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 
(7

th
 IWA-ASPIRE Conference 2017 & Water Malaysia Exhibitions 2017) 

 

 

 

 

 

 

                      
服務機關：經濟部水利署 

姓名職稱：曹華平副署長、廖雯雯副工程司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 

出國期間：106 年 9 月 10 日至 106 年 9 月 15 日 

報告日期：106 年 10 月 



 

 



 



 

 



 

摘 要 

本次出國係經濟部水利署「106 年度水資源作業基金出國計畫」項下之「亞太地區

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經由經濟部核定 2 人共同赴馬來西亞參與本研討會與

展覽，會議核心在於打破國界-為亞洲創造更美好的水未來，本會議著重於水革新理

念、供水管理、氣候變遷對水環境的影響及最新水處理技術等，藉由專題講座、會

議、研討會及論壇等安排，提供與會人員豐富交流機會，借此學習各國對於水環境、

水處理與水利工程經驗，作為日後推動國內相關水利業務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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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目的 

一、緣起 

國際水協會(the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IWA)是目前世界最主要的

水務協會，屬於非營利組織，IWA 前身是國際供水協會(IWSA)，成立於 1947 年；1999

年與國際水質協會(IAWQ)合併為 IWA。該機構總部位於倫敦，其他地區如北京、布加

勒斯特、奈洛比、新加坡和華盛頓特區等地都設有辦事處。該工作組織的任務是將水

資源專家集結成網絡，進而推進水資源的永續管理。 

而本次會議「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  (7th IWA-ASPIRE 

Conference 2017 & Water Malaysia Exhibitions 2017)」屬於國際水協會(IWA)於亞太地區

舉行規模最大的水領域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恰與另一國際水協會(IWA)舉行的「國

際水年會」隔年召開。 

台灣地狹人稠，土地開發利用率相當高，加以近年氣候變遷，旱澇不均的情況加

劇，可利用之水資源將是未來面臨的重大挑戰；除此之外，如何以當前的社會發展為

基礎，透過科技及管理的手段，優化水質、創造更優質的水環境，也是臺灣刻正努力

的方向。透過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及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匯集了來自全球的水專家，

各國皆展現其所長，分享、討論驗證相關議題，希能透過本次會議掌握國際關注及面

臨之重要課題，對於水事務發展趨勢有深刻之探討及瞭解，同時推廣及分享我國水利

技術成果，對於業務推展及拓展國際視野具極大正面助益。 

二、會議目標 

本次會議主題訂為「打破疆界 -為亞太地區發展更美好的未來 (Breaking 

Boundaries-Developing a Better Water Future for Asia Pacific Regions)」。透過深度交流的

機會，尋求國內水資源創新、革新的契機，亞太地區國家水產業及國情與我國相近，

相關作法值得學期，且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期藉此次參加研討會與展覽之機會，促

進我與馬來西亞等亞太地區各國之水利交流合作，並拓展水利產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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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行程與內容 

 

本次行程係以參加國際水協會(IWA)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 4 天(9 月 11 日至 9 月

14 日)之「7th IWA-ASPIRE Conference 2017 & Water Malaysia Exhibitions 2017)」(第七

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會議，本次行程由曹副署長率隊，於 106 年 9

月 10日由桃園機場啟程前往吉隆坡。本次會議內容以高峰會、論壇、研討會、專家會

議、觀摩導覽及商業展覽等方式進行，並且為了能更深化與馬來西亞之交流，特別規

劃於第 2 天前往拜訪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加深對馬來西亞水環境之認

識，進而促進雙邊交流之機會。另安排於第 4 天前往參訪獲選聯合國最佳人民居住環

境榮譽獎章並獲國家地理頻道選為偉大建築工程巡禮節目專題之一的「精明隧道系統

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Road Tunnel (SMART)」，就現在及未來署內可能推動或營

