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資源領域調適行動方案

經濟部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12-1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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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資源領域執行現況



「臺灣各區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110年奉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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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強化考量：

1.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2.穩定產業供水方案

3.抗旱1.0及2.0緊急水源

4.氣候變遷及極端乾旱威脅

5.產業用水快速成長

關鍵指標：

1.滿足2036年前社會發展所

需用水，促進水資源永續

利用。

2.如再遇百年大旱，不進入

分區供水。



(一) 持續推動流域整體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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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臺灣GDP 109年產值強化水源頭到水龍頭，系統性治理

跨部會合作，資源整合



(二) 打造西部廊道供水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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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已完成

興辦中

規劃中

1

2

3

5

北水南調

中水南北送
打通調度瓶頸

南水北送

桃竹幹管

板二計
畫

南化高屏聯通管

台南高雄聯通管

4

1

(單位：萬噸/日)

擴大新店溪水源南調

三重及蘆洲區域供水管網改善(規劃中)
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興辧中，115年完成)
(再增加備援石門水庫 30萬噸/日)

鯉魚潭北送苗栗 (興辦中，113年完成,+12)
大安大甲溪聯通管(興辦中，115年完成,+25.5)
臺中至雲林水源調度管線(興辧中，115年完成)
(增加中彰調度+20，雲彰調度+12)

濁幹線與北幹線串接(興辦中，113年完成)
(增加曾文烏山頭水庫運用水量1,100萬噸/年)
曾文南化聯通管(興辧中，113年完成+80)

北部

打通中區瓶頸

擴大南北調度、提升水源運用效率

中部

南部

5

1

2

3

4

1

6

6



(三) 精進強化科技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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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桃北

竹北

水湳
豐原
福田

安平1期
安平2期
仁德
永康1期
永康2期

楠梓

【4】

【1】

【1】
【2.75】

【1】
【0.8】
【0.75】

(已供水9.6)

桃北
中壢
文青(A7)

【2】

【1】
【1】

【5.8】

臨海
鳳山

【3.3】
【4.5】

【4】
【2.2】
【0.53】

竹北
竹東客雅

【1.5】
【4.21】

臺中聯合
(豐原福田文山烏日)

【10】

擴大縣治【0.45】

安平
永康

【2.25】
【0.45】

楠梓
橋頭
鳳山

【5】
【3】

【0.52】

行政院核定11座，預計118年陸續完成

營建署擴大推動，可再增加備援水量34.1萬噸/日

 第一階段優先推動新竹及台南(行政院核定)

▲ 第二階段嘉義、高雄啟動可行性規劃，接續環評

 第三階段持續規劃，適時推動



(四) 積極推廣雨水貯留

8

一、領域執行現況

打造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
•雨水收集範圍：超過30萬平方公尺

•使用雨水沖廁人數：約6.4萬人/日



(五) 提升細緻化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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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水利署與嘉南管理處及台積公司三方合作

智慧灌溉支援70歲掌水工，手機取代摩托車巡水，除原節水20%外，再節水4.5%

智慧灌溉技術，顛覆百年傳統灌溉系統



(六) 更新完善法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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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耗水費開徵時程

自112年2月1日啟動開徵程序，請大用水戶

開始計量用水；5月31日已寄發繳費通知單

耗水費徵收費率

3元/度：用水回收率低於公告行業基準區間

2元/度：用水回收率達到公告行業基準區間

1元/度：用水回收率高於公告行業基準區間

節水與配套措施

扣抵：開發水資源或投資節水設備與經費者

抵減：已繳納水污染防治費額度得申請抵減

減徵：就再生水及海淡水給予不同減徵比例

耗水費徵收法源

依水利法第84條之1，為水資源有效及永續

利用，得向用水超過一定水量者徵收耗水費

耗水費開徵目的

納入水資源作業基金管理運用，專做水資源

管理、再生水資源發展及節約用水推動之用

耗水費徵收對象

枯水期單月總用水量(包含自來水、地面水、

地下水、契約水)逾9,000立方公尺的用水戶

 耗水費徵收辦法於112年1月6日由經濟部發布，112年2月1日施行。



(六) 更新完善法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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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執行現況

