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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11)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類別 會 不會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93 69 6 168 
百分比 55.4% 41.1% 3.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知道台灣地區的缺水危機。 

(2) 有 55.4%的居民知道台灣地區的缺水危機。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居民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的比率佔

55.4%。本研究認為，缺水是全世界各地面臨的首要問題，缺水危

機時有可聞，因此有約半數民眾知道台灣地區的缺水危機；然仍

有約半數民眾不知道台灣地區的缺水危機，相對表現出較不知要

惜水、愛水、節水。由此可知，居民對台灣缺水危機之認知不足。 

 

題目 (12)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類別 有 沒有 不確定 總計 
個數 57 105 6 168 
百分比 33.9% 62.5% 3.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 

(2) 有 33.9%的居民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民眾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的佔 33.9%。本研

究認為，一般人總抱著得過且過的心理，反正今天有水可用就好，管

他以後有沒有水，而且還有約半數民眾不知道台灣地區的缺水危機。

因此居民沒有對台灣缺水危機之心理準備。由此可知，居民對台灣缺

水危機之認知不足 



 
 
 
 
 
 
 
 
 
 
 
 

 

95 
 

 

題目 (13)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高或低？ 
類別 是世界有名的高 是世界有名的低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45 79 44 168 
百分比 26.8% 47.0% 26.2%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高低。 

(2) 有 47.0%的居民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是世界有名的低。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世界有名的

低，佔 47.0%。本研究認為，一般人吃米不知米價、用水不知水錢，

台灣地區的自來水價，多年來一直停留在每立方公尺(度)低於十元

的價格。低廉的用水價格，是民眾用水偏高的原因。因此，約半

數以上的民眾並不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是高還是低。由此可知，

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稍欠。 

 
題目 (14)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嗎？ 
類別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66 90 12 168 

百分比 39.3% 53.6% 7.1%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 

(2) 只有 39.3%的居民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的民眾佔

39.3%。本研究認為，一般民眾似乎漫不經心，不痛不癢，痛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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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照舊，因此也不知道政府自 84 年以來著手推動節約用水政策。

由此可知，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認知欠缺。 

政府除了盡心盡力宣導補助投入各政府機關、中小學校、工廠、

大用水戶等，更要透過各地方政府及各相關機構人員，確實深入

民間業界及一般家庭，使用有效手段推動節約用水。 

。 

 
題目 (15)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類別 須要 不須要 不清楚 總計 
個數 70 87 11 168 
百分比 41.7% 51.8% 6.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2) 只有 41.1%的居民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認為政府須要推動「節約用水」行動的佔 41.1%。

本研究認為，一般民眾未感覺台灣的缺水危機，也不重視節約用

水，對當下用水感覺並不缺乏。因此半數以上的民眾認為何必要

節約用水。由此可知，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

認知，仍有不足。 

 

 
題目 

 

(16) 消費者經認明省水標章選購合格省水器材，即能在不   
    影響原用水習慣下，達到節約用水之目的。您知道省水  
    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 

類別 紅 黃 藍 無 不知道 總計 
個數 39 

3 
21 

24 
 

52 
4 

12 

48 
 

5 
 

168 
百分比 23.2% 

5.7% 
39.6% 

14.3% 
 

31.0% 
7.5% 
22.6% 

28.6%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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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認識省水標章。 

(2) 只有 31.2%的居民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麼顏色，只佔 33.9%。本

研究認為，一般民眾不知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平常

未注意省水標章圖樣的樣貌和顏色。因此不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

什麼顏色。由此可知，民眾對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之

認知，是有不足。政府要加強宣導節約用水，使消費者能經認明

省水標章選購合格省水器材，以達到節約用水之目的。 

 
題目 (17) 您家中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類別 是 否 總計 
個數 69 

3 
21 

99 
4 
12 

168 
百分比 41.1% 

5.7% 
39.6% 

58.9% 
7.5% 
22.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用過省水器材。 

(2) 只有 41.1%的居民用過省水器材。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家中曾用過省水器材的民眾佔 41.1%。本研究認

