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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IWA )是目前世

界最主要的水務協會，會員橫跨全球 165 個國家及地區，約有 8,500

會員、530 團體會員，我國亦為國家會員之一。該協會每年舉辦 40 多

場專業會議和講習班，本「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係由該協會每 2年舉辦 1次的國際大型會議。 

本屆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於 2016 年 10 月 9 日～14 日在澳洲布里

斯本市舉行，主題願景定位為“構建我們的水未來＂(Shaping our 

Water Future)，並區分為(一)城市、公共事業及工業等之主導變革

(Cities, Utilities and Industries Leading Change)、(二)重新繪

製水資源進程(Re-Charting the Course of Water resources)、(三)

透過良好管理、永續金融及資通訊技術等促進發展(Enabling Progress 

with Good Governance,Sustainable Finance and ICT)、(四)水質安

全及人類健康(Water Quality, Safety and Human Health)、(五)水

源及廢污水處理(Water and Wastewater Processes and Treatments)

等 5 大議題討論。 

整體會議以高峰會(Summit)、論壇(Forums)、研討會、學習課程、

專家會議、觀摩導覽及商業展覽等方式進行，會中由專家學者發表了

1,000 餘篇論文、400 多篇書面論文、200 多家廠商參展，吸引世界各

地超過 5,000 人參加。會中討論議題廣泛，且均今日世界各國所關注

及面臨之重要課題，參與本次水會議後，對於世界水事務的發展趨勢，

可有更深刻的掌握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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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係由國

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IWA )每 2 年舉辦 1 次的國際

大型會議，自 2000 年起，該協會已於世界各地舉行 9 屆世界水會議，

會議每次都會吸引來自世界各地水務領域專業人士及政策精英參與其

中。本(第十)屆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於 2016 年 10 月 9 日～14 日在澳

洲布里斯本市舉行，會議將重點聚焦在亞太地區，關注全球所面臨的

水挑戰，並尋找應對水資源短缺和污染的解決方案。 

本次水利署由保育事業組張承宗副組長及水源經營組張資穎工程

師參加，並於會前聯繫臺北自來水事業處陳錦祥處長、台灣大學駱尚

廉教授、成功大學林財富、葉宣顯教授、中華民國自來水協會吳陽龍

秘書長共同參與本次盛會並拜訪駐布里斯本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祈

能藉由此大型國際會議，吸取世界最新水利事務經營管理發展趨勢與

瞭解全球水處理技術發展科技動態，所獲得的新知可作為日後業務推

動之參考及拓展國際視野，對未來工作有極大的正面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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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行程與內容 

本次本署與會人員自 105 年 10 月 8 日啟程出發，至 105 年 10 月

15 日返抵桃園機場，行程共計 8 天（含啟程及返國搭機時間）。研習會

議主要行程與內容概要如表 2-1，議程如表 2-2。 

 

表 2-1 參加「2016 年國際水協會世界水會議及展覽」行程 

日期 行程 
10/8 
(六) 

臺灣桃園→澳洲布里斯本(Australia Brisbane) 
啟程 

10/9 
(日) 

開幕典禮及歡迎酒會 

10/10 
(一) 

參加世界水會議及展覽 

10/11 
(二) 

參加世界水會議及展覽 

10/12 
(三) 

參加世界水會議及展覽 

10/13 
(四) 

參加世界水會議及展覽 

10/14 
(五) 

資料整理 

10/15 
(六) 

澳洲布里斯本→臺灣桃園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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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16 年國際水協會世界水會議及展覽」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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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內容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係由國

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IWA )每 2 年舉辦 1 次的國際

大型會議。自 2000 年起，該協會已經分別在法國巴黎、德國柏林、澳

洲墨爾本、摩洛哥馬拉喀什、大陸北京、奧地利維也納、加拿大蒙特

婁、韓國釜山和葡萄牙里斯本舉行 9 屆世界水會議，每次都會吸引來

自世界各地水領域專業人士及決策精英參與其中。 

本(第 10)屆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於 2016 年 10 月 9 日～14 日在澳

