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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目前再生水在各方條件成熟下已積極推動辦理，經濟部與內政部、台中市府、

台南市府及高雄市府刻正共同推動六大再生水示範案之建設，其中高雄鳳山溪廠已於

105 年 12 月動工，預計 107 年起開始供水，其他各案亦將陸續展開。示範案為達示範

目的，且做為趨動未來再生水由民間自行興辦經營之終極目標，除開發營運外，更規劃

作為環境教育場址及設備驗證場址。 

本次經實質五天之觀展及考察後，均圓滿完成任務及達成預定目標，重要成果摘述

如下： 

一、 由日本下水道展可看出下水道產業在日本蓬勃發展的狀況以及技術發展

趨勢，這兩年各種水處理相關設備多涉及省能源、回收資源、設備延壽等

議題。另展場之布置相當精緻，各公司準備之小禮品多需以名片方能交換，

如此可擴大公司潛在新客戶的來源，展出之公司亦有多場技術發表會，上

述下水道展參訪心得可做為未來本署參展之修正方向。 

二、 我國目前尚未有類似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的下水道相關展館，該館以提高

中小學生的環境教育為前提進行符合中小學生知識程度的互動式設備，而

非用博物館靜態的角度設計場館，如此才能讓下水道、水環境的環境教育

深入中小學生心中。 

三、 從東京都水科學館的例子可看出日本的水環境教育從小紮根，其活動安排

和動線配置都非常活潑和細心，另有許可互動設施可以讓小朋友從親手接

觸和操作而留下更深刻印象，不需要父母親做太多解釋或要求小朋友專注，

自然而然就可以吸引小朋友目光。 

四、 日本科學未來館呈現科技發展所衍生的環境衝擊問題，展現日本在發展科

技的同時，也要設法減緩其對環境的衝擊，甚至要藉由科技的發展來改善

環境，希望能達到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兼籌並顧的重要方向。 

五、 東京水道歷史館展示各種古代、近代或現代東京都使用過的各種設備，並

有目前東京都自來水以混凝沉澱後加生物活性碳吸附之後再用臭氧消毒

的高級處理程序示意展，使前來參訪的民眾對東京都水道歷史有更深刻的

認識，也更加了解自來水來之不易，並非打開水龍頭就自己來的，而是經

過先民四百年的開鑿才能有如此珍貴的水。 

六、 東京小河內水庫設有管理中心，亦有相關展示設備，另相當強調動植物生

態資訊，因此為一重要的環境教育中心，另外亦有多國外國文宣，可為我

國未來各水庫管理機關可以參考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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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任務與行程 

1.1  緣起與目的 

本署自民國 96 年起在科技預算的支持下，逐步進行再生水基礎資料調查、污水回

收利用潛勢盤查、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模廠測試、法令訂定及水再生處理技術研發等工

作。推動初期面對潛在用水端對使用再生水的疑慮與抗拒、下水道及產業園區主管機關

對協力推動再生水的觀望與遲疑，歷經多年從科研驗證、政策明確化及不斷溝通、交流

下，於 102 年終獲內政部支持於其轄下「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編列預算推動「公

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將分別於台中、台南、高雄推動 6 座

再生水示範廠建設，同時亦獲台中、台南、高雄市府及目標供水園區管理機關支持，共

同致力推動示範廠之建設營運工作。104 年逢台灣遭遇 67 年以來最大的旱象，基於廢、

污水之再生利用具水源水質穩定、不受天候影響等優勢，成為政府優先推動發展之項目，

爰獲行政院指示民國 120 年國內再生水使用量必須達到每日 132 萬噸，且未來工業用水

以零增自來水，優先使用再生水為目標。為完整建構再生水之發展環境，復於 104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的立法公布。 

目前再生水在各方條件成熟下已積極推動辦理中，其中六大示範案之高雄鳳山溪廠

已於 105 年 12 月動工，預計 107 年起開始供水，其他各案亦將陸續展開。示範案為達

示範目的，且做為趨動未來再生水由民間自行興辦經營之終極目標，除開發營運外，更

規劃作為環境教育場址及設備驗證場址，以鳳山溪廠為例，已將環境教育館列入計畫中，

臨海廠則另規劃提供儀器設備商之設備驗證場。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王教授雅玢執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桃竹苗區環境教育區域