為，一般民眾對節約用水並不重視，也不想增加麻煩，因此大部

分民眾未曾用過省水器材。由此可知，民眾對節約用水的行為表

現，仍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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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18) 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 35%。 
    您會對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類別 放入磚塊或充滿水的寶特瓶 使用兩段式的省水馬桶 使用其他方法 不會去做 總計 
個數 15 33 12 108 168 
百分比 8.9% 19.6% 7.1% 64.3%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會對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2) 只有 35.7%的居民用過省水器材。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有 64.3%民眾不會對馬桶做一些省水的措施。本

研究認為，一般民眾並不重視節約用水，認為對馬桶做一些省水

的措施也節省不了多少水，因此未針對馬桶做省水的措施。由此

可知，民眾對節約用水的行為表現，仍稍不足。 

 

題目 (19) 您是否曾經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 
再利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類別 是 否 總計 
個數 33 

3 
21 

135 
4 
12 

168 
百分比 19.6% 

5.7% 
39.6% 

80.4% 
7.5% 
22.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想要做中水回收。 

(2) 只有 19.6%的居民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再利

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曾經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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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的民眾，佔 19.6%。本研

究認為，一般民眾怕麻煩，不瞭解中水回收再利用，是緩解城市

水資源緊缺的有效途徑，是開源節流的重要措施，因此沒想過要

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再利用來澆花、沖馬桶或者清

潔環境之用。由此可知，民眾對節約用水、中水回收的實際作為

和觀念，是比較欠缺。 

 
 

題目 (20) 在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想收集雨水來運用  
    在某些家庭用水上面？ 

類別 是 否 總計 
個數 65 

3 
21 

103 
4 
12 

168 
百分比 38.7% 

5.7% 
39.6% 

61.3% 
7.5% 
22.6% 

100% 
1.結果: 

(1) 本問項為瞭解居民是否想要收集雨水來運用。 

(2) 只有 39.3%的居民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些家庭用水上面。 

 

2. 討論： 

    由上表得知，會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些家庭用水上面的民

眾，佔 39.3%。本研究認為，現代的民眾不如我們的老祖宗，生

活繁忙，沒有收集天賜雨水的觀念。雨水是相當乾淨的水源，將

雨水作為雜用水，可沖廁所、澆灌、補充空調用水或景觀池及生

態池之補充水源等。所以雨水利用可節省珍貴自來水源並降低水

費，更能真正落實水資源有效利用之目標。由此可知，民眾較欠

缺節約用水、雨水貯留利用的觀念和行為表現。 

  

綜合以上問卷調查結果之討論： 

1. 答題者中有大部分的人對於曾文溪流域背景資料、供水現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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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上仍很欠缺；在節約用水省水行為表現上仍不甚積極。 

2. 雲嘉南地區因工商業日益發達，休閒旅遊業亦因生活水準提高，

而年有成長，對曾文溪之供水日益殷切。 但該地區之民眾對缺水危

機，尚如溫水煮青蛙，缺乏危機意識。 

3. 政府雖努力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多年，但效果不彰；低水

價更讓民眾沒有節約用水的急迫感。 

4. 民眾對雨水、中水之留存再利用的觀念，尚十分薄弱，有待政府

多加宣導、補助。 

5. 為了使地球水資源能永續發展，未來對廣大民眾應該要加強教育

及宣導，並且落實一般家庭節水省水之要求，以避免水資源的浪費。 

至於中水回收再利用，對缺水危機有立竿見影之效果，但民眾尚未有

強烈意識到。此方面亟待有關單位更積極推動。 

 

4.2 曾文溪流域供水分析結果之探討 

     利用文獻研究法之探討，曾文溪是全臺灣第四長的河流，屬於中

央管河川。共計流經三縣市十九鄉鎮區，主流全長約 138公里，流域

面積 1176平方公里。曾文溪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川水

系，流域內建有烏山頭水庫（官田溪上游，集水面積 58 平方公里）、

曾文水庫（曾文溪上游，集水面積 481 平方公里）、鏡面水庫（菜寮

溪上游，集水面積 2.7 平方公里）及南化水庫（後堀溪中游，集水面

積 103.5 平方公里），尚有玉峰攔河堰，可提高山上淨水廠供水能力

及穩定供水水源。曾文溪流域總集水面積達 645 平方公里，約佔全

流域面積 55%，以曾文水庫集水面積約佔全流域面積 41%為最大。

各水庫兼具蓄洪、發電、給水、灌溉等多目標功能。 

    整個曾文溪流域供水設施，農業用水方面藉由烏山頭水庫放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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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嘉南大圳供給嘉南地區之灌區，而工業用水則藉圳道或專管連接，