洲布里斯本舉行。會議將重點聚焦在亞太地區，關注不同國家所面臨

的水挑戰，並尋找應對水資源短缺和污染的解決方案，如海水淡化，

水回收再利用，廢污水處理等。以下就國際水協會及本屆會議重要內

容摘述如下： 

一、國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IWA ) 

IWA 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水務協會，會員橫跨 165 個國家及地區，

約有 8,500 會員、530 團體會員，我國亦為國家會員之一。該協會於 1999

年由國際供水協會（International Water Supply Association，IWSA）及

國際水質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Water Quality，IAWQ）合併

組成的非營利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總部設於

英國倫敦，並於全球各地如北京、羅馬尼亞-布加勒斯特、肯亞-奈洛比、

新加坡和美國華盛頓特區等設辦事處。協會設置常務理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由會長(president)、2 位副會長(vice president)、前任會長、

執行長(executive director)、財務長(treasurer)、及 12 位常務理事組成。

日常會務由執行長及倫敦、海牙、曼谷、香港、非洲等辦公室的地區

主管及職員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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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會任務是作為一個水資源專家的全球連結網絡，推動水資源

的可持續利用和最佳做法。協會每年舉辦 40 多場專業會議和講習班，

期望在公平及生態可負荷的條件下，藉由智慧水管理方式，持續滿足

人類活動需要的水資源。 

二、2016 年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2016) 

2016 年 IWA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在澳洲昆士蘭州布里斯本市舉行，

會場位該市南布里斯本的布里斯本會展中心(Brisbane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會議主題願景為“構建我們的水未來＂(Shaping our 

Water Future)，區分下列 5 大議題。 

(一)城市、公共事業及工業等之主導變革(Cities, Utilities and Industries 

Leading Change)。 

(二)重新繪製水資源進程(Re-Charting the Course of Water resources)。 

(三)透過良好管理、永續金融及資通訊技術等促進發展(Enabling 

Progress with Good Governance,Sustainable Finance and ICT)。 

(四)水質安全及人類健康(Water Quality,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五)水源及廢污水處理(Water and Wastewater Processes and 

Trea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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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大會主題“Shaping our Water Future＂ 

圖 3-2 臺灣與會人員(本署與臺北自來水事業處、臺灣大學、成
功大學及中華民國自來水協會)參加開幕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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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開幕典禮後與 IWA 新任會長 Diane d’Arras合影 

圖 3-3 開幕典禮澳洲原住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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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開幕典禮後與 IWA 執行長 Dr. Ger Bergkamp合影 

圖 3-6 開幕酒會與各國水資源專家學者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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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會議以高峰會(Summit)、論壇(Forums)、研討會、學習課程、專家

會議、觀摩導覽及商業展覽等方式進行，由專家學者發表了 1,000 餘篇

論文、200 多家廠商參展，吸引世界各地超過 5,000 人參加，臺灣除本

署外，亦有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台灣大學、成功大學及中華民國自來

水協會等單位派員共襄盛舉。針對本次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內容擇要

說明如下： 

(一)缺水及乾旱高峰會(Water Scarcity and Drought Summit) 

高峰會邀請全球政府、非政府組織、商界領導人及學界與社

區領袖，討論各國缺水的挑戰並提供解決經驗，並展望未來水資

源短缺造成的影響。 

1. 未來全球面臨的缺水及乾旱問題 

(1)到 2050 年，缺水地區將因乾旱造成國內生產毛額(GDP)下降

6％。而有適當水資源管理的地區，成長將增加高達 6％。 

(2)因水資源的減少及用水需求的增加，到 2050 年全球將有三分

之二的城市面臨水資源問題。 

(3)到 2030 年，全球水資源需求將超過可永續供應量的 40％。 

(4)糧食產量至 2030 年將需要增加 50％，對應水的需求將增加

40～50％，而民生和工業用水需求將增加 50～70％。 

(5)據國際能源機構估計，到 2035 年，能源消耗將增加 85％，

將對生產及冷卻用水產生重大影響。 

2. 化缺水的危機為轉機 

(1)政策與機關的改革準備事項 

決策者需要擬定更具前瞻性的改善政策、法規及規劃。

但目前缺乏空間和時間上可靠的資訊，往往造成擬定政策時

的障礙。因此，迫切需要準確的水和環境背景資料，預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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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乾旱，以及制定救濟援助、農業補貼、水源分配、保險