中心設置專案工作計畫」，擬赴日本參加下水道展及參訪關東地區水環境教育相關設施，

考量本署推動再生水業務與本次赴日考察案內涵及目的相關，並期本署協助提供水環境

教育相關建議，爰邀請本署同仁 1 名一同前往，出國所需費用(包含往返經濟艙機票費、

在日期間住宿費及交通費等)由該計畫經費支應，期透過交流激盪，提供台灣未來環境

教育區域中心設置之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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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程 

表 1.2-1  行程表 

日  期 內容 

7 月 30 日 去程（桃園到東京） 

7 月 31 日 
上午: 東京都虹の下水道館 

下午: 東京都水の科學館 

8 月 1 日 全日參訪日本下水道展 

8 月 2 日 全日參訪日本下水道展 

8 月 3 日 
上午: 日本科學未來館 

下午: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 

8 月 4 日 東京奧多摩區小河內水庫參訪 

8 月 5 日 返程（東京到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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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考察行程紀要 

本次考察目標以下水道展之下水建設、營運、管理與循環經濟技術及關東地區水環

境教育相關設施為主軸。 

一、下水道展部分 

日本下水道展為日本下水道事業團每年輪流於各地舉辦之大型國際展覽，歷年來分

別於東京、大阪、神戶、札幌、福岡等各地輪辦，該展覽展示了城市污水項目公共採購

廢水收集和處理的最新技術，涵蓋了規劃、設計、施工、運行和維護。此下水道展旨在

吸引日本當地公用事業、顧問和工程公司的決策者，並提高公眾對清潔水的重要性及其

實現情況的認識，今年正式邁向第三十屆。 

2017 下水道展在東京臨海副都心的 Big Sight 舉行，由國土交通省、環境省、經濟產

業省、文部科學省、全國知事會、全國市長會、全國町村會、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

縣、埼玉縣、日本下水道事業團、日本經濟新聞社合辦，可看出該展具有跨部會、跨不

同縣市等特性，亦有媒體協助揭露訊息。此次下水道展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

共有超過 55,000 名日本國內與海外買家的參與，場內多可見拉著行李箱的專家蒐集各公

司的最新資料。 

今年度日本下水道展可分為管渠材料、施工機具、方案設計、水處理設備、污泥處

理設備、政府與民間團體等六大區塊，總共約有 400 家廠商展出，其中台灣展出廠家約

為 10 家，可做為未來我國參加國際水展之共同團隊。根據往年之統計，該展主要之目

的有製品發表(28%)、技術發表(20%)、擴大通路(42%)、強化既有客戶關係(50%)、獲得

新增客戶(60%)、提升企業形象與知名度(53%)、以及提升水環境意識公民意識(3%)等(可

複選)，可看出日本下水道相關廠商將該等展覽定位為與新舊客戶的關係以及提升企業

形象與知名度，反而展現技術特性非為其主要目的。 

另該展同時統計參觀展覽者的身分，可看出各公司之主管以及專門技術人員為其主

要對象，但其中亦約有 5%是公司經營者，而其在公司主要負責之業務多以技術發展為

主，由此等統計之結果可看出已達到其展示目的。下水道展參加廠商配置圖和一覽表詳

圖 1，場內展示狀況如圖 2-4。 

經由參訪 2017 年日本下水道展，可看出下水道產業在日本蓬勃發展的狀況以及技

術發展趨勢，這兩年各種水處理相關設備多涉及省能源、回收資源、設備延壽、高效技

術等議題，而雲端、IoT 技術也在發展中。另展場之布置相當精緻，各公司準備之小禮

品多需以名片方能交換，如此可擴大公司潛在新客戶的來源，展出之公司亦有多場技術

發表會，上述下水道展參訪心得可做為未來本署參展之修正方向。 

另外政府單位的展館則偏向於對民眾，尤其是小學生、幼兒的互動式教育宣導，讓

小朋友及其家長從互動遊戲及解說中了解生活中之下水服務，繼而認同政府服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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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專業展覽，多以專業技術內涵為展出核心，不論是 B2B 或是 B2C，皆以商機為導向，