此前條文

修正條文

應提出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

計畫之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用水計畫，使用一定

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應提出用水計畫之開發單位，其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用水計畫，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因應氣候變遷，降低水源供應風險及強化枯水期供水韌性，促進國內外企業投資

臺灣，故加強要求開發單位使用再生水，擴大使用再生水的範圍不限於特定地區

 111年5月18日經總統公布第3、4、5、8條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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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衝擊情形



近年乾旱事件與整體水資源衝擊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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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衝擊情形

旱災 水災/颱風

旱 世紀末連續不降雨日數+12.4% 澇 世紀末最大一日暴雨強度+41.3%

IPCC AR6未來氣候情境，臺灣氣候挑戰倍增

• 年平均氣溫增高，冬季長度越短
用水需求增加

• 不降雨日數及一日降雨強度增加
旱澇風險提升

• 颱風減少但變強
颱風季與秋季雨量增加
春季雨量減少

• 枯越枯、濕越濕
水資源調度困難，水災害變強

氣候變遷對水資源衝擊



氣候變遷對水資源的影響分析二、氣候衝擊情形

水資源調適課題
與細項課題(11項)

氣候變遷影響因子(4項)

溫度上升 不降雨日數增加 降雨強度增加 海平面上升

水資源開發與保育

地表水
主要衝擊(1)：導致蒸發散量增

加，影響地表水資源的蘊藏量。

主要衝擊(2)：影響地表水資

源的蘊藏量。
無 無

地下水 無
主要衝擊(3)：降低入滲量，

影響地下水資源的蘊藏量。
無

主要衝擊(4)：導致鹽水

入侵地下水含水層，影響

地下水資源的蘊藏量。

水資源
供給

水庫蓄水
主要衝擊(5)：導致蒸發散量增

加，影響水庫蓄水量。

主要衝擊(6)：影響蓄水，降

低蓄豐濟枯調節功能。

主要衝擊(7)：導致淤積

量增加，可蓄水量減少。
無

水庫取水 無 無
主要衝擊(8)：導致濁度

上升，影響取水。
無

河川引水 無
主要衝擊(9)：導致河川流量

降低，影響取水。

主要衝擊(10)：導致濁度

上升，影響取水。
無

淨水
主要衝擊(11)：導致水質劣化，

影響淨水效率。

主要衝擊(12)：導致水質劣

化，影響淨水效率。

主要衝擊(13)：導致濁度

上升，影響淨水效率。
無

輸水 無 無 無 無

地下水抽用 無 無 無 無

水資源
需求

農業用水
主要衝擊(14)：導致蒸發散量提

高，農業用水需求增加。
無

主要衝擊(15)：導致灌溉

用水增加。
無

生活用水
主要衝擊(16)：導致生活用水需

求增加。
無 無 無

工業用水
主要衝擊(17)：導致工業冷卻用

水需求增加。
無 無 無 14



氣候變遷衝擊下的水資源細項課題二、氣候衝擊情形

海平面上升 降雨強度增加 不降雨日數增加 溫度上升

濁度增加淤積量增加鹽水入侵含水層

地
表
水

地
下
水

水
庫
蓄
水

水
庫
取
水

河
川
引
水

淨
水

農
業
用
水

工
業
用
水

生
活
用
水

氣候變遷17項主要衝擊下，可能面臨風險的9項水資源主要課題
15

氣候變遷影響因子

河川流量降低 蒸發量增加

14 16 171 5

水質劣化

2 3 6

9 12 15

4 7 8 10 13

11



氣候變遷衝擊下的水資源現況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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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衝擊情形

 投入經費1,421億元

(含前瞻預算787億元)

