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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台灣自來水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與日本東京都水道局(以下簡

稱水道局)自 102 年 4 月 11 日簽署技術合作備忘錄(MOU)以後〈如

圖 1〉，兩自來水事業體交流日益密切，除持續推動各項自來水業務

合作外，並派員互訪研習自來水技術，增進双方自來水事業之發展，

如 102 年 9 月 9 日至 9 月 12 日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邀請日本東京都

水道服務社馬場仁利部長至本公司員工訓練所指導自來水施工廠商

技工及本公司同仁有關不銹鋼波狀管之施工技術，9 月 13 日並拜會

本公司胡總經理(如圖 2)，102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本公司邀請

東京都水道服務社馬場仁利部長及内藤悟課長至本公司員工訓練所

講解東京都降低漏水率分區管網策略及不銹鋼波狀管施工要領與標

準(如圖 3)，102 年 10 月 7 日日本東京都水道服務社增子敦社長率團

至台水公司訪問，分享日本降低漏水率經驗及用水水表準確度等問

題(如圖 4)，102 年 10 月 30 日東京都水道局總務部調查課國際施策

推進組中村勇太先生至本公司參訪，研討双方自來水事業體在國際

交流之現況與努力，及研討本公司未來與水道局合作之議題(如圖

5)，102 年 11 月 14 日及 15 日中華民國第 46 屆自來水節在基隆地區

舉行慶祝大會，東京都水道服務社憎子敦社長率團來台祝賀(如圖

6)，本公司為能汲取東京都水道局在自來水經營、降低漏水率、人

才培育、訓練場地及環境教育等作為之經驗，特別由工務處、供水

處及人力資源處等單位派員赴東京都水道局參訪日本自來水經營作

法，俾引進國際一流之自來水事業體管理策略，使本公司能與已開

發國家之經營管理並駕齊驅。 

 

圖 1.102 年 4 月 11 日東京都水道局與本公司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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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2 年 9 月 13 日東京水道服務社馬場仁利部長拜訪胡總經理 

 

圖 3.102 年 9 月 16 日東京水道服務社內藤課長至本公司員訓所授課 

 

圖 4.102 年 10 月 7 日東京水道服務社增子敦社長拜訪胡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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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2 年 10 月 30 日東京水道局中村勇太先生訪問本公司 

 

圖 6.102 年 11 月 15 日東京水道服務社增子敦社長在基隆自來水節致詞 

二、 計畫參訪內容 

依據本公司第 1024 次主管會報紀錄「為利自來水專業人員之訓

練，應可研議參考東京都水道局訓練場所建置，請工務處、供水處

及人力資源處各派 1 人赴日參訪了解」；為能順利成行且達預期之目

標，仍擬定出國參訪計畫，內容包括參訪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

中心及各類實習場所，以了解該中心之培訓種類、培訓需求、培訓

時機、培訓成效及培訓實習場所規劃等，做為本公司培訓計畫改進

及規畫訓練實習場所之參考，以增進員工之技能，創造更具競爭力

之台灣自來水公司。計畫內容詳 102 年度派員出國計畫補充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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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參訪人員分別為人力資源處林瑞卿處長、供水處蔡檜森副

處長及工務處李嘉榮處長，出國時間為 102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6

日計 5 日，參訪單位除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外，尚包括日本水道

協會、東京都水道服務社、東京都公共通用服務中心(Public Utility 

Services Center Co. ,Ltd.)、水博物館、水運用中心、水質中心、水科

學館、東村山淨水場、奧多摩水與綠交流館及奧多摩湖等，詳細日

程安排詳如考察行程表(如表 2)。 

表 1:台灣自來水公司 102 年度派員出國計畫補充說明表 

計 

畫 

類 

別 

考察 

計 

畫 

編 

號 

 

計 

畫 

名 

稱 

日本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等機構參

訪 

 

計 

劃 

內 

容 

概 

述 

本公司對於自來水專業人員培訓管道不足，除訓練場所受限外，訓練的課程亦有所

不足，尤其是實務之訓練更因為未有訓練場所及設備，致本公司人員之訓練偏向理

論為多。為增進員工（尤其是新進及調任員工）理論與實務才能，擬了解國際上優

質自來水事業-東京都水道局，其人才的培訓計畫，以為本公司培訓人才之參考。 

計畫內容包括參訪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及各類實習場所，以了解該公司之

培訓種類、培訓需求、培訓時機、培訓成效及培訓實習場所規劃等，做為本公司培

訓計畫改進及規劃訓練實習場所之參考，以增進員工之技能，創造更具競爭力之自

來水公司。 

擬

前

往

國

家

及

機

構 

東京都水道局 

東京水道服務株式會社（東京都水道局子公司） 

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 

東京都水科學館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 

奧多摩湖、奧多摩交流館 

株式會社 PUC 

 

預 

期 

成 

果 

1. 希冀由此次參訪，能了解自來水事業該如何培訓員工（包括培訓需求、培訓種

類、培訓時機、培訓成效及培訓實習場所等），讓員工務實地發揮所長。 

2. 妥適規劃本公司培訓員工之實習場所與設備，便於新進及調任員工能儘速熟悉

調任之工作，對於培訓能達到理論與實務兼具，提升本公司員工之智能。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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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台灣自來水公司東京考察行程表 

考察人數：３名

月 日 禮拜 時　間 內　　容 負責單位 地　　點 交　　通 備考

12:40 抵達羽田機場

15:00 抵達新宿華盛頓酒店

15:30～16:00 拜訪東京水道服務株式會社（TSS） TSS

16:30～17:00 拜訪株式會社PUC PUC

歡迎會

08:00 出發新宿華盛頓酒店

8:30～9：00 拜訪東京都水道局
東京都水道局

（都廳14F）

9:30～10：00 拜訪日本水道協會 日本水道協會

10:30～12:00 考察水道歷史館

午餐

13:00～14:00 考察水運用中心

14:00～15:00 考察水質中心

16:00～17:00 考察水科學館

18:00 抵達新宿華盛頓酒店

晚餐會

09:00 出發新宿華盛頓酒店

10:00～12:00
研修開發中心的說明及教育訓練

課程內容的意見交換

研修開發中

心職員、

TSS

研修開發中心

午餐

13:00～16:30
考察研修開發中心

（包含防漏作業體驗等）

研修開發中

心職員、

TSS

研修開發中心

18:00 抵達新宿華盛頓酒店

晚餐會

09:00 出發新宿華盛頓酒店

10:30～12:00 考察東村山淨水場

午餐

14:00～15:00 考察奧多摩水與綠的交流館

15:00 離開奧多摩湖

18:00 抵達新宿華盛頓酒店

歡送會

AM 出發新宿華盛頓酒店

考察東京都内

14:15 離開羽田機場

二

五6

2

3

5 四

專車

4

12

接駁車

步行

專車

大眾交通

一

三

專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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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察活動 

(一)、 第一天行程(12 月 2 日) 

初冬的台中，清晨微有寒意，為趕台北飛東京之早班飛機，一

行人整裝及攜帶行李，在同仁的協助運載下，早上 6 點即抵達台中

高鐵站，搭 6 點 30 分高鐵上台北，再接駁至機場已是早上 8 點，台

北松山機場陽光普照，退去了寒意，三個人快步至登機櫃台報告，

辦妥行李拖運等手續，即出關檢查並入候機室準備搭機，本次行程

係向中華航空公司訂位(如圖 7)，飛機型號 A300 之大型座機，台北

時間早上 9 點起飛，預定抵達日本羽田機場時間為 12 點 30 分，帶

著興奮之心情、觀摩學習之精神，希望日本行能順利達成本公司交

付之任務。 

 