至於公共給水之自來水系統，則藉由各淨水廠供給，其中利用曾文烏

山頭供水系統之淨水廠包括烏山頭、潭頂、楠玉及水上淨水廠等，與

南化水庫之南化淨水廠、鏡面水庫之鏡面淨水廠及取自下游未控制流

量地面水之山上淨水廠。至於流域的最下游水源則提供由農業灌溉、

養殖業及部份公共給水設施使用。 

 

   本研究認為: 

1.  曾文溪流域水資源供給與需求的時空特性，及蒐集研究區域內的

水資源資料(如降雨量、逕流量、農業用水、工業用水、生活用水、

地下水補注量、蓄水壩容量、自來水供給量、相關產業等)，針對流

域供水區域範圍內，進行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等供水量的

分析，解析曾文溪流域水資源之供需系統，建立曾文溪水資源供水利

用線路圖，將其簡單化。 

    並透過資料蒐集得知曾文溪流域的水資源供給量為何，利用蒐集

到的資料與雨水豐枯特性，配合目前水資源施行政策(例如節約用水

政策與水資源重複使用等措施)推估未來年數的供給與需求水量，探

討水資源供需問題。 

 

2.  水資源供需之運用，第一部分探討流域管理，包含流域管理的定

義、流域管理的形成、流域管理新舊模式的比較；第二部份為水資源

開發利用，包含水的功能、水資源利用、水資源開發政策；第三部份

整理流域管理、水資源等相關研究與應用文獻發展情形。 

 

3.  經由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一般人對於水資源供需管理及應用方面，

仍不是很瞭解，加上台灣地區水價便宜，一般人不積極節水、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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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廢水。如缺乏其他經濟誘因或政策法令強制，以很難落實節約用

水政策。 

 

4.  最後推測未來可能的缺水因素，並以 SWOT方法分析各策略，以

做為有關單位參考。 

 

4.3 曾文溪流域水資源有效管理之策略 

   依據 SWOT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有關曾文溪流域水資源有管理

的方案如下: 

  1. 成立一專責單一流域組織管理機構並提升其位階，以統合該流

域上、中、下游的各項業務及法規。 

 

  2. 建立優良之水資源供需預警指標。 

 

  3. 透過水資源總量管制，以開發滿足用水之需求，有限之水資源

透過區域之調度為全民所共享。 

 

  4. 建立合理的水權收費及管理制度，農業用水不宜完全免費。 

 

  5. 適時調整水價，可抑制大幅浪費水資源，提昇服務品質。 

 

  6. 預防勝於治療。維修輸水管線避免水資源流失浪費。可委外辦

理維修業務，增加業者收入。 

 

  7. 開發多元化的水源，如地面水、地下水、再生水、海淡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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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教育國人正確用水觀念。 增加經濟誘因，以落實節約用水政策，

教育、獎勵、懲罰三管齊下。 

 

  9. 政府可向全國普遍推廣中水回收，獎勵社區或住家做小範圍的

中水如洗澡水、游泳池水、廚房排水等之收集再使用；在城市中則推

廣建設中水管網或在建築法規中制定中水利用設計規範。 

 

 10. 雨水回收與再利用，希望透過創新設計提案來儲存天賜的雨水，

並正確有效的利用，除了能省水、省錢、省社會成本外，更希望民眾

養成正確的水資源知識，了解「有水當思無水之苦」的觀念。 

 

上列分析策略謹提供政府做為水資源管理利用參考。 

 

4.4  曾文溪流域水資源管理方法之研擬 

    台灣地區因為地形和氣候的影響，使得降雨量分配不均。加上聖

嬰現象與人口急遽成長，氣候異常，水庫興建困難，地下水超限使用

等等問題，造成水資源日益缺乏。 

    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環境之需求，面對人類活動不利因素，破壞

集水區水土保持、生態環境、水體汙染及各標的用水激增等，造成水

資源日趨匱乏，是近年面臨缺水問題之主要原因。 

    二十一世紀是水的世紀，水成為各國最重要的戰略物資，一個國

家若無法妥當處理水的問題，該國國力與產業競爭力勢必大幅下降，

譬如嚴重缺水的台灣正是需要好好改善水資源問題的地區。 

    依據上述有效管理方案，其具體有效解決水荒的措施： 

  1. 每年根據各區域主要水庫的蓄水量、進出水量的狀況，擬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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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在不同的水蓄存量下，各標的用水的供應減量計畫。 