運之隧道工程包含施工方式、水、車同道之營運模式、維護方法…等交換意見，本次

合計七天行程 (如表  貳 -2)。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議程表 

貳-1~4 ，大會現場位置圖詳圖 貳-1。 

 
表 貳-2 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行程表 

日 期 內 容 

9/10(日) 路程(桃園-吉隆坡) 

9/11(一) 開幕式、專題演講、水庫管理研討 

9/12(二) 拜訪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獲邀參與水論壇 

9/13(三) 參與產業對談、展覽、專題演講、閉幕式 

9/14(四) 

現地參訪- 

精明隧道系統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Road Tunnel 

(SMART) 

9/15(五) 路程(吉隆坡-桃園) 

 

 

 



3 

 

本行程任務： 

（一） 參與主題研討，深入了解世界各國水資源最新技術 

（二） 與專家學者交流並與產業對談 

（三） 參訪精明隧道系統，進行業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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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3 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第 1 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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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4 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第 2 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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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5 第七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第 3 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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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2 大會現場位置圖 

 

一、國際水協會(IWA)簡介 

國際水協會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水務協會，會員位橫跨全球 130 個國家及地

區，形成了最大的國際水網絡，致力於國際重要水議題發展，其組織主要目標包

含： 

（一） 以創新、解決方案為導向，領導有助於全球水管理進程之領域 

（二） 制定水及廢水處理解決方案及研究計畫 

（三） 將最新科學及技術帶入水領域並實踐 

（四） 致力於水之全球議題，發揮監管及政策制定之最佳化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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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 

本(第 7)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及展覽於 2017 年 9 月 11 日~14 日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吉隆坡為馬來西亞之首都及聯邦政府所在地，氣候屬

於熱帶雨林型氣候，是馬來西亞人口最密集且最繁榮的區域，本次會議會場位

於吉隆坡會展中心(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er)，是吉隆坡最著名且大型的

會展中心，具有 6 個大型展覽廳、議會廳、會議室、宴會廳等，館內其他設施

還包含城中城水族館、通往大型商場之地下通道以及聯外之空橋系統，所有設

備皆具備國際級展覽會場之水準，本次會議將重點聚焦於亞太地區，關注不同

國家所面臨之水挑戰，並尋找對應之水資源問題解決方案。 

 
 

圖 貳-3 大會主題及主視覺展示 

 

本次會議主題願景訂為「打破疆界-為亞太地區發展更美好的未來(Breaking 

Boundaries-Developing a Better Water Future for Asia Pacific Regions)」，會議之開

幕式由馬來西亞水協會 (Malaysian Water Association, MWA)主席  Datuk Ir 

AbdulKadir Mohd Din 與 IWA 主席 Ms Diane D’arras 致歡迎詞，並由馬來西亞

能源、綠色科技及水務部部長(Minister of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YB Datuk Seri Panglima Dr Maximus Johnity Ongkili 主持開幕儀式。部長於開幕

式中表示，做為負責水資源任務的首長，該機關不斷考慮長期發展之目標及策

略，尋求變革及創新之方案，以提供民眾乾淨安全的飲用水，國際間良好的互

動，有助於解決當局面臨之水挑戰；MWA 主席於歡迎各界蒞臨之歡迎詞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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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亞太地區正面臨一系列之水挑戰，如何克服水管理之艱鉅挑戰，並在未來擬