圖 7.102 年 12 月 2 日出發前松山機場華航候機室 

台北至東京航程 2 小時 30 分，因日本時間快台灣 1 小時，所以

本班機到達東京已是中午 12 時 30 分，抵達羽田機場出關後(如圖

8)，東京都水道服務社岸野先生已在機場等候，從機場到下榻之新

宿華盛頓飯店交通便捷，地下鐵或巴士都可搭乘，因行李須先行置

放，我們選擇了巴士直達飯店，至飯店辦妥住房登記後，即展開第

一站東京都水道服務社之拜訪行程，因路程僅需步行 20 分鐘，約定

下午 3 點自飯店集合出發，此時東京都水道服務社馬場仁利部長已

至飯店，馬場先生來台多次，本次台灣有自來水事業友人至日本東

京都參訪，特別來飯店迎接我們，令到訪者倍感溫暖，出發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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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在東京都廳前大道步行，映入眼簾是東京都新宿地區街景，

高樓林立、街道乾淨、車行有條不紊，直覺東京都真是世界有名之

國際都市。 

 
圖 8.102 年 12 月 2 日抵達日本羽田機場 

1. 東京都水道服務社(TSS) 

首站東京水道服務社(TSS)，位在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6-14-1，

下午 3 點 30 分進入 TSS 辦公室，社長增子敦先生、專務取締役(董

事)內海正彰先生、東京水道國際公司飯嶋宣雄董事長等人在候客室

等我們到來，坐定後由增子敦社長致歡迎詞：『日本天氣較冷，不過

本週會是後應更好天氣；台灣像南國一樣天氣較熱，感謝上月赴台

灣基隆接受本公司之接待；台水公司自來水管材選用仿照水道局，

跟台水公司幾次交流，双方往後應更能密切合作；人才是事業單位

重要資產，日方對人才培育很重視，12 月 5 日安排參訪研修、開發

中心，對台水公司應有幫助；歡迎各位之到訪』，接著本公司李處長

回應：『此行東京都參訪希望了解日本自來水經營管理、人才培育方

式，學習水道局降低漏水率之經驗，並感謝日方協助行程之安排』。 

初次寒暄後由馬場仁利部長再說明這幾日行程安排，接續本公

司請教很多問題，包括參訪 TSS、PUC，水博物館、水科博館、奧

多摩水與綠交流館等是否為水道局經管單位？日方回覆東京都水道

局服務社(TSS)及公共通用服務中心(PUC)均是東京都水道局之子公

司，官股佔股份 51%以上，社長由水道局指派，TSS 員工約 1500 人，

專司工程設計監造與代操作維護、管線施工或檢漏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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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 公司員工約 1000 人，專責用戶水費計收入、客服業務、圖資系

統、人資管理及不動產管理系統開發，除東京都水道局之勞務承攬

外，並將資訊系統開發成果銷售給其它自來水事業選用；東京都水

道局員工約 4000 人，水博物館、水科學館及奧多摩水與綠交流館均

為水道局所設置，惟部份業務係由水道局官辦民營勞務外包；TSS

員工約 20%由水道局退休資深優良人員轉任，俾工程技術繼續經驗

傳承，另約 80%員工係召募進用民間人士，另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

亦由水道局派 40~50 人擔任訓練講師，水道局官方亦會派新進人員

至 TSS 見習，服務年資則照計。 

另請教日方水道局降低漏水率有否成立專案小組或防漏單位？

TSS 回覆在 1960 年代即常態性成立負責規劃分區計量、檢測漏人員

約 600 人，後因降漏成效良好且部份委外，目前已降至 200 人左右；

最後本公司再請教機場附近多為填海造地，有否不均勻沉陷造成管

線地漏情形？另水道局大型水管橋及大型淨水場是否委外技術顧問

公司設計？TSS 答覆填海造地管線並無差異沉陷造成管線地漏問

題，惟管線銹蝕漏水是有的，另差異沉陷接頭漏水係在過水管橋才

會有發生，可用可橈管接頭克服，NS 接頭可適用在強震區及土壤液

化區，大型水管橋及淨水場跟台灣一樣委外設計；因時間有限無法

繼續請益，双方在交換紀念品並合照(如圖 9、10)後結束第一站之拜

訪行程，本公司向 TSS 請教之問題均能逐一獲得回應，讓我們更了

解東京都水道服務社及相關單位所扮演之角色，本次會場特別桌上

擺放台、日双方之國旗，日方對本公司之禮遇讓我們深受感動。 

 

圖 9.102 年 12 月 2 日拜訪 TSS 增子敦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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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2 月 2 日與東京國際水道公司飯嶋宣雄董事長在 TSS 合影 

2. 水道公共通用服務中心公司(PUC) 

下一站參訪水道公共通用服務中心公司(Public Utility Services 

Center Co.,Ltd 簡稱 PUC)，位在東京都新宿區西新宿 6-5-1，我們自

TSS 步行至 PUC 僅十幾分鐘，至該公司後由取締役(董事)大平晃司

先生、管理本部長加藤照夫先生等人接待，双方問候後聽取該公司

簡報(如圖 11)，PUC 公司概要(如表 3)在 2004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

(1966 年東京都水道局水費計收開始設立財團法人)，營業項目包括

水費計收、資訊系統開發、客服中心(CC)、資訊技術(IT)，並銷售人

資、客服系統套裝軟體至其他自來水事業，PUC 經營理念在於信賴

(Reliable)、技術(High-tech)、安心(Security)，其使命在貢獻當地社會

高品質之服務，PUC 為東京都水道局子公司，目前 PUC 在多摩地區

接受水道局委託設有 12 服務站，在區部接受水道局委託設有足立區

及板橋區 2 個營業所，其餘區部 20 營業所仍由水道局直營，未來水

道局會將區部各營業所逐步釋出委由 PUC 營管服務，東京都水道局

設有 2 個客服中心(CC)全部由 PUC 建置及委託經營，24 小時全年無

休，1 處設在多摩地區立川市，員工約 100 人，另外 1 處設在區部新

宿區，員工約 400 人，PUC 公司在東京都水道業務營運狀況(如圖

12)。 

上述 PUC 業務在於資訊(Information)、客服中心(Call Center)、

電腦中心(Computer Center)及服務站(Service Station)，此與本公司營

業、資訊與用戶服務全由公司自辦截然不同；除聽取 PUC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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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著本公司也請教幾個問題，包括 PUC 非供水單位，客服中心

如何獲知供水訊息回覆用戶？PUC 回應客訴電話會向水道局供水單

位查證後再由客服窗口答覆用戶；用戶夜間來電無水可用，客服中

心如何處理？PUC 會請水道局夜間待命值班人員緊急處理；PUC 客

服中心用戶個人資料如何保護及用戶水費需向水道局或PUC之網站

查詢？PUC 說明用戶欲查個人資料可至水道局建置之網站查詢，又

營運資訊系統係為封閉型不致洩漏個資，另 PUC 公司會要求服務人

員避免個資外洩並施以教育訓練。幾個問題交換後，我們也將台灣

帶來之紀念品致贈給 PUC 公司及合照(如圖 13.14) ，結束了今日拜

會行程。 

 

圖 11.102 年 12 月 2 日在 PUC 聽大正晃司先生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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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PUC 公司在東京都水道業務營運狀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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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PUC 公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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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02 年 12 月 2 日致贈 PUC 大正晃司先生紀念品 

 

圖 14.102 年 12 月 2 日在 PUC 與大正晃司先生等合影 

(二)、 第二天活動(12 月 3 日) 

1. 東京都水道局 

早上 8 點 15 分由飯店出發步行至東京都廳第二辦公廳舍 14 樓之

東京都水道局，水道局為與本公司簽署 MOU 之官方單位，屬東京

都政府轄下之單位，水道局供水轄區包括京都 23 區及多摩地區 26

個市町，給水區域面積 1233.99km
2，給水人口 1282 萬 2722 人，

普及率 100%，用戶數 693 萬 9,984 戶，配水管長度 2 萬 6,219km，

供水能力 685 萬 9,500m
3
/日，年總配水量 15 億 6,933 萬 6,000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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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日配水量 480 萬 3,400m
3
(如表 4, 2011 年 3 月)，自來水水源水

系及供水區域概要(如圖 15)，東京都水道局組織設有局長、次長、

多摩水道推廣本部長、各部、事務所、中心等 17 個單位(如圖 16)。 

表 4:東京都水道局供水概況表 

 