 累計增加每日197萬噸水源
(相當全臺18%水源)

 施政方針：全面強化水資源基礎建設，因應氣候變遷的乾旱衝擊

2016年 - 部分縣市尚有供水缺口

開源、節流、調度、備援

納入前瞻加速辦理

2023年 - 全國各區供水大於需求

北部
供 542
需 478

中部
供 270
需 238

南部
供 310
需 291

單位：萬噸/日

東部
供 50
需 38

北部
供 548
需 495

中部
供 285
需 254

南部
供 329
需 315 東部

供 50
需 37



水資源建設提早做，百年大旱及今年發揮效果二、氣候衝擊情形

桃竹幹管提前於2021年2月通水
每日支援新竹20萬噸，約4成用水、調度水量約2,300萬噸，
約0.6座寶二水庫

河川水

68%

水庫水

21%

地下水

11%

2016/4/24高屏溪流量 8.9CMS

宣布5/4水情燈號轉 紅燈

主要仰賴河川水源

2023/2/7高屏溪流量 8.9CMS

宣布當日水情燈號轉 綠燈

河川水 水庫水 地下水 再生水 伏流水抗旱井

2% 26%44% 12% 11% 5%

多元水源及多股備援

VS

高雄多元水源
2023年高屏溪相同流量情境，高雄地區
免於實施分區供水

2016年

2023年

總統主持通水典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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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情境設定及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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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

短期
(near term)
2021～2040

中期
(mid-term)
2041～2060

長期(long-term)
2081～2100

2040 2060 2080

2℃1.5℃

1.5℃

2021

1.0℃0℃

19951900

現況/基期
1995～2014
(大約0.85℃)

工業革命
1850～1900

2℃
巴黎協議

3℃~4℃
減碳失敗

幾乎無法避免 可能情境

20141850

全球暖化程度(GWL)時序

三、氣候情境設定 (一) 國家調適應用情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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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情境設定 (二) 部門調適應用情境研擬 – 過去成果

GCM在A1B情境下模擬結果
(網格點編號：191 ，淡水河流域)

0.7

0.8

0.9

1

1.1

1.2

1.3

0.8 0.9 1 1.1 1.2

枯
水
期
平
均
降
雨
變
化

豐水期平均降雨變化

淡水河(網格點編號：191)
「較符合東亞季風特性」的GCM挑選結果

「全年少雨情境」

「全年多雨情境」

較符合東亞季
風特性且呈現
豐愈豐，枯
愈枯的GCM

 GCM模擬結果與臺灣歷史降雨觀測資料的趨勢分析均顯示「豐愈豐，枯愈枯」，

故調適行動計畫均以「豐愈豐，枯愈枯」為臺灣氣候變遷水文情境

進行規劃。

 相對少數模式的推估結果亦不可忽視，倘若發生將導致較嚴重衝擊，亦納入模擬

案例，以評估調適行動方案可能面臨的較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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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情境設定 (二) 部門調適應用情境研擬 – 未來方向

應用過IPCC AR6進行未來情境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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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風險評估 (一) 氣候風險評估與調適框架

依據實務經驗檢討調適架構，可將調適過程分為2個階段

界定調適課題

(檢視現有課題) 