和乾旱信貸等政策。 

(2)多樣化的供水來源和減少用水需求 

結合不同的利害關係人，建立多樣化的供水組合和需求

管理，例如： 

 減少(Reduce)：減少水資源損失，提高農業、工業和民生

用水效率。 

 重複使用(Reuse)：使用再生水及海水淡化作為新水源。 

 補充(Replenish)：補充含水層、湖泊、水庫和河流水源，

以便於極端乾旱時期提供緩衝。 

推動能源、農業、民生和工業與水資源短缺和乾旱管理

技術的組合，及建立需求和供應端交流平台，解決水資源短

缺問題。 

(3)交流與合作 

目前並無管道將政府、業界和民間等整合來分享缺水和

乾旱時的最佳做法，以及交流新的方法和技術。充分的知識

交流和溝通水資源管理構想，將明顯降低成本。而氣候變遷

的不確定性及研擬調適策略，將更進一步強化水資源管理交

流平台的重要。 

(4)財務及投資 

因應日益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問題，需要建立新的機構和

基礎設施，例如設置河川流域組織、供水事業或促進用水者

協會，以解決缺水問題。另外，迫切需要大量投資進行水資

源基礎設施，以便能提高天然水資源利用效率並能夠重複使

用，而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通常是刺激社會經濟發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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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IWA 執行長 Dr. Ger Bergkamp 於高峰會發表引言 

圖 3-8 高峰會邀請各國代表討論水資源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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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 

研討會共接受全世界 1,086 篇論文，發表論文區分為 5 大議

題，各議題又分為 2～3 個子題如下： 

1. 城市、公共事業及工業等之主導變革 (Cities, Utilities and 

Industries Leading Change) 

(1)未來的水資源城市(Water centered Cities of the Future) 

(2)前瞻的公共事業(Leading Utilities) 

(3)產業的轉型(Industries in Transition) 

2. 重新繪製水資源進程(Re-Charting the Course of Water resources) 

(1)具彈性的水資源(Resource resilience) 

(2)替代水資源(Alternative Resources) 

(3)水資源及能源回收(Resource and Energy Recovery) 

3. 水質安全及人類健康(Water Quality,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1)用水安全及人類健康(Water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2)水質監測及管理(Monitoring and Managing Water Quality) 

4. 水源及廢污水處理 (Water and Wastewater Processes and 

Treatments) 

(1)廢水及生物擔體(Wastewater and Bio-solids) 

(2) 營 養 鹽 去 除 、 膜 處 理 及 脫 鹽 技 術 (Nutrient Removal, 

Membranes and Desalination) 

研討會於 10 月 10 日～10 月 13 日，於 15 個會議室進行。茲

將參與之研討會擇要摘述如下。 

1. 構建具洪氾彈性的布里斯本市 (Building a Flood Resilient 

Brisbane)- Mark Tinnion，Brisbane City Council 

2011 年 1 月貫穿市區的布里斯本河，發生 20 世紀以來第 2

高的洪水水位，這次洪氾估計淹沒布里斯本地區 22,000 棟住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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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0 棟商店。這次洪水事件後，市政府制定了洪水行動綱領

(Flood Action Plan)，提高該市未來抗洪能力。這個行動綱領的願

景為”我們共同建立一個具彈性、安全、有信心及準備好的城

市”，綱領的短期措施為於 2011 年 5 月公布住宅洪水位，確認未

來規劃的標準；長期措施為於 2012 年發表”2012-2031 年布里斯

本未來智慧防洪策略”( Brisbane’s Flood Smart Future Strategy 

2012-2031)。為達到綱領願景，擬定 6 項策略： 

(1)以風險管理的理念，理解區域淹水機率及損失。 

(2)採取整合型和適應性的水資源週期管理。 

(3)智慧的規劃和建設，構建城市建築，以增加洪水的承受能力。 

(4)充分溝通與教育。 

(5)具有世界級的因應及復原能力。 

(6)適當的加強和維護防洪設施，減少災損。  

為提供民眾洪氾風險的認知及可採取的行動，市政府於 2013

年 9 月推出創新的“洪水資訊“網站，除提供洪水信息外，其淹

水潛勢資訊，對於投資市場是一簡單和方便參考工具。 

2. 供水和水庫的適應性管理 (Adaptive management of water 

supplies and dams)- Richard Priman，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Water Supply，Australia 