本次出國前已函東京都水道局請協助台水公司參訪行程，所以

本日進入東京都水道局局長辦公室，由局長吉田永親自接見，陪同

者尚有次長福田良行先生、總務部長松宮庸介先生、企劃擔當部長

等相關水道局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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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東京都水道局水源水系及供水區域概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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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東京都水道局組織圖 

吉田局長首先歡迎我們到訪，其曾於 1999 年台灣 921 大地震過

後，與日本水道協會來台調查地震造成自來水公司之損失，所以對

台灣並不陌生，我們則讚揚東京都水道局漏水率僅 3%居世界最低，

值得本公司學習，局長則向我們表示此乃經過長期努力的成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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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汰換 DIP 管材，用戶外線採不銹鋼波狀管，接頭採耐震之 NS 接

頭(如圖 17)；我們再請教東京都地鐵甚多，其大口徑管種及施工方

式為何？吉田先生說明日本是多地震國家，大口徑管材均採用 DIP

而無 PCCP 混凝土管，大口徑在都會區道路明挖是有困難，所以有

很多地段均採推進與潛盾方式施工，管種仍為 DIP 之 U 型管；我們

接著再提出大口徑管線在運轉中如何檢修？局長則回應有兩種方

式，一為潛水式之遠端遙控探測器，檢測長度約 150 公尺，另一則

需停水檢修惟須以 by-pass 供水(此情況是比較少的)；局長請我們喝

東京都水道局產製之瓶裝東京水(如圖 18)，其並未在商店上架，我

們品嚐口感甚好，檢視其標籤採水地點為東京都板橋區之三園淨水

場，硬度為 52~98mg/l 及其他礦物質。 

 

圖 17:東京都水道局採用 DIP 耐震(NS)接頭 

 

圖 18:東京都水道局產製之東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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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過東京水後，我們開始請教水道局各淨水場處理程序及水源

取得及管理等問題，吉田先生進一步說明其所轄淨水場水源均為地

面水，少有地下水及海淡水，部份淨水場有經薄膜處理，大多數淨

水場除傳統處理程序外，均加設高級處理(臭氧及活性碳吸附)，日本

有十多座水庫及攔河堰，水道局僅管理奧多摩湖(小河內貯水池)，該

湖泊有效蓄水量約 1 億 8 千 5 百 40 萬噸，集水區土地全由水道局收

購造林保育水源，其餘為中央國土交通機構管理，至於是否需購原

水來處理？水道局答稱因興建時期，水道局已參與負擔建設經費，

擁有固定之分配水權量，故未再付出原水購水費；水道局在工程設

計監造及操作維護有專業之水道服務社(TSS)代辦，營業客服資訊發

展則委託 PUC 代理，水源保育良好，淨水場均再導入高度處理，令

我們不得不佩服東京都水道局，民眾對東京水深具信心；經過一番

交流後，我們致上台灣帶來之紀念品及與局長合照，以感謝吉田永

局長之接待(如圖 19)。 

 

圖 19.102 年 12 月 3 日與水道局吉田永局長局長合影 

2. 日本水道協會 

離開東京都水道局後，我們搭車前往下一站，公益社團法人日

本水道協會，位於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南 4-8-9，早上 9 時 30 分抵

達水道協會辦公大樓，7 層樓之大樓為水道協會所擁有，走進大樓一

樓川堂兩側櫥櫃陳列水協會員各公司之目錄，另我們眼睛一亮，日

本水道協會會員眾多，組織可用資源相當豐富，對水道業務之推展



 

19 

 

有相當助益；上樓後理事長尾崎勝先生已在辦公室迎接我們的到訪

(如圖 20)，陪訪者有研修國際部長松井庸司先生、研修國際部次長

富岡透先生、研修國際部國際專門監三竹育男先生，另在協會內遇

見 102 年 9 月到本公司參加耐震研討會演講者，研修國際部調查役

大久保卓次先生，特別感到溫暖，在水道服務社馬場仁利部長引見

下，我們與尾理事長話談水道協會業務，尾先生主動提及去年曾來

到台中參加 101 年由本公司四區處主辦之自來水節，深刻記憶陳福

田理事長及賴永森經理之款宴接待，也感受台灣朋友之熱情。 

接著我們請教尾理事長有關水道協會在日本所扮演之角色，給

予水道事業有何服務？尾先生向我們陳述：水道協會有 1345 個正會

員，它是水道事業之顧問，包括經營管理研究及水道技術調查研究，

它也辦理相關水道事業從業人員之教育訓練，包括水道配管設計及

配水管工技能講習、水道施設管理技士資格認定與登錄，日本全國

有 30 幾處教育訓練場地(水道局提供場地、TSS 派駐講座、由水道

協會主辦)，它也協助日本水道事業之國際交流活動，它也辦理水道

用資機材性能試驗、製品檢查、檢查報告證明、工場檢查及水道用

品登錄等，品質認證服務，GLP 水道認定服務，出版水道相關之圖

書，法規研究提供政府修法，JWWA 水道保險服務等；水道協會組

織設有總會、理事會、事務局設有各部、各委員會(如圖 21)及全國

有 7 個分處，員工 200 多人，部份業務會請水道事業單位支援。 

 

圖 20.102 年 12 月 3 日會晤日本水道協會尾崎勝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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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日本水道協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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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水道協會財務來源如何？尾理事長答稱：個人及團體會員

會費收入、水道事業會費收入、辦理教育訓練所得、代理檢試驗收

入等，不接受政府補助，但如承受政府委託就有研究收入；日本自

來水節在每年 10 月中下旬，由水道協會籌辦；我們又請教日本消防

用水及水價如何訂定？答稱消防水費由政府負擔，日本各水道事業

會計獨立，自給自足不受法令限制調整水價，水費訂定由自來水事

業擬定送議會核准，另外水道協會會提供資料分析給決策單位參考，

我們覺得日本水道協會幫助水道事業之發展確有相當重要之貢獻，

且發揮其組織應有之功能，最後因時間有限，我們與日本水道協會

人員合影(如圖 22)留念後離開，離去時發現該會館前庭掛著『がん

ばろう水道日本 強い絆が支える 日本の力(加油日本水道，強有力

支撐日本國家競爭力)』自勉(如圖 23)。 

 

圖 22.102 年 12 月 3 日與日本水道協會人員合照 

 

圖 23.102 年 12 月 3 日在日本水道協會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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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歷史館 

拜會兩個水道事業後，下一站至東京都水道歷史館，位在文京

區本鄉二丁目 7 番 1 號，據聞東京都水道已有四百年之歷史，該館

陳列之水道歷史及器具展示足以吸引我們台灣來的訪客之興趣；進

入水道歷史館，水道局已安排館內工作人員專程導覽，水歷史館二

樓展示東京都四百年前(1590~1654)江戶時代的水道，東京水道的起

源江戶上水掛圖，「上水記」羽村堰之手繪圖，木製之水管及接榫、

楨肌木製之接水井與木管組裝技術(如圖 24)，玉川上水之建造者玉

川兄弟雕像(如圖 25)，江戶時代庶民之房屋樣式、動物畜牲居所、

衛浴引水井及排水管路、生活方式等，該館 1995 年開館至今，來參

訪者可了解東京都水道之繼往開來，且參觀為免費並以學生居多。 

 

圖 24.在東京都水博物館展示之木製水管斷面 

 
圖 25.東京都水博物館展示玉川上水之建造者玉川兄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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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賞二樓後引導我們至一樓，映入眼簾為明治以後(1868 年)導

入之西洋風格建築，村山貯水池取水塔 1:1 比例實物重現(如圖 26)；

導覽人員很專業、認真的解說東京都水道過去與現代，一樓陳列近

代與現在之水道設備，水量計、制水閥、金屬柱式共用水龍頭，牛

馬犬貓與人共用之馬水槽(如圖 27)，日本東京都水道局經歷數次之

震災，所以一樓也陳列各管線接頭之發展、各類鑄鐵管材(如圖 28)、

檢漏設備、高度淨水處理、配水量、改變的水與生活方式等，現在

之東京水道已成為世界自來水公用事業之一，最後工作人員再以多

媒體影音播放本歷史館與東京都水道局以加深我們對本次參訪之印

象，接近中午離開水歷史館前我再合影留念(如圖 29)。 

 