→ 盤點目前風險

→ 分析未來趨勢與影響

研擬因應策略計畫

→ 執行並定期監測

→ 檢視效益

→ 交流分享討論

→ 改善/精進/強化/維持



三、氣候風險評估 (二) 臺灣水環境風險評估 – 過去成果

 水資源細項課題在氣候衝擊下的危險度、脆弱度與風險評估

主要衝擊 危險度 脆弱度 風險

地表水資源由於：(1)溫度上升；(2)不降雨日數增加，而減少 高 中 高

地下水資源由於：(3)不降雨日數增加；(4)海平面上升，而減少 中 低 低

水庫蓄水功能由於：(5)溫度上升；(6)不降雨日數增加；(7)降雨強度增加，而降低 高 中 高

水庫取水由於：(8)降雨強度增加，而發生困難 中 中 中

河川引水由於：(9)不降雨日數增加；(10)降雨強度增加，而發生困難 中 中 中

淨水效率由於：(11)溫度上升；(12)不降雨日數增加；(13)降雨強度增加，而降低 高 低 中

農業用水由於：(14)溫度上升；(15)不降雨日數增加，而增加 高 中 高

生活用水由於：(16)溫度上升，而增加 中 中 中

工業用水由於：(17)溫度上升，而增加 低 中 低

水
資
源
開
發

與
保
育

水
資
源
供
給

水
資
源
需
求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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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風險評估 (二) 臺灣水環境風險評估 – 現行做法

 水資源風險管理架構  水資源供水風險項目及因子

風險辨識
(設施、系統、供需因子)

風險分析
(風險矩陣估算)

風險評價

可容忍區
可接受區

(中度或低度風險)

滾動檢討

不可容忍區
(高度或極度風險)

殘餘風險
處理建議

開始

風險控制
(工程面、管理面)

結束

風
險
評
估 設施

風險

A1 設施功能異常
A2 水庫淤積
A3 自來水管線漏水

系統
風險

B1 原水高濁度
B2 枯旱水源不足
B3 水質污染
B4 其他 – 維護操作及突發事件

供需
風險

C1 氣候變遷下供給減少
C2 需求成長

異常回報

正常

每6年

無
效 供水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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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風險評估 (二) 臺灣水環境風險評估 – 未來方向

• 加強與鄰近國家國區域氣候
模式合作開發，以期對颱風
降雨規模進行更合理推估。

• 精進氣候變遷情境下的梅雨
時空分布推估，瞭解枯水期
雨量與流量變化趨勢，以利
提供水庫供水管理的參考。

加強颱風降雨與
梅雨變遷的研究

• 盤點具有蓄存豐水期水量的
工程與非工程方案。

• 以非工程方法如蓄存豐水期
的水量於河川高灘地，有效
延遲豐水期水量排出，進而
抬昇下游的低水量。

評估河川洪水
蓄存的可能性

• 加強未來針對氣候變遷下的
乾旱風險評估與水資源調適
研究量能。

• 精進乾旱預警與預報能力，
有效預防並減緩乾旱事件的
潛在衝擊。

提升乾旱預警
與預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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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標策略措施及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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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

確保供水穩定，促進民生產業永續發展
開源 考量未來氣候情境開發多元水源，維持各區供水無虞

節流 因應乾旱衝擊精進落實節水作為，減輕水源開發負擔

強化供水韌性，有效應對極端枯旱氣候
調度 評估水源供需潛能佈設聯通管線，提升整體調度能力

備援 分析未來枯旱風險建置備援系統，及時供應常態運用

完善供水環境，致力邁向資源循環永續 管理 推動細緻經理與分散式管理措施，維繫水源質優量足

水資源領域目標策略措施規劃四、目標策略措施

強化考量：

1.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2.穩定產業供水方案

3.抗旱1.0及2.0緊急水源

4.氣候變遷及極端乾旱威脅

5.產業用水快速成長

關鍵指標：

1.滿足2036年前社會發展所

需用水，促進水資源永續

利用。

2.如再遇百年大旱，不進入

分區供水。



水資源領域對應臺灣永續發展目標及指標

確保供水穩定
促進民生產業永續發展

強化供水韌性
有效應對極端枯旱氣候

完善供水環境
致力邁向資源循環永續

開源

節流

調度

備援

管理

考量未來氣候情境開發多元水源
維持各區供水無虞

因應乾旱衝擊精進落實節水作為
減輕水源開發負擔

評估水源供需潛能佈設聯通管線
提升整體調度能力

分析未來枯旱風險建置備援系統
及時供應常態運用

推動細緻經理與分散式管理措施
維繫水源質優量足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 具體目標 對應指標