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乾旱和洪水事件，迫使需以整合型的角

度重新思考供水和水庫的管理策略。至於人類、環境和技術等因

素，需跳脫以往獨立式的思考，而改由系統性的角度來考慮其相

互依存的關係。本文以東南昆士蘭州為案例，概述在極端水文事

件發生下，涉及防洪、大壩安全及公眾安全間的權衡考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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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乾旱前(2001 年前)的政策及規劃方向 

1990 年代天候及水資源相對長期穩定，其水資源及廢水

處置政策及規劃強調： 

 水資源可持續開發和管理。 

 水資源整體規劃及供水、暴雨排水、廢水處理規劃時的相

互關係。 

 基於區域可供應水量及水價，人均用水量 350～700 公升/
人/日且持續增加。 

 無組織將區域水資源規劃及分配作為該組織的使命。 

 區域基礎建設計劃受國家、區域和地方政策的影響，特別

是當地政府已制定總體管理計畫時。 

 由區域的層面考量水資源供應議題。 

(2)大乾旱發生期間(2001～2009 年間)的政策及規劃方向 

基於維持一定服務水準的安全供水，水資源規劃逐漸變

保守，基礎建設投資顯著增加及規劃備用水源。 

 轉變為節水型的水資源結構，包括推動雨水儲留、節水器

材、減少滲漏等管理措施，以及水價反應水資源成本等。 

 開發地表蓄水設施(如 2011 年完工的 Wyaralong 壩)、區域

地下水源及新興水源(如 Tugun 海水淡化廠及 Western 
Corridor 水回收計畫) 

(3)大乾旱發生後(2009 年後)的政策及規劃方向 

2009 年大乾旱結束後，2011 年 1 月東南昆士蘭州發生有

史以來最大洪水事件之一的災害，並於 2013、2015 遭受熱帶

颶風的侵襲。這些洪水事件啟動了大壩防洪操作及緊急應變

措施，對下游影響的重視。昆士蘭洪水諮詢委員會(Queensland 

Floods Commission of Inquiry ,QFCoI)於 2012 年提出以下建議

並已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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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壩的管理者必需提出緊急行動計畫，並經審核通過後公

佈，減少潰壩發生後之損失。 

 每個雨季來臨前，緊急行動計畫必須審查通過。 

 根據風險的優先等級審查水壩的安全。 

 地方緊急管理人員需參加定期召開國家級的大壩安全會議

及教育訓練。 

結論：歷經乾旱及洪水，東南昆士蘭州水利政策由一開始的「認

為供水是非常安全的，允許增加風險，有多餘的水資源支

持新的發展」，到中期的「意識到水資源供應是有缺乏風

險，不能讓供應系統失效且符合水權制度」，到近期的「考

量包括供水安全、防洪減災及大壩安全的區域水資源規

劃，為經濟發展投資的考量因素」。 

3. 太陽能發電應用於逆滲透：近期於阿聯酋實現可持續生產水資

源 的 里 程 碑 (Solar-powered reverse osmosis: a near-future 

mileston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water production in the UAE)- 

Hassan A. Arafat 等 8 人，Masdar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因天然水資源短缺，自 1970 年代以來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UAE)以海水淡化因應人口急劇增加造成