圖 26.在東京都水博物館村山貯水池取水塔 1:1 比例實物前合照 

 
圖 27.在東京都水博物館牛馬犬貓與人共用之馬水槽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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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在東京都水博物館陳列之各管徑 DIP 

 

圖 29.在東京都水博物館前合影 

4. 水運用中心 

中午至市街用餐，步行之間我們發現了水道局消防栓指示牌除

指明消防栓位置外，另可出租作招牌使用增加收入(如圖 30)，或許

可引用在本公司之消防栓指示牌上；下午我們繼續參訪水運用中心

(配水監控中心)，該中心就在水道歷史館隔鄰(如圖 31)，此時我們才

知道水道歷史館、水運用中心、水質中心等都位於文京區本鄉給水

所內，進入中心大樓後，引導人員帶我們至簡報室，所長為迎接我

們的到訪已準備簡報，為供應穩定安全及味美之飲用水，水道局 1979

年成立水運用中心，統合操作調配、震災緊急調整周邊區域供水及

維護各給水站、加壓站設施之運轉，以確保用戶正常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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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水道局消防栓指示牌可出租作招牌使用 

 

圖 31.水道局水道歷史館與水運用中心、水質中心位在同址招牌 

所長概略報告東京都水道局供水水源主要來自利根川及荒川河

水佔 78%，多摩川佔 19%，其餘表面水約 3%，12 座淨水場日處理

能力 685 萬 9,500 立方公尺(表 5)，水運用中心主要工作在搜集資料，

包括降水量及氣候觀測、水庫貯水池水位蓄水量、河川水位及流量、

攔河堰取水量、淨水場原水及出水量、給水所加壓站運轉情形、配

水池水位水量、配水系統之管網流量、壓力及水質監測站等，目前

水量水壓監測站(Telemeter 如表 6)計 313 站(中區 257 站、多摩區 56

站)，水質監測站計 123 站(中區 45 站、多摩區 78 站)，每天收集資

料約 2 萬筆，參考季節、假日、時變化，天候等因子擬定每日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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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計畫(如圖 32)，由該運用計畫再一步擬定各加壓站加壓馬達之運

轉時數，簡報過程特別顯示奧林匹克足球賽，中場休息用水量激增，

因一大事件之舉行發生不正常之用水時變化，令我們感受到水道局

對供水操作之精進；水運用中心另一功能為供水狀況即時監視，是

否如每日運用計畫運轉，如監視資料異常會發生警報，就需派員查

詢是否為供水設備意外損壞或破管，並採取緊急應變措施處理或排

除故障。 

表 5:東京都水道局供水水源及淨水場日處理能力表 

 

表 6:東京都水道局水量水壓監測站統計表(Telemeter) 

  

所長向我們簡報水道局動力使用狀況，除局部考小型水力發

電、太陽能發電外，一年使用之電力約 800million KWh，其中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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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佔 8%、淨水 31%、配水約 61%，水道局用電量約佔東京總用電量

之 1%，所以水運用中心也收集各加壓站知電力使用情形，並選用最

節能之管路供水；我們也請教在東京都各配水池設置之型式？答稱

大都為地下式，池頂覆土兼綠美化；又各加壓站在都會區，抽水機

之型式為何？有否因抽水機運轉發出之噪音而遭民眾異議問題？所

長說明抽水機以橫軸式居多，抽水機馬達多設置在室內，因有外牆

阻隔馬達聲音，所以不致引起民眾投訴；簡短詢答幾個問題，所長

引導我們至監控室參觀，螢幕牆與本公司大淨水場一樣，不過這裡

卻掌握每日 483 萬頓供水量之控制中心，控管東京都各區之供水量、

水壓，如管路或供水設備異常即能迅速處理，目睹水道局之配水及

監控設備(如圖 33)，也感受東京都水道局在供水操作管理之用心。 

 
圖 32:水運用中心擬定每日之運用計畫 

 
圖 33.水道局水運用中心配水及監控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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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質中心 

水道局中村先生及服務社內藤課長今日陪同我們參訪，行程安

排有點緊湊，水運用中心結束後即到下一站水質中心，水質中心故

名思義應負責水道局水質檢驗與品管等業務，該中心人員正在等待

我們之到訪，進入簡報室聽取該中心業務，東京都水道局水質中心

在 2004 年獲得 ISO/IEC17250 金屬類認定，2007 年擴大獲得

ISO/IEC17250VOC 類認定，2009 年再擴大獲得 ISO/IEC17250 鐵類

化合物認定，這些之認證直覺水道局水質檢驗有一定之品質要求與

標準。 

水質中心主要業務內容，包括(1)水源水質的調查，定期的調查

及掌握水質變化趨勢，(2)淨水場水質檢查，原水與淨水水質，(3)給

水栓水質管理，自動水質監視器及用戶給水水質安全確認，(4)水質

事故之對應，水道局配備緊急自動水質試驗車，機動的在車上實施

水質檢查，水質污染、廢水排放採樣及計算污染模擬圖俾採取對策，

(5)水質調查研究與發展，高度淨水處理效率提升，薄膜處理膜更新

研究等，(6)其他，如客訴水質問題處理，異物分析及「年度水質會

議報告」分享等。水質自動監測器 24 小時連續檢視，監測項目有濁

度、色度、餘氯、PH、導電度、水溫及壓力等 7 項，2012 年已設置

中區 47 站，多摩區 84 站，合計 131 站，比在水運用中心所見 2009

年版之自動水質監視器又多了 8 站。 

東京都水質管制項目計有 50 項，簡報完後水質中心人員引導參

觀該中心之檢驗設備包括異物分析計室、檢鏡室、微生物試驗室、

微量有機物試驗室等，另該中心針對 311 福島核災後特別引進能檢

驗水中輻射物質之儀器(如圖 34)，這與台灣僅能量測周邊環境輻射

值之儀器又更先進了，我們也參觀設於本鄉給水站內之自動水質監

測器(如圖 35)；最後我們再請教水質中心人員幾個問題，東京都政

府或中央環保單位會抽檢水質合格否？答稱水質完全由水道局負

責，環保單位不會再抽驗水質；水質中心會協助淨水藥劑及廢水排

放管制項目嗎？答稱會協助 PACL 藥劑之檢驗；水質中心會協助高

濁度水質處理嗎？答稱水道局各淨水場尚未曾發生高濁度原水情

況，未有需協助處理高濁度原水之經驗；水道局遇水質污染有否逕

行取締之權利？答稱與台灣一樣僅有舉發權而無取締權；我們直覺

水道局水質中心在處理水質業務時，應不會像台灣那麼複雜而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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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的，且東京都水道局供應之自來水水質確實是好水，是有品質保

證，了解水質中心業務後，離去前我們再於入口與水質中心工作人

員留影 (如圖 36)，感謝其為我們之解說。 

 

圖 34.水道局水質中心檢驗水中輻射物質之儀器 

 

 

圖 35.水道局水質中心自動水質監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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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水道局水質中心前與工作人員合影 