偶或公部門參展，亦以施政展現為主，對象則較少設定為少、幼兒。 

圖 1 下水道展參加廠商配置圖和一覽表 

 

圖 2 2017 年日本下水道展入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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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下水道展展區內參訪人數踴躍 

 

 

圖 4 2017 日本下水道展展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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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節能技術示意圖 

 

圖 6 2017 雲端、IoT 技術應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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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政府展館的互動教育 圖 8 VR 互動教育－認識下水道 

  

圖 9 政府展館的互動教育 圖 10 人口蓋著色－親近下水 

 

二、就水環境教育相關設施部分： 

為了解日本水環境教育展館的規劃理念與設計、維運概況，以為我國未來執行參考，

本次考察內容包含水庫、上水、下水及未來科技等標的的展館，相關考察紀要詳如後述。 

2.1 東京都虹の下水道館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於 1996 年開放，作為有明污水處理廠（現在的有明水資

源中心，如圖 11）的環境教育場域，常年對外免費開放。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將下

水道工程用簡易實體的方式讓參訪的民眾了解下水道的收集、處理、放流等各種設

施，並具有相當多的體驗設備可讓民眾實際操作，作為環境教育場域，東京都虹的

下水道館除常設具互動性的展覽外，更有每月定期更換的特展，該等展覽均為互動

性，亦可自行實作某些互動遊戲。 

本次考察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時間適逢暑假期間，因此該館亦準備提供給小學

生可以實作的特展，讓參觀的小朋友了解下水道、親近下水道，從實作中更進一步

了解下水道工程的重要性。 

此次展館的動線安排也非常吸引人，一開始在一樓接待大廳先讓參訪者自己製

作下水道標章的小徽章，並設計瓶蓋製成的彈珠台活動提高參訪者的興趣(如圖 12)，

打到不一樣的格子就可獲得不一樣的獎品，還設計積點活動，只要累積三個印章就

可換得一個獎品。該館的展場是在五樓，進入展場一開始就架設 AR，以模擬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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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的方式讓參訪者可以打水滴、或是堵住漏水，可藉由現代科技感受、親近水(如

圖 13)。接著有個很大的展區是利用重力原理和透明管線，裡面有保麗龍製成的球，

其目的為模擬懸浮性固體顆粒，球會隨著透明管線流到曝氣池、沉澱池等不同的槽

體，並可讓參訪者舀水觀看水在下水道中的流動藉由此流動模型的方式可讓參訪者

很快的了解複雜的下水道工程(如圖 14)，整個參訪安排動線讓參訪者對水的使用和

水處理工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了解。 

展館中亦設有洗手槽、馬桶、流理臺等用水設備，當按下馬桶沖水、或打開水

龍頭，則可看見使用過的水更管線蒐集到用戶接管及支管的流動情形，同時展區內

也有下水道管渠，參觀者可穿著全副武裝的防護設備，經由人孔進入下水道管渠中，

體驗人孔及下水道管渠，這些體驗均可讓下水道在小朋友的心中從一種排斥的鄰避

設施到了解它是一種可以幫忙河川清淨的設施，上述多項可動手設施更可大大提高

參訪者，尤其是小學生停留在館中學習的動機(如圖 15 到圖 19)。另外該館亦會配

合不同季節而設有不同特展(如圖 20 到圖 21)。 

我國目前尚未有類似的下水道博物館或下水道館，建議未來我國如擬增設該等

館舍，應以提高中小學生的環境教育為前提，應先了解中小學生的知識程度，再據

此設計符合中小學生知識程度的互動式設備，而非用博物館靜態的角度設計場館，

如此才能讓下水道、水環境的環境教育深入中小學生心中。 

 