定調適策略，是本會議的重點，各代表們將以最新的技術及應用展示及分享，

本會議為專業人士創造了寶貴且令人興奮的交流機會；IWA 主席亦表示本會議

屬於亞太地區水行業之領導者，匯集政府、學術、產業等專家，因應全球不斷

擴大之經濟體系及公民的健康福祉，一個安全且永續的水資源至關重要，水沒

有邊界，世界之水產業也應該打破邊界進行合作，共創可持續之水未來。 

為能達成本次會議重要科技交流之目的，令會議主題更為聚焦，主辦單位

特別邀請 6 位來自不同國家之專家，進行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講題與講

者分別為「至 2050 年水永續發展」(YBhg Dato’ Seri Ir Fr Zaini Ujang)、 「水與

能源」(Professor Gustaf Olsson)、「亞太地區城市水管理之轉變」(Professor 

Emeritus Saburo Matsui)、「水政策及政府扮演之角色」(Dr Petra Pana)、「香港水

的彈性發展」(Ir Enoch TS Lam)、「吉隆坡之永續發展」(Datuk Hj Mohd Najib bin 

Hj Mohd)。 

整體會議以專題演講、論文發表、海報展示、研討會、專家會議、觀摩導

覽以及商業展覽等方式進行，臺灣團體除本署由曹副署長華平率隊外，亦有臺

北自來水事業處由陳副處長曼莉率隊等 4 人、臺灣大學駱教授尚廉、成功大學

林教授財富、黃主任良銘及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胡理事長南澤及吳秘書長陽龍

等單位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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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4 臺灣與會人員(本署、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台灣大學及

成功大學) 

 

 

圖 貳-5 IWA 主席 Ms Diane D’arras 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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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6 開幕典禮後與各國專家學者交流 

三、水論壇(Water Regulators’ Forum) 

本署於會前特別接獲馬來西亞國家水務委員會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SPAN)及能源、綠色科技及水務部 (Ministry of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KeTTHA)邀約，於 2017 年 9 月 12 日參與 Water Regulators’ 

Forum；本次會議主題為「朝向彈性水服務發展」，會中匯集了政府、產業、學

術等各界專家，針對水產業鏈當中經濟、科技、社會、消費者等面向，分享各國

之主要政策與挑戰目標，共同討論水之永續發展與穩定水資源供給。 

會中討論了 10 年內的水產業經濟發展計畫，應包含社會意願、經濟可行性、

消費者接受度並結合最新科技發展。馬來西亞代表於討論中分享水服務產業之經

驗及挑戰，未來馬國將朝向更彈性的水服務發展，透過更有效率的管理有效提升

水質及水量，並發展綠能產業，同步達成環境保育之目標；澳洲學者分享在旱澇

加劇的情況下，透過氣候變遷調適科技及多樣化的都市水資源發展，能夠達成安

全永續之水目標並擬訂長遠水政策；菲律賓學者則是分享私營水公司失敗、轉型、

成功之經驗，及如何於經濟利益及公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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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綜合討論由水務委員會第一屆主席 Y. Bhg Dato’ Teo Yen Hua 主持，以及

其餘 5 位各國專家學者一同與談，為全球水事務共同擎畫出更彈性、更公眾、更

以環境永續為本的服務目標。 

表 貳-6 受邀參加水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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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7 各國於水論壇中分享寶貴經驗與座談 

四、拜訪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為能深化對馬來西亞了解，以尋求並增進未來交流之機會，特別安排於

2017 年 9 月 12 日，由本署曹副署長華平帶領本署北區水資源局、中華民國自來

水協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國立臺灣大學等專家學者組團前往拜會經濟文化辦

事處，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透過強化對馬來西亞當地水文、水質、用水條

件、地區差異、文化等認識，可有效促進我與馬來西亞水利交流合作並拓展水利

商機。 

我國近年與馬來西亞多有水利技術輸出及學術交流合作，包含臺灣水文資訊

學會(淡江水資源及環工系主任張麗秋與台大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張婓章

合作)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結合台灣優勢科技成果及東南亞國家防災需求，協

助馬來西亞建置東部甘馬挽流域之洪水預警及防災系統，本合作案前期經費 10

萬美元已獲馬國核定，於2016年8月與馬國政府簽約，馬來西亞水資源與氣候變

遷研究中心 Ir. Mohd Zaki bin Mat Amin並曾於 2017年 3月至本署第十河川局參訪

交流，了解淡水河流域水情中心與洪水預報資訊系統建置與運作情形。 

本次拜會由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代表尹新垣、經濟組組長張明及經濟秘書林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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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接待，談參內容包含馬來西亞之水文、地文、地理條件(降雨量多、環境資源豐