的用水需求。因當地廉價的化石燃料，海水淡化以較耗費能源的

多級閃化法(Multi-Stage Flash, MSF)與多效蒸餾法(multiple-effect 

distillation，MED)為主要產水方法。 

為達到可持續產水目標，阿布達比政府(Abu Dhabi)與馬斯達

爾未來能源公司(Masdar Future Energy Company)在 2013 年啟動

再 生 能 源 海 水 淡 化 計 畫 (Renewable Energy Desalination 

Program)。於第 1 階段設置四種新型海水淡化技術的模廠，比較

其能源效率和可靠性，並在第 2 階段選定達到預設標準的海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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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擴大規模並完全由可再生能源供電。最終目標在 2020 年完

成日產水 40 萬噸的實廠。由設計階段逐步達到實場規模的步驟

如下圖 3-9，其關鍵因素為 RO 的價格競爭力及運轉的能源效率。 

 

 

 

 

 

 

 

 

 

 

計畫已進行 6 種模擬情境，並以(1)產水成本、(2)全年可日

照天數、(3)能源供應可靠度、(4)土地需求、(5)未來 10 年成本降

低程度、(6)未來發展潛力等因素評估並比較其優劣。未來的研究

將著重在評估最佳規模太陽能發電廠，並滿足海水淡化廠所需要

的電能及熱能。 

4. 韓國含水層儲存回抽(ASR)與其他替代方案的經濟效益比較

(Economics of Aquifer Storage and Recovery in comparison to 

its alternatives in Korea)- J.H, Choi，Dong-A University  

含水層儲存回抽(Aquifer storage and recovery, ASR)是於豐水

期將多餘的地表水注入到地下含水層當中，於需要時回抽使用的

技術。至今，在美國就有超過 134 處(超過 544 口 ASR 水井)在

22 個州營運。 

2013年韓國著手進行5年長期研究計畫，針對大尺度ASR(儲

圖 3-9 太陽能發電海淡廠由設計到實場步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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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1 千萬立方公尺，每日回抽 10 萬立方公尺)、模場(儲存 1 百萬

立方公尺，每日回抽 2,000 立方公尺)及小尺度 ASTR(乾季每日回

抽 50 立方公尺抽 30 天，Aquifer Storage, Transfer and Recovery, 

ASTR)等 3 種規模進行研究。其中大尺度與模場研究成果，將與

河岸過濾(Riverbank Filtration，RBF)、水庫(Fresh Water Source 

Reservoir，FWS)、地下水庫(Underground Dam， UGD) 、海水

淡化(Desalination，Desal)及高級處理(Advanced Water Treatment 

Plant，AWTP)等水資源方案比較其經濟效益。各水資源方案比較

基礎如表 3-1。 

表 3-1 各水資源方案比較基礎表 
Type  ASR1)  ASR2)  FWS UGD Desal. RBF  AWTP

Develop. 
Purpose 

Drinking 
Water 
Source 
Supply 

Drinking 
Water 
Source 
Supply 

Drinking 
Water 
Source 

Supply 

Drinking 
Water 
Source 

Supply 

Drinking 
Water 
Supply 

Drinking 
Water 
Supply 

Drinking 
Water 
Supply 

Supply 
Frequency 

All- year / 
Drier 
season 

All- year All- year All- year /
Drier 
season 

All- year /
Drier 
season 

All- year All- year 

Water 
treatment 
required 

Yes Yes Yes Yes No No No 

Project 
Cases 

2 12 19 (15 
planned) 

16 (10 
planned) 

85 3 12 

Capacity 
Range 

 3,758 ~ 
45,424 

68 ~ 
17,534 

50 ~ 
77,500 

10 ~ 700 20,000 ~ 
6,000 

28,000 ~ 
1,555,000 

Median 
(m3/d) 

100,000 / 
2,000 

15,141 1,112 9,000 30 22,000 130,500 

1) 本研究案例；2) 美國南佛羅里達案例

以線性迴歸方式求取各水資源方案每日供水量與總開發經

費(Total Project Cost)的關係如表 3-2，並繪如圖 3-10。由圖中可

知，在韓國於同一供水量時，經費需求最高的水資源開發方式為

水庫(FWS)，河岸過濾(RBF)次之，地下水庫(UGD)再次之，最低

為含水層儲存回抽( ASR)。未來將進一步蒐集彙整各水資源方案

的營運管理費用，以估算其產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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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水資源方案比較基礎表每日供水量與總開發經費關係式 
Project Type Total Project Cost Estimation Regression Model R squared (%) 

