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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報告為 112 年 10月 18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21 日止，台灣自來水公司參加「第十六屆亞洲自

來水事業人力資源網絡會議」及參訪相關設施之紀錄，內容包含亞洲自來水事業人力資源網絡會

議介紹、會議行程安排、研討會發表內容、參訪內容說明、以及參訪心得與建議等項目。 

本屆會議由東京都水道局主辦，其他參加單位包括韓國水資源公社 (Korea Water Resources 

Corporation)、韓國首爾市水務局 (The Office of Waterworks,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泰國都會

水務局MWA、越南建設部第二建設協會HCC、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孟加拉達卡水資部DWASA、

及台灣自來水公司等共 7 個單位之代表人員現場或視訊與會。 

本屆會議討論主題有二，分別為「推動供水韌性之人力發展（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or 

Enhancing water supply Resilience）」及「維持高標準符合規章意識的行動（Action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Compliance Awareness）」，並由主辦單位安排參訪東京都水科學博物館、2023 年國際水協

展覽會、及東京都水道局訓練及技術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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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亞洲自來水事業人力資源網絡（A1-HRD）會議簡介及目的 
 

亞洲自來水事業人力資源網絡(Asian Waterworks Utilities Network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poment)

係由亞洲各國(城市)自來水事業所組成之人力資源發展組織，目的為促進亞洲各國 (城市)自來水事業

之人才培育及專業技能交流。該組織由東京都水道局(The Bureau of Waterworks,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於 2007 年發起，並以英文全名各單字第一個字母簡稱為A1(WUN)-HRD，自許成為亞洲第

一之人力資源發展組織。 

目前成員除了東京都水道局外，尚有韓國水資源公社(Korea Water Resources Corporation)、韓國首

爾市水務局(The Office of Waterworks,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泰國都會水務局(Metropolitan 

Waterworks Authority)、越南建設部第二建設協會(College of Construction No.2, Vietnam Government)、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孟加拉達卡水資部DWASA、及台灣自來水公司。 

A1-HRD 除每年向會員發行 4 次刊物(Newsletter)外，各年度由不同會員國家(城市)輪流舉辦會議，

請各會員針對會議主題分享有關人力資源發展及各項專業技術之經驗，會議中針對不同自來水事業運

作方針互相討論及檢討，希望透過國際經驗交流與分享，提升各自來水事業專業技術水準及管理知

能。 

 

圖一: A1-HRD 2023年第39期刊物邀請及主題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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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程安排 
 

本次會議於 112年 10 月 19日至 10 月 20 日於日本舉行，由東京都水道局主辦，除主辦單位外， 尚有韓

國水資源公社、韓國首爾市水務局、泰國都會水務局、越南建設部第二建設協會、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孟加拉達卡水資部DWASA、及台灣自來水公司， 共計 6 個國家 8 個自來水事業機構(含訓練研究機構)，

合計 21 人參加會議。 

表一、第十六屆亞洲自來水事業人力資源網絡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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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一天(10月 19 日)前往隸屬東京都水道局管理之東京都水科學館(Tokyo Water Science 

Museum)，首先由東京都水道局局長致詞，再由各與會人員代表自我介紹及互贈紀念品， 並於館外

進行團體拍照留念。 

 

 

 

圖二: 參加人員名單 

東京水道局長 西山 智之 

圖三: 主辦東京水道局及開幕現場會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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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水道局致詞 台灣自來水公司介紹 

 
 

參加人員合影 交換紀念品(台灣與日本) 

 

 

 

接著，由主辦單位簡介東京都自來水事業發展過程及水科學館，並由館方導覽人員帶領下，參

觀館內館內設施。參觀結束後，主辦單位帶領與會人員前往本屆2023東京水道展參觀。 

     

圖四:各單位介紹報告及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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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於東京都廳北展望室舉行歡迎餐會，主辦單位同時安排與會人員及東京都水道局員工一同參

加，各國人員互動熱絡。 

圖六: 新產品(快濾RO模及內視鏡機器人) 

圖五: 東京水道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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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月 20 日)上午於東京都水道局訓練中心進行主題討論，各自來水事業機構就本次會議主

題一 「推動供水韌性之人力發展（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or Enhancing water supply 

Resilience）」及主題二 「如何應對高標準規章下警訊（Action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Compliance 

Awareness）」依序進行簡報發表及提問。台灣自來水公司以「主題一:推動供水韌性之人力發展」

作為主題，介紹台灣自來水公司利用E –Training系統及實際人員教育訓練來面對氣候變遷以提升供水

韌性。於簡報完畢開放提問時，與會人員對於台灣自來水公司海水淡化開發水源及海洋潮汐高差變化

是否會影響取水非常感興趣，並進一步詢問內容及細節。各國簡報結束後，決議明年第 17屆仍由東

京都水道局舉辦，原則採線上方式辦理。 

 

圖七: 東京都廳及北展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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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研討主題說明 
 

本屆會議主題為主題一 「推動供水韌性之人力發展（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or Enhancing 

water supply Resilience）」及主題二 「如何應對高標準規章下警訊（Actions to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Compliance Awareness）」，茲以日本東京都水道局、子公司TOKYO WATER及韓國水資源公社就所

發表之內容值得借鏡學習之處，爰摘述如下： 

一、東京都水道局 
 

(一)東京都水道局為有效解決了人口增加之用水需求、原水汙染及漏水率問題，近年加強對於內部員

工訓練，遠高於其他國家訓練頻率值得借鏡。 

 

 

 

 
 

(二)該局為培育具有國際觀及科技新知應用員工，聘請業界專業人才建立模組，協助培訓員工應用

VR技術在職業安全衛生訓練上。親自體驗後更能實際明白職業安全預防的重要性。 

  