富)，惟因政治因素導致目前之供水系統不佳(如：淨水池工程延宕)，易有分區供

水之現象，另水質條件亦欠佳，自來水濁度高導致目視水色明顯，水無法生飲，

家家戶戶皆須使用淨水器處理飲用水。且土地利用上有大量種植單一經濟作物

（如：棕梠樹）造成水土保持不佳之情況，顯示馬來西亞雖具備高度天然資源，

惟其水資源管理技術及水土環境保育意識尚有提升空間；故除了目前臺灣大量輸

出馬國之服務及醫療產業具有的相當之輸出潛力外，可看出於未來水利工程、防

災預警、水土保持…等臺灣先進之精緻化管理技術，皆有南向馬來西亞發展之實

力。 

 
圖 貳-8 本署曹副署長華平帶領台灣團隊前往拜訪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圖 貳-9 本署致贈國內推動重要水資源工程宣傳摺頁及宣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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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討會議 (Sessions) 

本次研討會於 2017 年 9 月 11 日~13 日期間舉辦，在 7 個會議室進行，共分

為 6個議題，各議題又區分 6~7個子題如表貳-7~12；其中與本署業務相關之主題

為9月11日之水的革新、沿海水庫管理、氣候變遷及調適、水需求管理、災害風

險管理；9月 12日非營業用水損失管理、水及社區參與、洪水預測及減災、節水

及雨水儲留、水價及金融；9月 13日水資源管理及城市供水、用水安全等議題。 

本次會中廣為討論的議題之一為 Coastal Reservoir Management (沿海水庫之

管理)，其理念係將傳統之「導洪入海」轉變為「蓄洪於海」，於海裡建設堤壩，

可解決陸域水庫用地問題，並於水資源鹹化前再次利用；本次會議與此相關之主

要講題包含研究沿海水庫可行性-以水文與流域管理之視角、沿海水庫於馬來西

亞發展之潛在應用、沿海水庫在中國大陸之應用及可行性、阿拉伯海創造沿海水

庫之可行性等。一般陸域水庫的概念係高於海平面以上，而沿海水庫則是屬於低

於海平面的水庫，於沿海河口地區設置水庫是為了能夠於淡水出海前，再次攔蓄

使用，增加淡水的利用效率，可適用於多數逕流直接入海的國家，目前於大陸、

香港、南韓、澳洲皆有設置沿海水庫的成功案例；使用沿海水庫的優點有降低環

境衝擊、具有最大集水面積、降低水損失等。以長江上之青草沙水庫為例，其為

上海市之主要取水口之一，2010 年完工，水庫面積 70 平方公里，是中國最大型

之避鹹續淡型河口江心水庫，設計容量為 4.35 億立方公尺。但沿海水庫面臨最大

的挑戰為水資源在近出海口處，通常水質表現較差，故亦有實例是取用上游水質

較佳之水資源，以陸域水庫方式提供民生飲用水源，而在水質較差的河段，則使

用沿岸水庫提供工業、灌溉、漁業用水。沿岸水庫可作為多元化水資源規劃之參

考，惟於臺灣目前之適用性尚須考量區域供水需求、水質及沿海生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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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10 沿岸水庫概念圖  

 

圖 貳-11 研討會分享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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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8 研討會第 1 天(Session1)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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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9 研討會第 1 天(Session2)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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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10 研討會第 2 天(Session3)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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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11 研討會第 2 天(Session4)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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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12 研討會第 2 天(Session5)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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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13 研討會第 3 天(Session6)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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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貳-14 研討會第 3 天(Session7)講題 

 

 

六、論文書面發表(Posters Presentaions) 

本研討會共有 57 篇書面發表論文張貼於吉隆坡會展中心 3 樓東翼大堂，

論文分類區分為「產業廢污水處理科技」、「綠色科技」、「氣候變遷」、「供

水管理」、「水資源永續」、「用水安全」、「廢水處理政策」及「其他」等

議題；此次臺灣團同行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同仁亦有水處理分析之論文書面

發表，其張貼區域布置於主要走廊上，提供各國學者於產業對談時能充分意

見交流，並且鼓勵作者在海報張貼期間能夠講解並呈現他們的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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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12 論文書面發表現場海報張貼及討論情形 