   

  2. 各區域內各項標的用水之減供計畫及各階段計畫啟動的要件，

儘速公告，讓各標的用水者皆能及早因應。 

 

  3. 重新釐清各區域各項標的用水優先順序，建立各用水標的間移

用計畫。 

   

  4. 確認各區域水資源供給系統之聯通能力，作為區域內緊急支應

的根據。 

   

  5. 情勢危急時，明確告知欲進行減供、停供之面積，並加以補償，

以減少農民的損失。 

  6. 推動節約用水的措施，適度調升水價。 

   

  7. 想解決用水的問題，須先了解每個人用水需求，並且知道各地

供水受阻及用水增加的原因。 

 

  8. 減少對山地、林區的開發，就可以減緩缺水的問題持續加深。 

 

  9. 合宜分配及管理農業用水，加強工商業用水之循環利用，以及

調整民生用水習慣的養成教育，也是預防缺水日益嚴重的方法之一。 

 

  10. 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現有的水文水資源資料管理供應系統，整合

台灣地區之水資源，加強水資源運用，改善水資源利用效率，使能有

效的掌握水資源資訊，以達到最佳的水資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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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水就是美，水是我們生命和生活所必需的。沒有水，就沒有生命，

也不能生活。而流域水資源更是水噹噹的生態。本研究所整理分析的

結果，包括曾文溪流域水資源介紹資料以及水資源供需調配、水資源

開發利用、水資源管理策略等方面，能夠為大眾提供認知的幫助；而

經由問卷調查之結果、以 SWOT 方法分析各策略以及建議項目等方

面，能夠提供政府有關單位做為政策的參考。政府與民眾共同維護河

川生態環境，塑造新的水文化，提昇國民生活品質，促進水資源永續

利用。 

    以下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綜合上述研究過程，做成以下結論: 

1. 曾文溪流域水資源供給與需求的時空特性，及蒐集研究區域內的

水資源資料〈如降雨量、逕流量、農業用水、工業用水、生活用水、

地下水補注量、蓄水壩容量、自來水供給量、相關產業等〉，針對流

域供水區域範圍內，進行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等供水量的

分析，解析曾文溪流域水資源之供需系統，建立曾文溪水資源供水利

用線路圖，將其簡單化。 

    並透過資料蒐集得知曾文溪流域的水資源供給量為何，利用蒐集

到的資料與雨水豐枯特性，配合目前水資源施行政策〈例如節約用水

政策與水資源重複使用等措施〉推估未來年數的供給與需求水量，探

討水資源供需問題。 

 

2. 水資源供需之運用，第一部分探討流域管理，包含流域管理的定

義、流域管理的形成、流域管理新舊模式的比較；第二部份為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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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利用，包含水的功能、水資源利用、水資源開發政策；第三部份

整理流域管理、水資源等相關研究與應用文獻發展情形。 

 

3. 經由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一般人對於水資源供需管理及應用方面，

仍不是很瞭解，加上台灣地區水價便宜，一般人不積極節水、惜水、

回收廢水。如缺乏其他經濟誘因或政策法令強制，以很難落實節約用

水政策。 

 

4. 最後推測未來可能的缺水因素，並以 SWOTS 方法分析各策略，以

做為有關單位參考。 

 

5.2 本研究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 

   1. 資料的收集方面，對曾文溪流域的鄉鎮每年每月所需的水資

源供給量較不易取得，因此以曾文溪流域中四個水庫供給的水量去做

推估。 

    2. 曾文溪流域的供水的行政範圍(曾文溪流域供水的最遠範圍)

不易判別，故以供水能到的區域為主。 

 

5.3 建議 

    為有效管理水資源，合理使用水資源，確實達成節約用水，建議

事項如下： 

1. 建議政府設立分季、分業使用管理表。 

2. 統一事權，設立有權有錢的流域管理機構。 

   3.  須由供給面管理策略轉向需求面管理 

     面對未來很可能的缺水問題，一般而言，解決方式有二：一是

開源，即增加供給量；二是節流，即降低需求量。增加供給量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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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政策的主要導向，在需求面管理這一端，台灣已施行的措