6.1：供給量足質優水源及自來水
保障用水安全

6.4：推動再生水及海淡水等多元
水源；推動工業區廠商及
科學園區廠商用水回收

6.1：供給量足質優水源及自來水
保障用水安全

6.5：推動水資源綜合管理

6.4：推動節約用水工作提升用水
效率

6.1：供給量足質優水源及自來水
保障用水安全

6.5：推動水資源綜合管理

6.4.1：民生用水效率

6.4.4：降低自來水漏水率

6.4.2：工業區廠商用水回收率

6.4.3：科學園區廠商用水回收率

6.1.1：使用量足質優自來水的
人口比率

6.1.1：使用量足質優自來水的
人口比率

6.5.1：訂定水資源經理計畫維持
供水穩定

6.1.1：使用量足質優自來水的
人口比率

6.5.1：訂定水資源經理計畫維持
供水穩定 28

四、目標策略措施



水資源領域調適目標對應氣候變遷因應法

29

第5條第3項第7款

 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規劃管理原則

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因子，提高調適能力，
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第5條第3項第7款 第6條第3款

第6條第3款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基本原則

第17條第1項第1款

第5條第3項第7款

第6條第3款

第17條第1項第3款

確保供水穩定 強化供水韌性
有效應對

極端枯旱氣候

完善供水環境

第17條第1項第2款

 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規劃管理原則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基本原則

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因子，提高調適能力，
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
氣候變遷之肇因，緩解其不利影響。

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
氣候變遷之肇因，緩解其不利影響。

致力邁向
資源循環永續

促進民生
產業永續發展

 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推估未來可能氣候變遷，評估氣候風險，
藉以強化風險治理及氣候變遷調適能力。

 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確保氣候變遷調適之推動，得以回應國家永續
發展目標。

 政府相關法律及政策規劃管理原則
納入因應氣候變遷風險因子，提高調適能力，
降低脆弱度及強化韌性，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計畫或方案基本原則

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
氣候變遷之肇因，緩解其不利影響。

 政府應推動調適能力建構事項

強化因應氣候變遷之環境、災害、設施、
能資源調適能力，提升氣候韌性。

四、目標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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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領域調適策略具體作為

 評估強化運用海淡水或
半鹹水

 平地人工湖及埤塘活化
利用

 強化利用再生水

開源

 落實節水措施

 加速自來水減漏

 強化農業節水

 精進雨水貯留

節流

跨區支援第二供水迴路、
小區域引水、大範圍採
越域引水

持續評估建置調度備援
管線

調度

推動洪水資源化，在地
滯洪兼具地下水補注

推動伏流水，強化備援
供水能力

抗旱設施轉為常態備援
利用

備援

擴大水庫清淤、集水區保育
及推動水庫永續經營

強化既有供水設施更新改善，
提高供水效能

地層下陷防治與地下水保育

導入智慧科技，強化水資源
管理

管理

四、目標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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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領域調適策略後續強化 – 節流部分

 加速自來水減漏及淨水場現代化

• 17處：設備老舊
• 4處：無法因應水質標準
• 4處：供水系統配水率偏高

25處淨水場辦理現代化改善

新埔淨水場設備老舊處理能力不足

淨水場現代化

(1949年興建、1982擴建)

加速自來水減漏

蘇院長2021年視察基隆水管線汰換工程

2017年迄今漏水率已降低2.4%

累積減漏量，約1.3座湖山水庫

• 漏水率2017年15.5%降至2022年13.1%

• 目標2031年降至10%以下

四、目標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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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領域調適策略後續強化 – 節流部分