圖 11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外觀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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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一樓瓶蓋彈珠台 

 

 

 

 

 

 

 

 

 

圖 13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入口 AR 互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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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模擬下水道處理設備遊戲區 

 

圖 15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實際操作下水道高壓清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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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展示活性污泥微生物觀察照片 

 

 

圖 17 小學生全副武裝進入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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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展示館線照片 

 

圖 19 小學生在解說員帶領下進行活性污泥生物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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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預告 10-11 月特展 

 

 

圖 21 東京都虹的下水道館為小學四年級生設計的寫真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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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東京都水の科學館 

東京都水科學館隸屬於東京都水道局(東京都水道局共有東京都水科學館、水

道歷史館、奧多摩水與綠展示館、虹的下水道館等四個免費提供環境教育之公益廠

址)。東京都水科學館位於有明區，與虹的下水道館不同，東京都水科學館是獨立

館舍，一共有三層，每一層都有不同的主題介紹水的重要及跟人們的生活如何息息

相關。 

東京都水科水館一樓的意象是水公園，藉由水池和山的配置，營造水遊憩的氛

圍，並設有水槍提供小朋友遊戲，另有用力壓就會下雨的遊戲設備，讓小朋友一開

始就親近水，也知道水是種循環，可從天上降落到地面(如圖 22 與 23)。一樓同時

有文宣展品以及公告下階段的特別展訊息，提供有興趣的參觀者自由取回。 

二樓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水科學遊戲，另一部分是水處理模型。在水科學

遊戲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台抽真空設備，可讓水溶液在數秒內變成水蒸

氣或者是結成冰塊，藉此可讓參觀者更能體會水具有固相、液相、與氣相三態，另

外還有水蒸氣的空氣槍，藉由加壓的方式可讓水變成像抽菸一樣的空氣槍打到空氣

裡面。另有裝有不同密度溶液之保特瓶在水中的沉浮實例讓同學操作，藉由實際操

作的方式讓參觀者了解水的基礎科學是東京都水科學館的重要目的(如圖 24-26)。 

二樓的另外一個展區是水的輸送和水的處理介紹，透明管線配置，讓小朋友了

解家裏的水如何流動，類似居家環境的配置更讓參訪者認識哪些日常活動和水息息

相關。此外，尚有清楚易懂的模型來介紹複雜的水處理流程，讓參訪者體認如何借

用科技的技術來處理自來水，及自來水處理之不易，提倡節約用水的觀念(如圖

27-31)。 

該館三樓則設有一 3D 環繞電影院，從 9:45 起以每 15 分鐘一個時段為單位，

讓參觀者坐在一艘小艇上，可跟著電影到處冒險，從蓄水的水庫出發，水流到河川

裡，水再流到大海裡，參觀者會隨著電影親歷其境的在各個水環境內游動，可讓人

對於水的循環更加深印象(如圖 32-34)。 

從東京都水科學館的例子可看出日本的水環境教育從小紮根，許多父母親會帶

著水孩到這些和水相關的教育設施場所學習，一方面這些設施場所的活動安排和動

線配置都非常活潑和細心，另一方面，有許多可互動設施可以讓小朋友從親手接觸

和操作而留下更深刻印象，不需要父母親做太多解釋或要求小朋友專注，自然而然

就可以吸引小朋友目光，日本這些經驗值得台灣借鏡，如何營造一個親民便利可互

動的水環境教育場所是未來我國在推動環境教育時必須要參考的方向，也是我國各

級教育設施必須要達成的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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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東京都水科學館一樓的水公園 

 

 

圖 23 東京都水科學館一樓的水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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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水科學遊戲區 1 

 

 

圖 25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水科學遊戲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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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水科學遊戲區 3 

 

 

圖 27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水處理示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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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水處理生物活性碳吸附模型 

 

 

圖 29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水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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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自來水相關知識問答區 

 

圖 31 東京都水科學館二樓的自來水使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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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東京都水科學館三樓的 3D 環繞電影院示意圖 

 

 

 