七、商業展覽(Exhibition) 

本次於馬來西亞舉辦之第七屆 IWA-ASPIRE 會議併同馬來西亞水展覽辦

理，參展國家眾多，有 600多名國際及地方專家學者代表參與，且吸引了超過

200 個技術廠商，提供先進的設備及各類水問題之解決方案，協助政府及全球

水行業解決面臨的挑戰。本次展覽會主要為創新、實用、智能技術的展示，主

題包含： 

 水資源保護與管理 

 防洪減災與管理 

 排水管理 

 綜合水管理 

 供水管理 

 非收入水管理 

 廢水管理 

 水再利用和雨水收穫 

 水質監測與建模 

 飲用水處理和分配 

 營養物去除和資源回收 

 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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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管理 

 污泥管理處置 

 污水處理管理 

 污染控制與管理 

 工業廢水處理 

 

 

圖 貳-13 商業展覽會場參展廠商平面配置圖 

本展覽會重要且具有指標性的攤位包含管材、閥類廠商、淨水系統公司展

品陳列、空拍機公司展示其機器應用於水庫崩塌、水庫藻類生長研判、政府攤

位包含節水標章推動、政策宣傳等，以下針對本署業務特性介紹本次展覽具代

表性之公司、政府攤位。 

馬來西亞雲端及物聯網技術科技公司(CTi Resources)係提供資訊設備服

務，包含大數據分析、物聯網、機器學習、雲端服務及業務智能；傳統水產業

監測工作多採人工或經驗在執行數據分享(使用電子郵件或架設 FTP 分享大量

資訊)，但此種方式在數據的數量、品質、速度、價值上仍有其限制，以分析水

網絡管理為例，傳統監測方式採單點設置獲取數據，但該公司在水產業上能夠

提供最佳化套件，水網系統回報工具-需求預測及區域監測，來優化供水網絡，

即時分析強化監控，便於營運管理及控制，結合虛擬感應可即時監測水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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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提供分析資料，發現潛在問題，預測未來變化，加速危機處理；但使用此

網絡亦面臨一些挑戰，包含需進行基礎設備維護、回傳數據正確性及系統穩定

性…等；此項技術對於未來署內智慧水管理之推動具有參考價值。 

 

 

圖 貳-14 傳統水網採關鍵點位監測方式 

 

圖 貳-15 新式水網以最佳化分析提供大數據加值功能進行水網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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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16 水網系統回報工具-需求預測 

 

圖 貳-17 水網系統回報工具-區域監測 

日本橫濱市水道局(Yokohama Waterworks Bureau)係執掌橫濱市供水之政

府組織，橫濱市主要有 5 個供水系統，總供水能量為 1,955,700m
3
/day (橫濱市

水資源地圖詳圖貳-18)，包含 3 座淨水場 Kawai, Nishiya 及 Kosuzume.本次展

出包含橫濱市之水資源管理、淨水處理系統、水源地之森林保育、友善能源之

供水系統、區域防災應變、水安全及水質管理、減少漏水損失、國際合作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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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協力…等，其業務性質與本署高度相關，極具參考價值。 

 