施包含水價優惠措施、發送節水墊片、加強節約用水宣導、補助民眾

購置省水標章產品等等。根據世界食糧組織 (World Food 

Organization, FAO, 2006 )統計，1998 至 2002 年間各國每人每日平

均公共給水系統引水量(municipalwaterwithdrawal）分別為：美國 

595公升、日本 375公升、德國193公升、英國95.1公升、中國大陸91.6 

公升，按照 FAO municipal water withdrawal之定義，1999年至2008 

年台灣每人每日平均公共給水系統引水量為679.2公升，遠高於美國、

日本、德國，可見仍亟待加強過去較為忽略的水資源需求面管理。 

 

  4. 多元化水源開發 

    經濟持續成長，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大幅增加，然而由於本島自

然環境之限制，水資源已被開發殆盡。因此，在此水資源開發日益困

難，而需水量卻與日俱增的情況下，替代水源的開發為紓解此一困境

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中水道二元供水系統(供水系統回收再利用、

雨水貯留供水系統）。請參考以下圖5.1。   

 

 

 

 

 

 

 回收 

                                               處理 

 

 淡化 

 處理 

                 圖5.1 多元化水源開發      
      來源：王國樑(2012)，台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營管理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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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河川水質保護  

      最近（2013年12月）爆發日月光公司偷排有毒廢水污染後勁溪，

波及附近農田，農民氣憤難消，紛紛要求重懲，以儆效尤。台灣地區

河川由於受到人口集中、工商發展等人為活動的影響，河川水質受到

不同程度的污染。各種污染來源包括家庭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

垃圾滲出水及非點源污染持續存在，造成資源性的缺水危機，須以嚴

格的法令執行來管控此水質性及管理性的缺水情事。 

 

  6.  儘速落實執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

特別條例」 

      臺灣受98 年8 月莫拉克颱風侵襲，主要水庫如曾文、南化水庫

集水區增加大量沖蝕及崩塌地，水庫淤積量較颱風前增加約1.1 億立

方公尺，對供水穩定影響甚鉅，99年台南地區將面臨限水及休耕窘境，

經查缺水主因就在於曾文水庫、南化水庫於莫拉克颱風後，分別有

9000萬及1700萬立方公尺以上的泥砂淤積，幾乎可以填滿1座南化水

庫。南部地區水庫因莫拉克重創，原本吃緊之水資源供需情勢愈發緊

張，為改善南部用水需求，「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

區供水計畫」有實施之必要性與急迫性。總經費高達540億元，計畫

期程為2010 年5 月至2016 年5月，分6 年執行完成。 

 

   表5.1 莫拉克風災前後曾文、南化及烏山頭水庫 
              蓄水容量及淤積量差異表            單位：萬m3 
莫拉克風災 
 前後比較 

   曾文水庫     南化水庫    烏山頭水庫 

蓄水容量 淤積量 蓄水容量 淤積量 蓄水容量 淤積量 

   災前 58.321 16.519 11.390 4.415 8.085 7.330 

   災後 49.159 25.681 9.681 6.124 8.023 7.392 

           資料來源：水利署資料彙整(2012) 
     註：蓄水容量為剩餘有效蓄水容量；淤積量為總淤積量 

 



 
 
 
 
 
 
 
 
 
 
 
 

 

109 
 

   7. 對曾文溪流域四水庫： 

(1) 清理淤積，增加水庫容量。 

(2) 防止水污染。 

(3) 水源區廣植適宜之樹種，以利水土保持，並涵貯水份。 

 

   8. 對曾文溪及其支流： 

(1) 防止坍方及淤沙。 

(2) 河流兩側選種適當樹種，達到水土保持及綠化 

(3) 選適當溪段築攔水堰，以減緩溪流，防澇減洪，亦可貯水。 

(4) 河川經過地之居民，成立河川巡守隊，防止濫倒廢土及污染物。 

 