6. 水科學館 

今天最後一個行程為東京都水道局所屬之水科學館，位在台場

江東區有明三丁目 1 番 8 號，我們由水質中心驅車至水學館已是下

午 4 點，該館係免費開放參觀，原是有明給水站之所在地，經水道

局規畫設置一座三層樓高之水科學館，進館後引導人員帶我們至三

樓，眺望設在配水池牆側所設置之大型 LED 螢幕，播放水滴寶寶旅

行記，包括水的循環、水的淨化、水的利用、水的再生等，幾分鐘

生動有趣之水滴寶寶影片，讓參觀者先認識水的由來，這對我們水

事業之從業人員並不陌生；除觀賞螢幕外，我們也目睹配水池旁之

兩部抽水機正在維修，特別注意其技工、領班按標準作業程序換裝

機件，工具、零件、人員防護裝備及安全措施等，均擺放整齊，在

現場落實 5S 要領，另我們佩服日本技工之敬業精神與工作態度。 

請教工作人員一些館內問題後，引導人員接著帶我們到另一令

人驚嘆之影院，大夥各自坐在舒適之沙發椅上，可以極悠閒姿態或

躺、或臥、或坐隨君所便，欣賞從前方、左右或天井播放之三 D 影

片，介紹森林生態、水源保育與水庫、從森林到都市發展、從河流

到家庭用水，說明了森林保育及水源保護之重要，灌輸民眾愛水、

護水、珍惜用水之觀念，影像從四方而來，目不暇給，極具震憾性，

令觀賞者流下驚嘆！美好之教育。十幾分鐘播放結束後，我們循著

參觀路線，到水的來源-森林探險(如圖 37)，首先為多摩川上游森林

及奧多摩湖集水區鳥瞰圖，你的足跡可踩在伸展下之森林，接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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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裡之自然生物與水及如何保護森林與水源，除了圖像、模型、

標本外，館內也設置一些遊戲及電子機，還有水的實驗室，讓小朋

友能在互動遊戲或體驗中去學習環境保護，特別是在水資源保育

上，我們也在館內看到水道局為何會停水及管線潛盾施工之影片播

放，館內處處都呈現民眾用水之常識，我們覺得水道局藉水科學館

可教導民眾更了解水，以達到教育宣導之功能，最後我們在入門處

留影後(如圖 38)離開。 

 

圖 37.水道局水科學館水的來源-森林探險 

 

 

圖 38.參訪水道局水科學館 

從早上出門到黃昏才結束今天之行程，總共參訪水道局 5 個單

位及日本水道協會，會晤水道局局長及水道協會尾崎勝理事長，讓

我們了解水道局與水道協會之組織及業務概況，我們請教很多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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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事業經營問題，他們都能一一回應，令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參訪

水運用中心及水質中心，使我們更進一步了解東京都水道局供應量

足質優東京水，其操控單位運用先進之設備與技術，讓用戶能喝到

安全、衛生、可口又穩定供應之水道水；另外參訪水博物館及水科

學館，讓我們見識到水道局之用心，能將東京上水四百年之歷史文

物保留下來，藉古物設施讓民眾了解東京水道之由來、演進及發展，

先人之打拼努力開發引水，從過去到現代管材研發及裝接技術都可

在博物館內瀏覽，水科學館教育民眾保育水源，運用游戲影片宣導

用水知識，寓教於樂方式讓參訪者珍惜用水之重要，難得有此機會

親臨東京都水道局參訪，今日行程滿滿收獲滿滿，真是不虛此行。 

(三)、 第三天活動(12 月 4 日) 

今天的行程是參訪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大伙搭乘東京

的運輸工具－地鐵電車，由飯店出發步行至地鐵站搭乘東急線至自

由之丘站下車，再轉搭電車至八品仏站下車後步行約 15 分鐘至東京

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在該中心一樓守衛室交換證件登記後，所

內人員引導我們到簡報室，安排板本充男先生接待及簡報業務概要

(如圖 39)，看板見到我們國旗和歡迎標語，倍感親切。 

 

圖 39:研修開發中心聽簡報 

研修開發中心於 2005 年成立，佔地約一萬九千平方公尺，由原

玉川淨水場址改建而成，還保留原有的舊紅磗牆，主建築物為三層

教室及辦公建築並設有戶外實習的場地，其主要訓練對象為東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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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局員工、日本自來水事業相關人員及水協會的成員，辦理管線、

電氣、檢漏操作實務及技術教育訓練，研訓中心主任由東京都水道

局任命，為該局之轄管單位。 

研修開發中心研習目標 1.精銳水道人材的育成 2.水道業務本職

技術技能的繼承和提昇 3.水道界人材的培育和養成；東京都水道局

人才育成體系分為工作外訓練【Off the Job Training(Off-JT)】，在職

訓練【On the Job Training(OJT)，自己啟發等；對於(Off-JT)研修體

系則分為職層別研修、實務研修、課題別研修、講師養成研修及派

遣研修等 5 項；為因應水道局職員大量退職，水道局也建立專家技

術制度之認定，俾藉有經驗之資深人員將技術傳承，經由認定之水

道技術專家至今有 38 人，其類別分為設計施工管理、淨水、配水、

給水、水運用、水質、水源管理、營繕等 8 類，另外東京都水道局

也建立專家知識資料庫，藉 Q&A 及文章影像分享作為經驗傳承之途

徑，這正與台水公司已建立之 OPEE 系統有異曲同工之妙。 

聽過簡報以後我們進一步請教研修中心議題，包括 OJT 計畫書

由誰填寫？答稱由員工自填；訓練計畫由誰擬訂？答稱由研修開發

中心調查各部門之需求班種，再由員訓中心編排訓練課程及期別，

訓練計畫係每年 4 月至翌年 3 月，一年班別約 100 個；訓練課程的

編排及講座由誰安排？答稱員工訓練編排及講座均由該中心主導，

中心的行政人力約 20 名，專業講師則分布在各單位，有需要再請講

師到員訓中心授課；講師是否都需要認證的措施，答稱不必強制，

該中心 2010 年通過認證的講師 65 位，2011 年 76 位，到 2012 年己

達 91 位成效良好；報訓人員過多如何處理？如期別太多會刪減班

別，參訓人數過多由各部門主管排列受訓順序以應所需，當年無法

納訓則改列下年度；研修中心食宿設施如何？所有參訓人員的住宿

都採自理方式，伙食由中心以代訂餐盒的方式委外送達，受訓的日

數有半日、1 日、2 日、5 日不等；研修中心設備或場地出借收費否？

員訓中心教室可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可提供訓練人數為 200

人、60 人、25 人，場地設備外借需計收取用。 

相互交流後所內人員引導我們參觀訓練場地，上午介紹室內實

作場所的各項設施：包括該所電氣研習室(如圖 40)、機械實習室，

管線閥類配置、抽水馬達拆裝、各種加藥機件、閥類設備器材展示

等，當日適逢有學員實地辦理馬達的維修和安裝(如圖 41)；接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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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室外之大口徑（500m/m）裝配場地(如圖 42)，鋼棚下有四組

500m/mDI 彎頭、短管之裝接(如圖 43)；鋼棚下另一側有大口徑 NS

接頭之 DIP 直管裝接訓練場地(如圖 44)；除大口徑之裝配外，我們

也見識小口徑(75~200m/m) GX 接頭裝配之訓練場地，是日現場也正

好有水管承裝商技術人員在訓練 GX 接頭(如圖 45)，看他們之現場

實作，讓我們覺得講座很認真解說接頭裝配技術，學員也很紮實研

習操作每個步驟，管線裝接均按步就班執行每項動作，讓我們感動

佩服；接著觀看淨水處理場地實習，有混凝、沉澱、快濾設備之

100CMD 之傳統處理程序模場(如圖 46)，讓學員了解淨水處理過程

及操作實務。 

 

圖 40:電氣研習室 

 
圖 41:學員實地辦理馬達的維修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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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大口徑（500m/m）裝配場地 

 

圖 43:500m/mDI 彎頭、短管之裝接 

 
圖 44:NS 接頭之 DIP 直管裝接訓練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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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小口徑(75~200m/m) GX 接頭裝配之訓練場地 

 

圖 46:混凝、沉澱、快濾設備之 100CMD 之傳統處理程序模場 

下午參觀檢漏場地前我們至二樓之展示室瀏覽，該展示室陳列

很多與自來水器材及設備，還有很多檢漏器具使用功能教學影帶播

放及研究成果，包括各年代水量計使用之演進(如圖 47)、管內劣化

調查偵測器、電磁波式漏水檢知器、時間積分式漏水發見器、攜帶

式水量計試驗裝置、處理實驗(有機 MF 膜及無機 MF 膜)、NF 膜種

類及淨水處理技術、海水淡水技術，室內還有日本相關自來水事業

之協力廠商陳列之器材展示，如自來水用鋼管、不銹鋼波狀管(如圖

48)、用戶用水設備等，除可作為學員之輔助教材外，課餘時間還開

放給學員參觀以增進學員了解更多自來水器材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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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研修開發中心陳列水量計使用之演進 