圖 貳-19 橫濱市水資源地圖 

在水資源保育部分，日本橫濱市水道局成立水資源森林管理辦公室(Water 

Resource Forest Management Office)有系統的推動森林保育工作，成立志工服務

隊維護山區原始山林，並建立水源基金致力於保護自然環境，比較特別的是該

局販售官方瓶裝水「Hamakko-Doshi The Water」(圖貳-20)，產自於上游自然豐

沛之清澈水流，販售所得用於挹注山林保育基金以及改善非洲國家水環境(該局

國際合作計畫)。日本橫濱市水道局亦辦理多種友善能源供水系統(Eco-friendly 

Water Supply System)，例如於 2000 年時在 Kosuzume 淨水廠之過濾池上裝設

移動式太陽能發電設施(此為日本第一座)，提供 1570kW 之乾淨能源；另外於

供水管內設置小型水力發電設施，於 2015 年已設置 5 座分別位於 Onda 

Dirstrbution Reservoir, Kohoku Distribution Reservoir, Kawai Purification Plant, 

Aoyama Water Resource Office and Mine Distribution Reservoir.本署近期亦推動

多項水資源相關綠能政策，席間與該局事業推進部課長亦針對再生能源之效能

討論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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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21 官方瓶裝水「Hamakko-Doshi The Water」收益用以挹注基金 

 

 

圖 貳-22 太陽能及小水力發電位置圖 

 

 

圖 貳-23 淨水廠過濾池上方裝設之移動式太陽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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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24 Kawai 淨水廠之小水力發電示意圖 

在供水防災能力部分，日本橫濱市水道局以自救(Self-Help)、互救(Mutual 

Help)及政府支援(Public Help)來教導民眾防災知識，自救係宣導民眾應儲備足

以供應 3日飲用水之水量(9Liters/Person, 以 3L/day計算)，雖然多數地區每 1Km

就有緊急使用之地下水供給站，但仍可能受時間或是天候影響，故該局鼓勵民

眾皆應於家內儲存至少 9L 之飲用水(Yokohama 防災用罐裝水具有 7 年保存期

限詳圖)；互救係採緊急供水站方式(Emergency Water Supply)，其配置狀況為

134 個地下水供水站、22 處分散式水庫、358 處依計畫供水水龍頭以及機動性

較高之運水車(詳圖)；政府支援的部分採用更換老舊管線，改採抗震材質、增

加主要水利設施抗震力、建設水源連通系統避免地震阻斷水源供給。 

 

圖 貳-25 災時自救儲備水源-具有 7 年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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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26 災害發生時之緊急供水系統 

 

 

圖 貳-27 橫濱水道局課長為本署曹副署長華平解釋橫濱之供水系統、防災應變、水質

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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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28 日本於本次活動中之展出區域 

 

圖 貳-29 新加坡於本次活動中之展出區域 

八、現地參訪(Site Visit) 

本次研討會安排了 5 場官方參訪地點提供選擇，分別為 

（一） 精明隧道系統 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Road Tunnel (SMART) 

結合雨水管理及交通疏導之多用途隧道系統，以創新之方式解決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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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坡市區淹水問題及交通壅塞的問題。 

（二） 污水處理廠 Pantai 2 Sewage Treatment Plant  

處理吉隆坡內最大集水區之污水處理廠，具有生物燃氣發電設施、

142萬個PE污泥處理設施，且將採用地下開發的方式，同時提供休

閒公園、行政大樓及社區設施。 

（三） 淨水廠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本廠預計於 2019 年完成，2025 年開始供水，能往西及北部供應水

源。 

（四） 布城濕地 Putrajaya Wetland 

本溼地總面積高達 335 公頃，具有高度的植物及魚類生物多樣性，

為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之一，屬於城市綠肺，具有可持續發展之森

林公園及自然路徑。 

（五） 手套工廠之水回收技術 Hartalega NGC Sdn Bhd 

此工廠每年生產 270 億隻手套，且將於 2020 年擴展至 420 億隻手

套，此訪問的最主要目的為，此大型工廠具有良好之供水管理系

統，包含水回收、廢水處理、減少耗水量等最新的設備和技術。 

考量本署業務特性，本次參訪行程選擇精明隧道系統 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Road Tunnel (SMART)，該隧道位於吉隆坡市中心，該國政府

為了降低吉隆坡市區的淹水風險並舒緩交通壅塞的問題，提出了這項重大國

家建設，此隧道是一項結合排水系統與道路系統的工程，長 9.7 公里的隧道是

東南亞最長的雨水隧道（亞洲第二長）。本工程自 2003 年開始興建，於 2007

年 5 月 14 日啟用，為結合分洪功能與紓緩市區壅塞交通的共構隧道(上層為 3

公里的汽車通道，下層為 9.7 公里防洪水道)。 



34 

 