   9. 鼓勵廠家推動雨水、中水之回收再利用。 

  雨水再利用可達現地供水，不需要由遠地取水，並可達到都市水文

循環的恢復。中水的回收再利用，可分為個別水與區域水的回收利用

兩種。 

(1) 新開發工業區或新建廠房，以政策性輔導。 

(2) 以減稅方式，鼓勵舊廠家裝設雨水、中水回收利用。 

(3) 新建工商大樓，以政策性輔導獎勵實施。 

 

   10. 獎勵聚落居民推動雨水、中水之回收再利用。 

(1) 新建住宅大樓，以政策性輔導實施。 

(2) 舊聚落區選擇適當地點築緩衝池。 

(3) 以補助方式鼓勵居民共築雨水、中水回收池。 

(4) 將聚落區選擇部分水泥、柏油路面改為透水磚，讓土地呼吸，吸

收水份，降低乾旱化、熱污染、熱島化。 

(5) 聚落巷道兩側改為透水磚，並廣植花木以達綠化美化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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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舉辦缺水危機之宣導及節水措施之教育。 

(1) 從開源與節流兩方面著手，達水資源的有效運用 

(2) 回收再利用，減緩缺水危機。 

(3) 確立珍惜水資源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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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台灣缺水危機暨因應措施之研究-以曾文溪流域為例  問卷 

敬愛的朋友您好： 

感謝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旨在瞭解您對曾文溪流域水資源

的供需管理及台灣缺水危機暨因應措施的認知及作為。您提供的寶

貴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請您放心填答。為增加研究結果的可

信程度，請您在填答時不要參考其他資料，或與他人討論。您的意

見對於本研究十分寶貴。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休閒環境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健良   博士 

                          研 究 生： 陳泰佳   敬上 

 

(1)   請問您是： 

      □學生身份  □社會人士 

(2)   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  □女 

(3)   請問您的年齡是： 

      □20歲以下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0歲    

      以上 

(4)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  

      □小學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以上 

(5)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的範圍包含那些縣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嘉義縣及台南市  □嘉  

      義縣、台南市及高雄市  □不清楚 

(6)   曾文溪流域為台灣地區水資源利用率最高之河系，您知道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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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流域內建有幾座水庫？：      

      □1  □2 □3  □4  □4座以上  □不清楚 

(7)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降雨量的分佈大部分在哪個季節？：                                           

      □春  □夏  □秋  □冬  □不清楚 

(8)  您知道曾文溪流域內，豐水期與枯水期降雨落差達 90﹪嗎？： 

      □知道  □不知道 

(9)   您知道人類可直接使用之淡水資源如河川、湖泊與地下水等，  

     約佔全球水量的？%：                                        

      □1%以下  □1%~10%  □11%~20%  □21%~30%   

      □31% 以上  □不清楚 

(10)   您知道台灣地區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地區嗎？：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11)  您知道台灣地區會發生缺水危機嗎？： 

      □會  □不會  □不知道 

(12)  您有面對缺水危機的心理準備嗎？： 

      □有  □沒有  □不確定 

(13)   您知道台灣地區的水價比較其他國家是高或低？：                                                   

      □是世界有名的高  □是世界有名的低  □不清楚 

(14)   您知道政府推動「節約用水行動方案」嗎？：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15)   您認為須要推動「節約用水」嗎？：                                 

      □須要  □不須要  □不清楚 

(16)   消費者經認明省水標章選購合格省水器材，即能在不影響原    

      用水習慣下，達到節約用水之目的。您知道省水標章圖樣是什 

      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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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黃  □藍  □無  □不知道 

(17)   您家中是否曾用過省水器材？：             

      □是  □否   

(18)   在日常生活使用的總水量中，僅廁所沖洗就佔 35%。您會對     

      馬桶做哪些省水的措施？：                                         

      □在馬桶的水槽裡放入磚塊或充滿水的寶特瓶  □使用兩段   

      式的省水馬桶  □使用其他方法   □不會去做 

(19)  您是否曾經想過要把用過的比較乾淨的水(中水)回收再利用來 

      澆花、沖馬桶或者清潔環境之用？：                                                      

      □是  □否  

(20)   在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想收集雨水來運用在某 

      些家庭用水上面？：                                                         

      □是  □否 

 

水是維持生命以及人類生活上不可缺乏之物質，所以我們要更關注

水資源的利用及管理。再次謝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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