圖 33 東京都水科學館三樓的 3D 環繞電影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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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東京都水科學館三樓的 3D 環繞電影院示意圖 

 

2.3 日本科學未來館 

日本科學未來館是此行唯一需要付入場費的展館(如圖 35)，成人票為每人 620

日圓，約 200 塊台幣，就東京臨海副都心一堆免費的展館來看，這個價格所貲不斐，

但館內卻也人山人海，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日本科學館的設立宗旨是從科學的視

角理解現在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希望觀眾能夠在參觀之餘思考人類今後將打造

出什麼樣的未來。該館的參訪者可透過展示及實驗教室、座談會等等豐富項目，以

不同規模體驗從日常單純的疑問至最新科技、地球環境、宇宙探索、生命奇妙等當

前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 

科學未來館總共有 7 樓，跟台灣的科學館或博物館一樣，日本科學未來館都會

有常設展和特別展之分，如果要進去特別展必須另外買票，一樓入口大廳即有可隨

人體臀部左右移動而移動的電動助行器，人體只要有些微的移動，該助行器即能感

應，並改變移動方向，可做為老人化社會協助年長者移動的好工具。 

隨著電扶梯進入四樓，印入眼簾的是一顆名為 Geo-Cosmos 的有機 EL 顯示器的

球體顯示螢幕，地球 Geo-Cosmos 是日本科學未來館的標誌性展品，利用 1,000 萬

像素以上的高解析度影像展現地球在太空的樣子，該顯示螢幕並隨著不同的時間而

有不同的變化，如顯示人類移動的軌跡、生物多樣性分布、資源分布情形……等。

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採用有機 EL 顯示器的球體顯示螢幕(如圖 36-41)。 

科學未來館介紹許多有名科學家的作品，並介紹未來可應用的科技，包括了宇

宙中星球的探測、加速器的開發、太空艙；地球上人口暴增問題、有機材料的開發、

擬人化機器人的開發；生命體的再生細胞研究、人腦開發研究以及遺傳物質研究，

其中最吸引人的除了是大廳那顆鎮館地球螢幕以外，就是 Asimo 機器人，他會按著



 

 22 

指引者的指令進行踢球、跑步、敬禮等動作，讓參訪的民眾了解日本科技的進步(如

圖 42-49)。 

整體日本科學未來館所呈現的是一個未來科技可能達到的境界，亦檢討發展對

於環境的影響，並從此思考人類的下一步該如何走，我國目前雖有科博館、天文館

等展館，但過於強調科技的進步，少有檢討科技發展所衍生的環境衝擊問題，日本

認為環境教育應該從科技研發的過程即應考量進去，在發展科技的同時，也要設法

減緩其對環境的衝擊，甚至要藉由科技的發展來改善環境，這點是我國發展各項技

術同時應參考所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兼籌並顧的重要方向。 

 

圖 35 東京都臨海副都心日本科學未來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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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一樓電動助行器 

 

 

圖 37 日本科學未來館 Geo-Cos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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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東京都臨海副都心日本科學未來館外觀 

 

圖 39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球型顯示幕顯示人類移動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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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球型顯示幕顯示氣候變遷情形 

 

圖 41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球型顯示幕顯示物種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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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球型顯示幕顯示資源豐沛度 

 

 

圖 43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宇宙探險常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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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中當人類人口達到 100 億人之情境模擬 

 

 

圖 45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再生醫學展示 

 

 

圖 46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未來科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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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機器人解說員 

 

 

圖 48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機器人實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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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機械動物 

 

圖 50 東京日本科學未來館超導體展示 

 

2.4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坐落於東京都文京區本鄉，於 1995 年 4 月 15 日開館，由東

京都水道局運營。此歷史館將東京水道 400 年的歷史分爲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用