RBF TPC = 32980 + 0.568 * Capacity (m3/d) 97.1 

FWS TPC = 9804 + 3.71 * Capacity (m3/d) 72.4 

UGD TPC = 115 + 0.677 * Capacity (m3/d) + 1.13 *Area 

of Barrier (m2) 
94.9 

Desal. TPC = 240 + 4.89 * Capacity (m3/d) 85.6 

ASR TPC = 204 + 0.196 Capacity (m3/d) 66.9 

*TPC = Total project cost in million won based on the time point of Augu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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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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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各水資源方案供水量與總經費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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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論文書面發表(Posters Presentations) 

本研討會共接受全球 439 篇書面發表論文，張貼於 Hall 1 及

Great Hall 大堂，論文分類與研討會相同，區分為「城市、公共事

業及工業等之主導變革」、「重新繪製水資源進程」、「透過良好管

理、永續金融及資通訊技術等促進發展」、「水質安全及人類健康」

及「水源及廢污水處理」等 5 大議題。主辦單位安排每一議題於

固定時間，由作者介紹論文內容並接受的提問。另主辦單位於報

到時，給予每位會議參加人員一張論文書面發表選票，每張選票

可圈選 3 篇論文，經統計每篇論文得票數決定最佳書面論文。 

圖 3-11 研討會論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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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論文書面發表張貼區

圖 3-13 成功大學林財富教授發表書面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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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業展覽(Exhibition) 

因有來自全球 100 個國家、5000 多位水處理的專家、學者及

專業人士參加本次研討會議，因此 IWA 強調該商業展覽聚焦於「實

踐」、「創新」和「解決方案」3 面向，提供廠商新的交流和商業機

會，並確保與會者、參展商和贊助商有最廣泛與深入的接觸，提供

交流平台，促進新的合作夥伴關係，以提高參展商在全世界領先的

地位。 

本次商業展覽共有 205家廠商參展，整體展場分為 4個次展區： 

1. 新興技術與創新展區 (Emerging Technologies & Innovation 

pavilion) 

由 Isle Utilities、Xylem 及 John Holland 等 3 家公司贊助及

參展，展出近來創新和突破的水處理技術。著重在「水再利用

與海水淡化」及「智慧網絡」等 2 主題。 

2. 知識與研究展區(Knowledge and Research pavilion) ) 

主要由 Griffith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等 10

家澳洲的大學及機構參展，展示其在水處理領域的先進知識。 

3. 城市展區(Cities pavilion) 

由 Arup 及 Veolia 等 2 家公司贊助展出，主要強調其在城

市水處理的彈性及網絡創新與領導的方案及理念。 

4. 國家展區(Country pavilions) 

以地主國-澳洲參展 55 攤位的規模最大，亦包括非洲、比

利時、大陸、丹麥、日本、南韓及紐西蘭等國家與地區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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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商業展覽區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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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商業展覽 IWA 展區 

圖 3-16 商業展覽澳洲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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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商業展覽-參觀 PALL 公司移動型水處理系統 

圖 3-18 PALL 公司移動型水處理系統內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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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智慧城市(Water-Wise Cities) 