 

圖 48: 研修開發中心展示不銹鋼波狀管 

接著研修中心訓練課長引導我們繼續到檢漏場地參觀，該場地

係由鋼棚搭建，地面佈設相當多之管線裝配與檢測訓練之實習場

所，其配置訓練項目分別為 1.用戶外線模擬漏水檢漏，地下埋設不

同管種之 SSP、PVC、PE、PB 等四種管材，閥啟開後用戶外線地下

滲漏點利用聽音棒及檢漏器實地聽測試，所內人員也教我們實地聽

測試(如圖 49)；2.球閥、排氣閥、閉閥及電動閥等剖面、安裝標準及

操作實習(如圖 50)；3.CIP 接頭(灌铅)修漏方式及器具；4.管路位置測

定，藉由表位敲擊聽音辨位，測試管路埋設之位置；5.配管安裝訓練，

分水鞍安放及鑽孔、不銹鋼波狀管施工、消火栓設置、防脫接頭等(如

圖 51)；6.夜間最小流量測試方式(如圖 52)；7.漏水位置特定裝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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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用戶水表換表試驗場地；9.修漏開挖及斷管裝接；10.電動

閥開關器行動車；11.舖面材料不同之測漏；13.制水閥及消火栓停復

水啟閉；14.窨井內之特殊閥類操控(如圖 54)及管末端盲蓋安裝壓力

測試；15.回填材料分層認識及舖面種類；16.管溝擋土設施種類及配

管施工(如圖 55)；17.水池結構紮筋標準及混凝土完成面等。 

 

圖 49:用戶外線模擬漏水檢漏廠場地 

 

圖 51:各類閥類剖面、安裝標準及操作實習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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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配管安裝訓練場地 

 

圖 52:夜間最小流量測試模擬場地 

 

圖 53:漏水位置特定裝置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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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窨井內之特殊閥類操控場地 

 

圖 55:管溝擋土設施種類及識別場地 

參觀該等設施後研修開發中心主任牧田嘉人先生在辦公室等我

們，一整天在這裡參訪，見識到很多員工訓練場地與設施，所以在

離開時特別至主任室拜會牧田嘉人先生(如圖 56)，特別感謝研修開

發中心之安排，本日至研修開發中心參訪感受到東京都水道局對員

工培訓場地之用心，實作場所的各項設施都符合該局訓練的需求，

來此訓練能學習到真正管線施工及檢漏之各項實務技能，每個員工

對訓練資源都很珍惜，這是台水公司將來設置訓練機構值得借鏡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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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拜會研修開發中心主任牧田嘉人先生 

(四)、 第四天活動(12 月 5 日) 

1. 東村山淨水場 

本日行程將參訪東京都水道局東村山淨水場及奧多摩湖，早上

將至東村山淨水場，東村山淨水場約距新宿副都心約 20km，位於東

京都東村山市美住盯二丁目 20 番地 236，佔地 26 公頃可眺望環抱西

北部水源地之村山，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在車上水道局陪行人員已

分送該淨水場之簡介給我們參考，讓我們先了解該淨水場之概況，

沿途我們也欣賞東京都郊外之風景及田野風光。 

進入東村山淨水場後場內人員引導我們至會議室聽取簡報(如

圖 57)，簡報者介紹東村山淨水場之特色有四：它是東京都水道局 4

大淨水場之 1，能同時取用多摩川及利根川水系之水源；它利用重力

流供水(標高 80 公尺)，是震災重要之取水點；於平成 10 年自備發電

系統，停電時維持運轉；積極活用太陽能、水力發電。 

東村山淨水場一日最大供水能力 126.5m3／日（約 230 萬人

份），自多摩川及利根川兩河系取水(如圖 58)，多摩川原有兩處原水

取水口，分別為小作取水口與羽村取水堰；利根川水系則是經利根

大堰、武藏水路、秋瀨取水堰後，在朝霞淨水場以加壓方式送進本

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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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東村山淨水場聽取操作人員簡報 

 

 

圖 58:東村山淨水場取自多摩川及利根川兩河系水源 

東村山淨水場有第一快濾及第二快濾兩套系統，第一快濾有臭

氧及活性炭等高級處理設備，東村山淨水場其處理流程(如圖 59)，

包括接合井、著水井、混合池、膠凝池、沉澱池、臭氧接觸池、生

物活性碳吸附、快濾池、配水池，及廢水處理系統。 

茲將幾個重要處理程序再分述如下： 

藥品沉澱池：第 1 沉澱帶之沉澱物以刮泥機處理至排泥池，第 2~3 沉

澱帶之沉澱物於水乾時，後以壓力水沖洗至排泥池；合計有 20

個沉澱池，容量為 159,280m3(如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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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東村山淨水場處理流程圖 

 

圖 60:東村山淨水場藥品沉澱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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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濾池：計有 84 池，第一系統採韋勒式，第二系統採多孔板式。又，

為防異物混入，各地皆有加蓋處理(如圖 61)，快濾設備含濾床、

濾石、濾砂、表面洗砂及反沖洗砂等。 

 

圖 61:東村山淨水場快濾池 

高度淨水設施：主要為臭氧及活性炭方式，每日可處理 88 萬 m3，其

特色為建設用地狹小，處理效率較高；東村山淨水場導入高級淨

水處理旨在處理過去傳統沉澱及過濾無法去除之物質，包括臭

味、三鹵甲烷之前驅物質、陰離子界面活性合成物質及氯的味

道，並在提供更高品質之用水。 

臭氧接觸池：有效水深 12.85m，採用下降並列方式，為使水與臭氧

充分接觸，特設置二段式滯流槽(如圖 62)。 

 

圖 62:東村山淨水場臭氧接觸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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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設備：濃縮空氣中之氧氣，作成高濃度臭氧，自有高濃度臭氧製

造設備(如圖 62)  

 

圖 62:東村山淨水場高濃度臭氧製造設備 

活性炭吸附池：讓臭氧處理水以重力流方式通過 2.5m 粒狀活性炭

層，處理水量可依各池出水口之閥栓及流量計自動控制，洗淨方

式則採炭層下方之加壓空氣與水同時進行(如圖 63)。 

 

圖 63:東村山淨水場活性炭吸附池 

廢水處理：其處理程序為廢水渠→沉澱→排泥→調整槽→濃縮槽→加

壓脫水機→破碎→再利用園藝用土(如圖 64)；電熱能系統，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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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電熱能系統加速脫水效果，脫水後之泥餅含水量約為 50～

60%，多用於園藝原料。 

 

圖 64:東村山淨水場廢水處理程序圖 

電源設備：本淨水場主要電源除東京電力公司提供外，並自備水力、

太陽能等發電設備，進一步提高供水之穩定性；常用電源為

66,000V 之電源兩迴路分送至變電所；變電所內有 4 台 3,300V

之變壓設備。 

常用發電設備：為提高供水穩定性，自平成 10 年 10 月起開始運轉，

供給 3,300V 之電源。此發電設備所產生熱能用於加速泥餅乾燥

作業。 

水力發電設備：於平成 13 年 4 月起，在村山下貯水池導水管之第 2

村山線上加裝特殊水車，利用該管路之水流發電，最大可產生

1,400kW 之電源供場內使用(如圖 65)。 

太陽能發電設備：平成 19 年 3 月起於過濾池上蓋加太陽能板(如圖

66)，配水池上部加裝太陽能板之實際評估作業，已於平成 7 年 4

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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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東村山淨水場水力發電設備 

 