 

圖 貳-30 精明隧道系統管理中心 

 
圖 貳-31 Klang 及 Gombak 兩條河流匯集處常造成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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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32 精明隧道(SMART)於流域內位置平面圖 

Sg Klang 及 Gombak 兩條河流匯集處為吉隆坡城鎮之市中心及信仰中心

(嘉美克清真寺)，有很長的淹水歷史，每逢大雨必定釀成重大災情，造成嚴重

的人命傷亡及經濟損失；本分洪隧道興建完成後可將 Sg Klang 河主流之部分洪

水導入位於 Berembang 的前池(Holding Pond)，經分洪隧道送至 Taman Desa 

Pond，續排入下游河道，有效降低市區河道水位，避免淹水災害。隧道一共

具有 4 種操作模式，正常情況下(模式 1)，並不會有水量導入排洪隧道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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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洪水情況時(模式 2)，則透過位於車道下的分洪隧道進行分洪；大型暴雨事

件時，汽車通道將全面關閉(模式 3)並開啟自動水密門(模式 4)，整條隧道做排

洪之用，最高可容納 300萬立方公尺水量，約為百年重現期距之洪水。洪水結

束後，進行隧道安全檢查，並使用壓力水柱清洗後，高速公路與隧道會於 48

小時內恢復通車。 

 

 

圖 貳-33 精明隧道(SMART)之四種操作模式示意圖 

本精明隧道之工程內容： 

 建造成本：RM1,933 億元(US $ 457.2 億) 

 雨水隧道長度： 9.7 公里(6.0 英里) 

 直徑： 13.2 公尺(43.3 英尺)(外徑) 

 隧道方式： 隧道掘進機(TBM) 

 工法：TBM 類型為泥水盾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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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34 參觀精明隧道(SMART)之控制中心 

 

圖 貳-35 參觀精明隧道(SMART)之前池(Holding Pond)及其攔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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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36 車輛行駛於精明隧道(SMART)之情形 

 

九、晚宴及閉幕式 

第 7 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之歡迎晚會訂於 9 月 12 日晚

間 8 點至 10 點於吉隆坡會展中心大型宴會廳舉辦，各國專家藉此難得齊聚一

堂的機會，分享近幾日之專題研討心得並交流見解，晚宴由馬來西亞能源、綠

色科技及水務部副秘書長暨指導委員會主席 Dato' Dr Tan Yew Chong 開場致

詞，感謝幾日來各界發表之貢獻，副祕書長並於致詞後至台灣代表區致意，與

本署曹副署長華平針對亞太地區未來水資源發展交談，並感謝台灣參與本次會

議；晚宴席間安排之表演，充分展現馬來西亞多元文化融合之特色，由馬來人

族群、華人族群、印度人族群、原住民族群，各著傳統服飾結合舞蹈，開啟歡

慶融合的氣氛，主辦單位亦透過本次(第 7 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

展覽，捐贈款項給予兩間小學，透過該筆款項推展「水與青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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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37 能源、綠色科技及水務部副秘書長開場致詞 

 
圖 貳-38 本署與馬來西亞能源、綠色科技及水務部副秘書長作業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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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39 大會捐贈款項支持青年與水行動 

閉幕式及頒獎典禮安排於 9 月 13 日下午 3 點，由大會主席致詞感謝各界

參與，並安排專題討論「Water Façade: Face to Face with the Future of Global 

Water」對於全球水未來及本次會議之成果進行總結；接續為本次優秀之論文發

表(口頭及書面)頒獎，最後將主辦牌交接予下一屆(第 8 屆 2019 年)主辦單位-

香港，由香港發表歡迎及介紹影片。 

 

圖 貳-40 交接主辦牌予下一屆(第 8 屆 2019 年)主辦單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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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貳-41 下屆主辦國撥放邀請影片並合影 