本次 IWA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會另一主題重點為「水智慧城市

(Water-Wise Cities)」，其目的係為了幫助決策者在確保每人可獲得

基本水資源和衛生服務的基礎上，以城市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為目

標，推動「水智慧城市(Water-Wise Cities)」，鼓勵在共同願景的條

件下為基礎的共同合作，使地方政府、專業人士和市民積極參與，

一同面對城市水管理問題。而水智慧城市的架構可分為 4 級的行

動計畫和 5 個版塊，使城市中的利益關係人促成水智慧社區，打造

可持續的城市水環境。 

1.城市水管理面臨的問題 

(1)資源是有限的，需要合理利用資源，用更少的資源做更多的

事情。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需要對水、能源和物料妥善使

用、回用和更新。 

(2)城市化既是經濟增長的機會，同時也威脅宜居性。到 2030

年，城市人口預計將超過 60 億，人口密度高的城市將需要提

供更高效率的服務，而水是保證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安全

以及社會共融的基本要素。 

(3)城市的規劃需考慮未來的不確定性。以往城市的發展經驗往

往不適用於規劃未來水系統，另氣候變化和人口成長更增添

其不確定性。因此需規劃更模組化及獨立化的水系統，使其

更能因應不可預見的事件。 

2.可持續城市水環境的五大版塊 

(1)目標 

‧建立共同的目標，使各利益人不由私利的角度維護特定的解

決方案，而是為了城市更大利益訂立共同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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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目標是確保新政策和策略可否順利實施的重要前提。 

(2)治理 

‧治理和制度為城市中的利益人相互合作提供了規範。另需打

破隔離，將水資源管理服務構築於建築、社區、都市、流域

的等不同層面上。 

‧政策為城市中的利益人提供跨領域合作的動力，使水資源對

城市的益處得以最大化。 

(3)知識和能力 

‧實施可持續的城市水資源目標，需仰賴各利益人的既有能力。 

‧各方需提升自有專業能力，可透過其他城市的成功案例，學

習使用新工具及整合資源，並對不同的方法保持開放態度。 

(4)規劃工具 

‧資產管理、總體規劃或決策支持，為開展行動的方法。 

‧藉由不同單位使用的規劃工具，可以用於風險評估、確定專

案利益、定義服務水準，以及確保各利益人的所有權。 

(5)實施工具 

‧公平、透明、權責和健全金融體系的監管法規，為各利益人

提供所需的堅實框架。 

‧嚴謹的資產管理計畫為持續提高服務水準和維護良好基礎設

施的必要條件。 

‧注重解決方案的適應能力和災後復原能力的金融工具，使城

市能採取高效的應對措施。另結合短期投資以及互利共贏措

施，可帶來更多融資機會，彌補資金不足。 

‧吸引社會資本和公營資本，以及迴圈型經濟機制的創新工

具，並加強傳統金融和合同模式，將開啟更多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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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級行動計畫 

(1)第一級－為全民提供可持續的水資源服務 

‧向水體及其生態系統取水或排水時，不應超過自然環境的承

受能力，使自然環境可自我恢復更新。 

‧減少水資源和輸水能源的消耗量。 

‧回用並且利用多元水資源，根據不同用途以及水資源綜合管

理原則（Integrated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IWRM5）

來管理處理水質。 

‧應用及整合相關領域的系統方法，提升成本效益。 

‧以模組化管理方式，確保管理過程中具有備選方案，面對變

化或突發事件可靈活應對。 

(2)第二級－水敏型城市設計 

‧規劃和實施城市設計時，需遵循可持續水資源服務原則，確

保可持續的水資源服務。 

‧結合基礎設施設計，使城市成為“海綿＂，讓雨水以資源的

形式釋放出來，並能迅速從災害中恢復正常。 

‧以景觀用水建設綠色基礎設施，提供休閒娛樂的多功能公共

空間，提高城市宜居性。 

‧儘量避免使用對水造成污染的城市建築材料。 

(3)第三級－流域城市 

‧與流域中的使用者共同分享水資源，藉此保護水資源和制定

抗旱減災策略。 

‧使用者需共同保護水質，確保以最低限度的處理和生態影

響，獲得高品質的飲用水。 

‧管理河流流態，維持集水區足夠植被，降低洪氾風險，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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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沿岸洪災減緩措施和預警系統。 