 

 

 

 

圖八: 每位員工平均一年6.5次到受訓中心學習，平均每4天就有一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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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詢問東京都水道局員工5年資歷離職率，查日本員工幾乎選定一家公司後就很少會離職，其中參

加受訓僅5%會無法達到平均一年6.5次到受訓中心學習，能夠有如此密集投資，其中歸咎於公司須建立

員工向心力及視人力為資產培養。 

圖九:採用VR 結合職業安全訓練，模擬操作應用 

圖十：參加受訓僅5%採用E-Learnig及其他機會方式加強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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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京水道局之子公司TOKYO WATER 

(一) 東京水道局控股80%成立之子公司TOKYO WATER為從事技術及海外拓展部門，擁有第一線

的技術並為公司推廣國際化建立第一線窗口。 

 

 

 

 (二) TOKYO WATER的技術培養重視師徒制度，建立OJT制度(ON JOB TRAINNING)在職訓練，

不僅提供學費及獎學金外，也提供許多誘因。 

 

 

 

(三)其他國家未來可考慮成立子公司借鏡，更多角化經營。 

圖十一:母公司及子公司關係圖 

圖十二:在職訓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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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OKYO WATER實務基礎訓練，重視經驗累績及親自參與，而非教科書上理論。 

 

 

圖十三: 技術轉移架構圖及技術留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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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水資源公社(K-water) 
 

(一)韓國水資源公社(K-water)為韓國最主要之水管理國有公司，從水源整治、水壩建設及營運、自來

水設施建設、營運至汙水處理等各階段水源管理，均為該公司經營內容。K-water 通過 50 多年

的水資源專業經驗及技術，配合韓國政府擴展公營事業國際發展之政策，向全世界各國提供

關於整個水循環過程的“全水解決方案”(Total  Water  Solution)。例如參與國外水力發電工程

興建計畫、提供智慧水資源管理計畫(Smart Water Management Projects)等方案，協助海外國

家建設水資源基礎建設並改善人民生活品質。 

(二)探討近年面臨的水質問題(三鹵甲烷及微生物問題)  

 

 

 

 

圖十四:現場繪圖及操作 

圖十五:韓國面臨的五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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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中微生物問題造成韓國人民用水恐慌，故特別介紹以供其他國家應對： 

 

 

 

  

圖十六:微生物入侵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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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卡水資部DWASA  越南建設部第二建設協會HCC 

台灣自來水公司簡報發表 同步視訊討論 

研討會後合影 其他國家對台灣簡報詢答 
 

 

  圖十七:研討會過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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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心得及建議 

 

一、 耐震型接頭 GX： 

日本因地震所造成之管線損害日益嚴重，積極研發耐震型接頭，包括 NS 型及更新之 GX 型。

台灣自來水管線管材均沿襲日本規格，目前普遍採用之 K 型接頭即日本早期之接頭。台灣目

前因 NS 型因進口且價格高，尚屬試辦方式辦理，惟日本方面在管徑 400mm 以下均已使用 GX

型，可見使用優良接頭的落差相當大。考量將停水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納入修漏成本中，採用

優良管材接頭的成本，可能是一個較佳的先期投資方式。建議台灣自來水公司及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適時參採日本最新耐震型接頭，制定管材規範逐步擴大引進使用，當使用量有一定

規模市場，鼓勵台灣管材商洽日商技術移轉至本地生產，以逐步降低成本擴大使用。 

 

                              

 

 

二、 不斷水工法: 

國內自來水管線改接、施設制水閥、蝶閥、或汰換，大部分仍使用傳統停水斷管施工方式，

不僅用戶停水的外部成本大增，停水時間所造成的收益減少、民眾抱怨及洗排水的浪費，更

是自來水事業持續需要面對的困境。而日本目前都使用不斷水工法，對民眾供水品質及穩定

大幅提升，亦符合節能減碳潮流之工法。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 92 年引進，目前每年皆辦理一

定金額的契約使用，惟台灣自來水公司除部分試辦案外，尚未大量採用。未來如能將此工法

納入標準施工作業，將逐步降低成本，或吸引國內自行研發在地不斷水施作工法，提升自來

水技術。 

三、 訓練場地： 

 東京都水道局管線裝接施工訓練場地，模擬開挖後管溝設置，讓受訓人員在受限空間實地操

作，如何吊送管件直至管溝內，調整管件角度在管溝內裝接，及押圈螺栓施作等，可作為台

灣自來水事業後續興建訓練場地參考。 

圖十八:耐震接頭NS及GX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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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孔蓋不下地： 

為解決人孔蓋凸起導致道路不平整的情況，台灣目前孔蓋「原則下地，例外不下地」。惟詢

日本自來水事業，無法理解台灣為何要將維生系統孔蓋下地，因此日本道路上孔蓋均無下地

狀況。人孔蓋一旦下地，就無法隨時定期做預防性的巡檢、調查及維護，若發生緊急狀況需

操作使用，將造成無法使用的窘境。另火災發生時如需短時間調度大量用水，需緊急開起或

關閉該區域周圍的制水閥，以有效將水量輸送至火災鄰近的消防栓。台灣路權單位所擔心的

是人孔蓋與周邊路面常有高低不同，影響交通安全，其問題是出在道路的維護，因人孔蓋及

框座高低是可調整的，道路刨鋪時將孔蓋高度配合調整至鋪設厚度，後續道路 AC 或 PC 舖設

注意四周回填的平整及不可下陷，就不致產生落差。因此，建議應從道路鋪修整合確實管

理，而非採人孔蓋下地。 

 

 

 

 

 

 

 

 

圖十九:模擬管溝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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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本屆會議台水公司發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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