圖 66:東村山淨水場過濾池上蓋加太陽能板 

聽完該場人員簡報後，我們也請教與台水公司淨水場較相關之議

題，如該淨水場有否加混凝劑產生清水鋁，電力系統採自行發電(水

力及太陽能)與使用東京電力公司之成本比較，及該場由東京都水道

局自行操作維護等問題，該場人員也逐一向我們說明與解惑；因時間

有限在該場人員導引下，我們再至幾項淨水處理單元實地參觀(如圖

67)，了解整個淨水場之設備及運作後，產水量穩定及水質優良另我

們相當佩服，到此(如圖 68)參訪真是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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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東村山淨水場淨水處理單元實地參觀 

 

圖 68:東村山淨水場辦公室掛牌前合影 

2. 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 

離開東村山淨水場後，我們下一站將參訪多摩川上游之小河內

貯水池(奧多摩湖)及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非常感謝東京

都水道局之安排，除參訪淨水場外也安排我們直接到河川上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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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源自那裡；知道今日之行程要到水庫參觀，應該遠離都會區且海

拔較高之地方，氣溫應該比市區更低，還好白天有太陽照射，還沒

感受到很寒冷；從東村山到奧多摩車程約 2 小時，下午我們就直接

驅車至奧多摩湖之水與綠會館，該會館係由東京水道局與奧多摩町

共同興建，館內以生動方式介紹奧多摩地區豐富自然與珍貴水資

源，拉近與都民關係，到達目的地已是下午 2 時 30 分了，經由東京

都水道局人員之介紹，館方主管引導我們瀏覽各樓層設施之佈設。 

該會館一樓展示水資源故鄉之歷史與文化，多摩川上游原本是山

林區，伐木利用興盛，故陳列當地傳統之民俗文化(941 如圖 69)及伐

木設備器具，當地興建水庫後，集水區之土地已全部由東京都水道局

收購，水源保育、造林伐墾砍枝全由水道局負責，集水區林向完整，

野生動物多種，無人為破壞及土石崩坍，水庫也無淤積或需辦理清淤

情形。 

 

圖 69: 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陳列當地傳統之民俗文物 

除文物展示外，該會館另設有水資源誕生的介紹，遊客可以親身

體驗重要之水道水源林的秘密，並藉親子遊戲教育身森林護水之重要

性；下一展示廰為水資源的匯集，講解小河內水壩與自然，遊客可以

了解小河內水庫之秘密及週邊之自然資源；接著我們登上二樓，館方

精心策畫閃耀的水資源，奧多摩 3D 劇場，透過立體影像的震撼效果，

感受奧多摩的美麗自然；最後為水資源的延伸，悠久的水資源之旅，

藉大型牆板教導民眾水的用途，乾淨的水是社會經濟發展所需，最後

排入海洋、再蒸發為雲霧、飄入山中降雨，水循環系統生生不息；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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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各展示廳後，我們至全景商店觀賞奧多摩湖之風光，順便帶些值得

留念之當地特色商品；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是宣導民眾

愛水、護水、節水之好去處，為東京都水道局自己營管，免費開放參

觀，具有寓教於樂功能之水資源教育場所。 

參訪過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0274 如圖 70)，我們再參

觀小河內貯水池(奧多摩湖)，小河內水庫建於昭和 13 年 11 月，其間

因戰亂不得不於昭和 18 年 10 月工程中斷。中斷工程於昭和 23 年 9

月再度開始，其中因工程需要必須遷移居民 945 戶，以及在犧牲 87

位工程人員寶貴生命之下，歷經約 19 個年頭與耗費約 150 億圓工程

費後，於昭和 32 年 11 月完成。小河內貯水池流域涵蓋東京都奧多摩

及山梨縣小菅村、丹波山村及甲州市等四個市町村町，其面積達 263

平方公里，東京都水道局不僅管理本流域所屬之多摩川上游區，且致

力於確保河川穩定流量，及維護小河內貯水池（奧多摩湖）之功能。 

 

圖 70: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前廣場 

小河內水庫(如圖 71)位於東京都奧多摩町（離都市中心約 65km）

標高 530 米。在小河內水庫所蓄積之水經水庫下方多摩川第一發電所

（東京都交通局所屬）後流入多摩川，原水取水口為小作取水堰（下

游約 34km 處）及羽村取水堰（下游約 36km 處），以重力流方式，流

經村山上貯水池、村山下貯水池、山口貯水池、玉川上水路等再流入

東村山淨水場及境淨水場。另以加壓方式送水至小作淨水場，又供東

村山淨水場之原水聯絡管，可將原水送到朝霞淨水場及三園淨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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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小河內水庫全景 

了解小河內水庫興建沿革及集水區域後，我們進一步搜集該水

庫之規模資料(如圖 72)，它可是目前日本第 5 大水庫，蓄水量相當

台灣之石門水庫，我們再請教該水庫運轉規線及供水機制等，東京

都水道服務社馬場先生告訴我們，東京都水道局各淨水場原則以川

流水優先取水，水庫僅作為川流水不足時再調節供水，若川流水足

夠水庫是毋需出水，這正符合地面水與水庫水聯合運用策略，又東

京都水道局各淨水場尚無發生枯旱缺水之情事；見識東京都水道局

對水源之保育，水量充裕，原水水質良好等優良條件，不免省思本

公司各淨水場水源取自水庫時，常受枯旱期需打折供水，且需協調

移用農業用水，而豐水期仍有高濁度原水無法出水之風險，水源條

件之差別，當不可相比喻。 

瀏覽水庫風光後(圖 73)，天色已近黃昏，氣溫也漸漸下降，我

們驅車離開小河內水庫及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回到新

宿飯店已是華燈初上，結束今天的參觀，我們已完成此行所有要參

訪之單位；短短三天半之參訪行程，安排的相當緊湊，幾乎沒有空

檔再至東京都有名之景點旅遊，不過此行成員都收獲很多，增廣見

聞東京都水道局對自來水經營管理，值得台水公司學習之地方真得

不少，同行成員都覺得意猶未盡，若時間允許多待幾日，定能更深

入了解東京都水道局各項自來水事業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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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小河內水庫興建規模及集水區域之資料 

 

圖 73: 瀏覽小河內水庫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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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活動(12 月 6 日) 

今日是最後一天在東京都，早上還有一些時間讓我們在市區自行

瀏覽，大夥約好要去築地市場走走，清晨搭地鐵到築地，到達漁貨市

場大街，很多新鮮魚貨及海鮮製品映入眼簾，新鮮魚貨我們僅能看看

並不能帶回台灣；逛完築地後我們回飯店打包行李，此次東京都水道

局給我們很多文件資料，要離開日本時各成員旅行箱幾乎都塞滿了，

部份還需要用提的，此時才覺得除了相機照片及記憶外，我們也帶了

不少資料回台；上午還有一點時間，我們再至東京都廳周邊街道，檢

視自來水用戶設備及配置在道路上之閥栓設備等，水道局對供水設備

維護的很好，順行跟東京都水道局與 TSS 等單位這幾天陪同我們之

人員於以致謝。 

為了有從容的時間抵達機場登機，我們上午 9 時 30 分離開飯店，

搭巴士到羽田機場已近 11 點，在機場華航櫃台登記後，我們在機場

免稅商店逛逛(圖 74)，等待登機同時我們再回味這 4 天在東京都水道

局所見所聞，包括東京都水道局及所屬單位、水博物館、科學館、研

發訓練中心、東村山淨水場及小河內水庫等，回到台灣應可將所習之

智能運用在職場上，以提升台水公司之國際視野；下午 2 時登機後告

別了東京都，我們回到台北松山機場已是台北時間下午 5 時，機場出

關後我們再轉搭高鐵回台中，抵達台中已是晚上八點，一趟日本考察

行程至此劃下完美之句點。 

 

圖 74:離開日本在羽田機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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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心得 