館內巨大的實物模型、歷史資料和照片等向參觀者們加以介紹。 

一樓入口處即展示與台北自來水博物館唧筒室一樣風格的老式圓形歐式建築

屋頂(如圖 51)，讓人有回到過去的感覺，一樓並展示各種近代或現代東京都使用過

的各種設備，如置放於人行道的取水口、測漏設備、各式管渠等，並顯示目前東京

都自來水均以混凝沉澱後加生物活性碳吸附，之後再用臭氧消毒的高級處理程序處

理，並展示歷年來東京給水普及率以及漏水率(如圖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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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館二樓展示江戶時代水道，江戶時代的東京自來水是由俗稱玉川兄弟的庄右

衛門以及清右衛門所共同開鑿，歷經四百年的不斷興建、汰換，才到目前的規模。

東京都水到歷史館二樓置放江戶時代取水的相關設備，當初尚無鋼筋混凝土，所有

取水設備，包括引水、輸水、供水等均為木式構造構成(如圖 56-60)，看到這些舊式

的設備，可使前來參訪的民眾對東京都水道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也更加了解東京

的自來水來之不易，並不是打開水龍頭就自己來的，而是經過先民四百年的開鑿之

後才能有如此珍貴的水供東京一千萬人使用，因此相當珍貴。 

該館的三樓設有圖書館，置有日本所有與水有關的出版品供民眾翻閱，另外館

內提供英、日、韓、中的解說，並安排各式講座活動供民眾參與，參訪完後一樓出

口處有一備有沙發之休閒區提供民眾填寫 QA 的場域，比較有趣的是 QA 係依照不

同對象加以設計，如小學、中學、一般民眾，參訪中即看到一對母子，在展館內很

認真的根據問卷中的 Q 進行討論、找尋答案及填答(如圖 61)，綜合幾天以來的展館

考察，發現這種親子共學現象非常普遍，台灣因環境教育法通過後才對環境教育積

極推動，而推動重點卻以公務人員為主體，公務機關所設的環教場址亦主要聚焦於

任務、作法、成果，對象普遍以成年人為主，反觀日本的環教館則似以小朋友教育

為主體，經過觀察，這種基礎深根教育之影響應更深遠，且小朋友透過父母親帶領，

連帶同步教育其父母，並可進而影響其行為、習慣及周遭親朋好友，以中小學以下

對象為展館設計及服務對象應可作為我環教規劃之參考。 

另館內許多親民的擺設和安排更易使參訪的民眾對先民在水工程上的貢獻加

深印象。 

目前東京漏水率僅 3%，水價約台幣 40 元，硬度約為 80mg/L，但多數東京民

眾認為東京的自來水比礦泉水好喝，甚至東京水公司亦將自來水製成瓶裝水出售，

相較於水價僅有 10 元的台灣，如何讓民眾在使用水的同時了解水得之不易，認同

水的價值是值得台灣推動水環境教育需要省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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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一樓入口意象 

 

 

 

 

 

 

 

 

圖 52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舊式給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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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舊式取水龍頭 

 

圖 54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人馬共用的取水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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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各式管徑的配水管 

 

 

 

 

 

 

 

圖 56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早期木頭輸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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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早期木頭管渠 

 

 

 

圖 58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舊式取水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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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玉川上水開鑿者玉川兄弟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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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東京都水道歷史館展示舊式人孔 

 

 

圖 61 親子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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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東京奧多摩區小河內水庫參訪 

 東京奧多摩區的小河內水庫自 1926 年開始選址，歷經數年民眾抗議，至 1932

年東京都政府確認須確保日本帝國首都的用水安全後排除萬能決定廠址，並於 1938

年排除各項民眾紛爭後開始興建，至 1943 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止興建，隨後於