(4)第四級－水智慧社區 

‧讓擁有“水智慧＂的市民參與實踐可持續城市水資源目標。 

‧納入不同領域（如金融、技術、社會）的專業人士，參與規

劃和實施最佳解決方案，並可催生創新的解決方式。 

‧建立跨學科的規劃和營運團隊間之相互關聯網絡，共同合作

將水整合到城市規劃中。 

‧擁有“水智慧＂的政策制定者，能夠實踐有關可持續水資源

服務、“水敏型＂城市規劃和城市流域的各項原則，並監

督、評估和調整各項政策。 

‧領導者必須提出目標願景和治理框架，在流域、都市、社區

和建築等四個層面中，和不同專業領域人士統籌各項工作。  



 31

1.可持續的水資源服務 
‧修復水體及其生態環境 
‧減少用水和能耗 
‧水回用以及利用多種形式的水資源 
‧採用系統性方法，加強與其他行業服務
的協同合作 

‧增強系統的模組化程度，確保有多種替
代方案 

圖 3-19 水智慧城市(Water Wise Cities)架構示意圖 

2.水敏型城市設計 

‧確保可持續的水資源服務 

‧設計城市空間，以減少洪澇風險 

‧通過景觀用水提高宜居性 

‧改進和調整城市建築材料，以減輕環境影

響 

3.流域城市 

‧ 保護水資源，制定抗旱減災計畫 

‧ 保護水源水質 

‧ 制定極端天氣事件的應對計畫 

4.水智慧社區 

‧積極的城市居民 ‧富有動力的專業人士 

‧跨學科的規劃團隊 ‧漸進式政策制定者 

‧積極參與並且建立信任的領導者 

4 級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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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IWA 雖為非政府組織(NGO)，惟其每年公佈之調查結果及提出之水

資源議題，多受世界各國採用且引領全球未來水事務發展趨勢，

該單位成立之宗旨之一為作為全球溝通交流的平台，使與會者於

短期間獲得最新水資源與環境議題及技術發展之趨勢，另商界亦

利用此一平台推展商機。 

二、本次研討會議有來自 100 個國家、5,000 多位各國專家學者參加，

會中討論議題廣泛，且多為今日世界各國所關注及面臨之課題，

參與本次水會議後，對於世界水事務的發展趨勢，可有更深刻的

掌握與瞭解。 

三、研討會邀請的國際重量級專家演講焦點多強調，未來發展趨勢應

朝向管理重於開發、節約用水、水的再利用、海淡水及智慧水管

理，與本署「節約用水」、「有效管理」、「彈性調度」、「多元開發」

的水資源經理策略相互呼應，顯見我國水資源政策發展方向，與

國際潮流是相符合的。 

四、研討會各國發表的論文及高峰會討論議題，均強調氣候變遷造成

的極端氣候，將惡化未來洪氾及水資源供應壓力，部份國家並已

擬有實際對策並據以實施，日後應可加強蒐集其他國家的執行經

驗。另對氣候變遷的因應策略並不強調百分之百不缺水、不淹水，

而是在可容忍的範圍內允許有發生的風險，並於事前擬妥風險發

生時的調適因應策略及快速恢復能力。 

五、本次論文發表多達 1000 餘篇、書面發表 400 多篇，加上論壇、高

峰會等，其資料量頗為可觀。為節省紙張印刷量，主辦單位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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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紙本的大會手冊，而研討會議等相關資訊需透過大會提供之

APP 獲得，其功能除可提供研討會資訊外，亦可即時發布最新訊

息及安排個人會議行程並具雙向互動功能，確保最新消息可即時

傳達與會者的手機或行動通訊設備。 

六、布里斯本市為澳洲第 3 大城，因布里斯本河橫亙圍繞其中，而有

水岸城市之稱。該市重要遊憩場所(如南岸公園)及商業區無不充

分利用布里斯本河，營造獨特的水域景觀及親水環境，該市政建

設對於河川環境的營造與重視，值得國內作為借鏡。 

七、綜觀本次論文，在亞洲地區以大陸、韓國及日本等國家發表的數

量最多，其參與本次盛會的程度亦高，因國內學術研究或商界技

術水準與其他國家相較並不遑多讓，甚至超越世界水平。惟相較

國際大國資源與財力豐沛，國內應朝整合資源的方向，展現研究

成果及實力，俾於國際水事務界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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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會議(Summit)意見交流牆 

IWA 世界水會議及展覽行動 APP 

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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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經濟文化辦事處瞭解澳洲經貿發展及水文環境概況 

與經濟文化辦事處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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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水岸城市-布里斯本

商業發展充分利用水域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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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2018 年)主辦城市(東京)宣傳折頁 

下屆主辦城市介紹東京風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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