(一)、 日本東京都水道局是國際先進之自來水事業體，擁有豐富

之自來水經營管理經驗，提供日本東京都高品質之自來水，

並給予用戶最好之服務；在官方體系外並與民間企業合資成

立東京都自來水服務社 TSS 及東京都公共通用服務中心

PUC，以專業之技術協助水道局提供用戶供水及最佳之服

務。 

(二)、 東京都水道局漏水率約僅 3%，係經過 50 年之努力，管材

除採用優良之管材 DIP 及不銹鋼波狀管，管線裝接亦採耐震

接頭(K 型、NS 型、GX 型)，並訓練管線施工之專業人員工

程技能，另以小區管網作業管理，檢漏技術工法(夜間最小流

及直接法)，全面之管網水壓監控，調整最佳之供水策略，逐

次漸進之降低漏水損失。 

(三)、 日本水道協會扮演統合日本各地水道局之業務聯繫，結合

與水道事業有關之廠商資源；研究發展與水道事業之技術，

並檢討有關水道事業法令規定，提供給政府及立法機關之參

考；協助訓練與自來水事業之施工技能，水道事業之材料檢

驗、材料品質認證等；增進國際交流，提昇日本水道國際能

見度；其組織功能正如水道協會前庭掛著『がんばろう水道

日本 強い絆が支える 日本の力(加油日本水道，強有力支撐

日本國家競爭力)』之招牌。 

(四)、 東京都水道局不僅供應量足質優之東京水，對水道歷史文

物之保存及對水源集水區之保育宣導，也是不遺餘力；水博

物館保存東京都近四百年前江戶時代之供水設備文物，以圖

文及實物展示江戶時代之水道建設，並介紹東京都水道之古

今及未來之演進；水科學館藉圖像、模型、標本及遊戲及電

子機，讓小朋友能在互動遊戲或體驗中去學習環境保護，特

別是在水資源保育上，館內處處都呈現民眾用水之常識，我

們覺得水道局藉水科學館可教導民眾更知水、愛水及惜水。 

(五)、 東京都平均每天供應 483 萬噸之自來水，幾個主要淨水場

每天要產多少水？如何以最節能方式送供至各家戶？如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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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水源條件、天候及特別事件去作最佳之調配供水？這有賴

水運用中心設置之監控系統及監控站將供水訊息收集、分析

後，擬定最佳之操作模式及實施應變方案，確保供水之穩定。 

(六)、 優質之東京水，由東京都水道局水質中心負責把關，這裡

有先進之水中輻射偵測儀器、自動水質監視器、緊急自動水

質試驗車及各項水質檢測設備等，定期及機動的實施水質檢

查，水質污染、廢水排放採樣及計算污染模擬圖俾採取對策，

並對水質調查研究與發展升等；水質中心在處理水質業務

時，應不會像台灣那麼複雜而是單純，且供應之自來水水質

是有品質保證。 

(七)、 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是培育水道人才的地方，該中

心擁有一流之教育設備與訓練場地，除傳授水道局之基層、

中高階管理人員之專業智能外，另提供給外部廠商水管技工

實作訓練之場所，落實技工有訓練證照合格才能在工地現場

施工，以提昇管線工程施工品質；該中心設有電氣研習室、

機械實習室，管線閥類配置、抽水馬達拆裝、各種加藥機件、

閥類設備器材展示、大小口徑管線施工場地、淨水操作模廠、

管線檢修漏訓練場地等，目睹這些設施，感受到研修中心培

育人才著重在實務訓練。 

(八)、 東京都水道局所轄之幾個大型淨水場，除傳統淨水處理程

序外，均再設有高級處理設備(臭氧及活性碳吸附)，再加上

水源水質條件良好，故能產出高品質之東京水；另各淨水場

也重視節能減碳，除儘量利用位能重力供水外，並積極運用

天然資源發電以減少用電量，包括水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等。 

(九)、 東京都水道局各淨水場水源取用仍以川流水優先，不足再

以取用水庫水源，水道局取用川流水毋需再支付原水費，因

東京都水道局在興建攔水堰及取水路已投資股份，自然依投

資總額分配水權量，致取水量甚為穩定；另為保護水資源要

從山林著手，教導民眾愛護森林，甚至將水庫集水區土地全

部收購造林，以確保集水區不致遭濫墾濫伐，而破壞水庫水

質及淤積等問題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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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與建議 

(一)、 本次考察係東京都水道局與台水公司在簽定技術合作備忘

錄(MOU)以後，第一次由台水公司派員赴日本學習東京都水

道局參訪，日方細心之安排及接待，讓台水公司人員順利圓

滿完成參訪之目的，並能增進双方之交流與合作。 

(二)、 此行參訪重點在東京都水道局研修發展中心，了解日本水

道事業該如何培訓員工，並參觀該中心之實習場所與設備，

及該中心之運作與課程編排，期能引進至台水公司，俾充實

新進及在職員工實作訓練，使培訓能達到理論與實務兼具，

提升與自來水事業相關之從業人員之技能。 

(三)、 東京都水道局很多業務委託子公司承攬，藉由民間企業

TSS 及 PUC 之專業服務，以協助水道局人員之工作，而台

水公司目前各單位均有人力不足之情形，台水公司部份業務

亦可外包，惟受限政府採購法規定，外包單位非必了解台水

公司而作專業之服務，委外反而增加台水公司監督及審查人

力，就業務量而言，兩自來水事業人力運用差異甚大。 

(四)、 東京都水價約新台幣 70 元/度，而台水公司目前平均水價

僅 10 元/度，兩者相差 7 倍；就東京都水道局事業體經營至

有健全之財務能力去保育水源、更新供水設施，增設高級淨

水設備，能供應用戶可口潔淨之東京水，相對台水公司雖致

力提昇服務品質及供應優質水，惟受限財務狀況及水價結構

未調整，要趕上東京都水道局之服務水準，可能需再努力好

幾年；不過這也讓我們可以自豪，在台灣民眾可享用低廉之

水價。 

(五)、 東京都水道局歷 50 年之努力，才把漏水率降至 3%，其實

施策略包括小區管網作業、汰換優良管材 DIP 及不銹鋼波狀

管、加強施工人員訓練以提升施工品質、加強檢漏及提升修

漏效率、供水管網水壓管控及監測，落實逐年漸進降低漏水

率，值得台水公司學習。 

(六)、 東京都水道局對歷史文物保存及水資源保育之宣導，設置

水博物館、科學館及水與綠親密接觸館，設計影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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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板、親子互動遊戲，以寓教於樂方式教導民眾愛水、護水，

並從小養成愛惜水資源之習性；而台水公司目前各歷史文物

散見於各區處，未整合及設置陳列室，建議可仿照東京都水

道局模式，以提高台水公司能見度。 

(七)、 為讓台水公司各項業務能與先進國家接軌，建議公司高層

人員可率團參訪先進國家之自來水事業體，或多參與國際交

流，以增廣見聞及學習經驗，俾使台水公司成為國際級之自

來水事業。 

六、 參考資料 

1. 102 年 10 月 11 日本公司派員赴「日本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

心等機構參訪」出國計畫 

2. 2013 年 8 月東京都水道局簡介 

3. 2009 年東京都水道局水運用中心簡介 

4. PUC 株式會社簡介 

5. 2012 年東京都水道局研修開發中心簡介 

6. 2012 年東京都水道局水質中心簡介 

7. 2013 年 4 月日本水道協會簡介 

8. 2012 年東京都水道局東村山淨水場簡介 

9. 2013 年東京都水道局小學校學習資料 

10. 2011 年東京都水道局水科學館簡介 

11. 2013 年東京都水道局水道歷史館簡介 

12. 奧多摩水資源與自然親密接觸館簡介 

13. 2007 年東京都水道局小河內水庫簡介 

七、 後記 

本次參訪非常感謝 TSS 公司派駐台灣之岸野俊介先生隨行，協

助安排行程及介紹兼翻譯，讓台水公司參訪人員能無國度差異的完

成考察任務，特別予以致謝。 

參訪回國後，日本東京都水道局亦發布新聞(圖 75)，報導台灣

自來水公司派員至該局參訪，學習降低漏水率及參觀研修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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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研習經營管理及工程技術等，促進兩自來水事業之國際交流，

令我們深受感動，並再致函吉田永局長表示感謝日方之接待，下回

如有出國研習機會，建議可至日本東京都水道局參訪。 

 

圖 75:102年 12月日本水道業新聞刊登台水公司參訪東京都水道局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