1948 年再繼續動工，期間又碰到日本共產黨的破壞，直至 1957 年完工，歷經 32

年，是一座重力式混凝土壩，壩高 148 公尺，壩頂長 353 公尺，大壩體積為 168 萬

立方公尺，流域面積為 425 平方公里，總蓄水容量為 1.89 億立方公尺，有效蓄水

量為 1.85 億立方公尺，與石門水庫相當，發電量 19,000 kW 是一座同時可用來供水

及發電的水庫，截留來自多摩川、小管川、峰谷川等河水，為供應東京都地區主要

用水之來源(如圖 62-64)。 

 與日本大多數的水庫一樣，東京小河內水庫於管理中心內設有專人解說的展示

中心，裡面除了有小河內水庫興建過程相關的照片外，亦設有整個庫區的模型，另

外還有經過競賽而來的水庫照片，以及相關環境生態、庫區動植物等照片，以及日

文、中文、英文等不同國家語文文宣，可供遊客到此停留時進行導覽、講解使用，

為一優良的環境教育場址。 

 我國多數大型水庫亦與小河內水庫一樣均設有管理中心，亦多有相關展示設備，

惟我國在展示場多強調硬體的建設，只是為了展示而展示，對於軟性的動植物生態

等資訊較為缺乏，遑論成為環境教育中心，另外亦少有外國文宣，此為未來各水庫

管理機關可以參考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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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東京都小河內水庫遠視圖 

 

 

圖 63 東京都小河內水庫放水口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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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東京都小河內水庫蓄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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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參訪重要成果與建議 

本次觀展與考察謹臚列重要的成果與建議如下： 

1. 下水道展 

我國目前跟水較為有關的展覽為每年九月、十月左右舉辦的高雄國際水展及

台北國際綠色產業展，高雄國際水展之所以能夠慘澹經營的原因是高雄市政

府將高雄水展與南方治水論壇結合在一起，以高雄市政府的力量協助辦理，

此點與新加坡水週或阿姆斯特丹水週中除水展外同時舉辦大型研討會是相同

的做法。台北國際綠色產業展之前身為台北水科技展，原以水科技、水商品

為主體，惟因徵展不易，遂與能源、環保等結合，而轉型為綠色產業展，然

近年來參展攤位中，屬水領域者實屬全展中之絕對少數。日本下水道展辦理

型式與高雄水展相同，亦為展會共辦型式，唯一的差別是日本下水道展是由

下水道事業團主辦，並於各地方政府輪辦，亦即日本的下水道展其實是同一

個單位於全國不同都市策展，其優點為可以增加不同地區民眾或廠商參觀的

意願，畢竟如在北海道舉辦下水道展，九州地區的民眾參加或參展的意願相

較較低。另外日本下水道展入場前報名程序簡單，且人手夠多，約僅五分鐘

即能進入會場，反觀我國今年高雄水展，可能因為人手不足，所以在第一天

有大排長龍的問題，花了 30 分鐘亦無法進入會場。 

而我國雖然台北到高雄的距離只有三百公里，水處理技術相關產業規模不若

日本這麼大，參加人數亦約僅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不到，但如擬擴大參與面，

需從水展加強英文化、國際化著手，方可增加國外買家來台參觀的意願。 

2. 環境教育館 

日本在環境教育方面親子共學現象非常普遍，台灣因環境教育法通過後才對

環境教育積極推動，而推動重點卻以公務人員為主體，公務機關所設的環教

場址亦主要聚焦於任務、作法、成果，對象普遍以成年人為主，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理想的水環境教育應是從小著手，在幼稚園、小學生的階段即利

用各種校外教學或親子互動時間讓小朋友認識水、親近水、喜歡水，在這個

階段學童記憶力最強，學習能力也最強，給他們正確的水環境觀念並紮根之

後，後續政府要推動相關政策都會簡單許多，且經過觀察，這種基礎深根教

育，小朋友透過父母親帶領，連帶同步將知識、觀念廣及其父母，並可進而

影響家庭集體行為、習慣及周遭親朋好友，以中小學以下對象為展館設計及

服務對象應可作為我環教規劃之參考。 

我國目前在台北自來水園區有一個近似的自來水博物館，但尚未有水科學館、

下水道館等類似的場館，建議未來應可於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廠等公有

場址中選擇適當的地點設置具有水環境教育意義的場址，且應以親子活動、

小學生校外教學為出發點進行設計，應少用硬梆梆的政令宣導文宣，多用動

畫、漫畫、手動操作的方式呈現水的意涵，讓下水道、水環境、生態水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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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深入中小學生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