 水庫灌區加速推動大區輪灌轉作、擴大農業節水

• 各地單位面積灌溉用水量差異大，用水效率有待提升

• 與農委會合作推動水庫灌區一期稻作轉旱作措施，延長水庫供水期程

灌區 桃園 石門 新竹 苗栗 臺中 嘉南

實際供灌水量 1.26 1.63 5.20 3.61 4.60 0.89

單位：萬噸/公頃

註：依據111年12月農業工程學報「臺灣合理灌溉用水量推估」表1

四、目標策略措施



33

水資源領域調適策略後續強化 – 備援部分

 推動不對稱治理，打造韌性水城市

農田在地滯洪

在地滯洪

• 強化高風險地區調適量能，集中資源改善中下游水患，使效益最大化。

• 興建滯洪池、雨水貯留、在地滯洪蓄留洪水 ，達到分散洪水，避免造成

淹水，並可補注地下水，將洪水資源化

透過近自然方案，提升生
物多樣性，兼顧水資源及
防洪功能。

四、目標策略措施



水資源領域韌性調適未來願景

 2036年前用水可滿足，整體備援由28%提升至50%，強化韌性。

 再遇百年大旱情境，不進入分區供水，可維持民生及產業正常供水。

以高雄為例，增加多元水源，未來供水可確保

34

四、目標策略措施



確保供水穩定
促進民生產業永續發展

強化供水韌性
有效應對極端枯旱氣候

完善供水環境
致力邁向資源循環永續

開源

節流

調度

備援

管理

考量未來氣候情境開發多元水源
維持各區供水無虞

因應乾旱衝擊精進落實節水作為
減輕水源開發負擔

評估水源供需潛能佈設聯通管線
提升整體調度能力

分析未來枯旱風險建置備援系統
及時供應常態運用

推動細緻經理與分散式管理措施
維繫水源質優量足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 (104~112) ：219.5億元

 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 (110~115)：152億元

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及創新節水技術計畫 (110~114) ：3億元

 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計畫 (108~113) ：127億元

 翡翠原水管工程計畫 (107~113) ：24億元

大安大甲溪聯通管工程計畫 (110~115) ：152.18億元

桃園新竹備援管線工程計畫 (107~113) ：29.83億元

 備援調度幹管工程計畫 (110~115) ：199.5億元

 石門水庫至新竹聯通管 (111~115) ：68億元

 臺中至雲林區域水源調度管線改善 (111~115)： ：40.8億元

 加強平地人工湖及伏流水推動計畫 (110~114)：18.72億元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112~115) ：548億元

 伏流水開發工程計畫第二期 (111~115) ：28.95億元

 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106~114) ：120.97億元

 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3期計畫 (110~113) ：15.55億元

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及創新節水技術計畫 (110~114) ：1.45億元

飲用水水質安全管理計畫 (112~116) ：401萬元

環境水體水質監測 (110~113) ：2.21億元

調適目標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 調適行動計畫

 新竹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 (112~117)：120億元

 臺南海水淡化廠工程計畫 (112~118)：160億元

 濁幹線與北幹線串接工程 (111~113) ：36億元

水資源領域調適行動計畫規劃

35
：優先行動計畫

四、調適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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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



水資源領域調適目標預期效益五、預期推動效益

藉由擴大推動再生水及海淡水
等科技造水方式，多元化水源
開發提升供水能力，支持社會
持續發展的各標用水用水需求
並穩定供水。

因應社會發展用水需求，透過
自來水減漏、各項節水工作、
訂定誘因制度、水資源智慧化
管理等措施，提升用水效率。

因應氣候變遷枯旱風險漸增，
透過建構西部廊道供水管網等
工作，強化水資源備援調度及
跨區支援輸水能力；

藉由科技造水、在地滯洪兼具
水資源利用、開發伏流水等，
提升備援供水能力，強化供水
韌性與安全。

為改善供水環境，並落實環境
友善，除以保留生態基流量或
保育用水、天然水資源利用量
不超過每年200億噸為前提。

並針對流域上、中、下游進行
整體水資源經營規劃，期兼具
強化水資源利用並降低對生態
與環境影響。

確保供水穩定

強化供水韌性

完善供水環境

37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