 

圖 貳-42下屆(第 8屆)主辦單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渠務署前來邀請本署參與 2019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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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心得及建議 

（一） 本次出訪結合研討會議及現地參訪，兼具學術及實務性質，全球水利專

業人士齊聚一堂，其主題安排貼近全球重點水議題且與本署業務具有高度

相關，有助於本署業務推展並提升同仁國際觀，建議未來可持續派員參加

本論壇。 

（二） 本次研習除與馬來西亞建立緊密關係外，亦與一同參與會議之各國工程

師分享交流彼此實務工作環境、方法、遭遇的困難及解決之方法等，例如

會議期間及回國後就水利署水庫水資源管理、藻類處理方式…等合作。未

來可加強聯繫，以增廣視野並及建立合作交流關係。 

（三） 本次台灣團同行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師接受中華民國水協會補助論

文書面發表及口頭發表數篇，近年來亞太地區發展與水管理研討會與展覽

議題漸趨本署業務範疇，未來署內可針對本署強項於此國際研討會進行發

表，有助於行銷台灣水技術並可增加技術輸出機會，拓展國內商機(如防洪

預警、民眾參與、水庫排砂技術、智慧管理等)。 

（四） 參加本次研討會議不論研討會場地選擇、研討主題、專題演講安排、處

處可感受到籌備單位之用心及細心，專題演講切合世界水管理面臨之挑戰

及解決方案，主體會場旁之雙峰塔城中城公園周邊水域設施營造良好空

間，許多民眾皆於假日在規劃良善之水域進行親水活動，其水環境營造值

得效法。 

（五） 本次現地參訪安排馬來西亞驕傲之重大公共建設 -精明隧道系統

Stormwater Management and Road Tunnel (SMART)，該隧道採具有疏導交通

及疏洪雙重功能設計，一次解決馬來西亞市區 2 大問題，其工法之特殊性

及設計之創新構想值得學習；惟就水利設施之觀點而言，實際檢視

2007~2017 年之操作紀錄，僅 5 次啟用交通隧道進行通水(mode 4)，且自

2013 起未曾使用 mode 4 操作之紀錄，實際與現場工程師詢問後發現，考

量每次啟用 mode 4 後，至少需 48 小時之隧道安全檢查與壓力水柱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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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隧道才能再恢復通車，期間會影響市區交通流量甚鉅，且每次啟用

mode 4 後，隧道內照明、機電系統檢查常發現損壞，更換設備所費不貲，

故作為疏洪使用之次數較低，顯示其防水技術及管理操作方式在防洪表現

上，尚有精進空間；本署未來推動之水利工程倘具有複合式功能時(如防淤

隧道內可供清運卡車通行)，可將其水利設施內之清潔方式、防水設施、更

換方式…等經驗及限制條件納入參考，於設計時多加同步注意營運階段可

能面臨之問題。 

（六） 本次本署主要以會議形式參與，並未參展，但對於國際大型展覽、論文

發表、現地觀摩等仍帶回許多資訊可供未來出訪或國內舉辦國際型活動時

參考。本次商展各國皆以其水產業之強項參與佈展，建議我國未來得把握

以台灣名義參與之國際會議，統整國內相關單位共同推展，以達最大效益；

本次台灣雖有廠商各別參展，惟標示、推廣及宣傳力度上稍弱，亦較難達

成技術輸出之效果；未來若有大型國際活動，整體參展策略上機關可橫向

合作，並以主要政策目標邀商前往參展，同時考量產品或技術輸出之可行

性，如國內雖具優質管材與接頭廠商，惟可能受限國外招標規格不易打入

市場，反而可考量以災害預警、水管理…等軟實力之強項展示打入各國市

場，並可與南向政策相互呼應，達到加成效果。 

（七） 馬來西亞地理位置及氣候條件可稱為得天獨厚，其國家幾乎沒有地震及

颱風之天然災害，且水資源充沛，惟其水處理及水管理能力較為薄弱，使

得水資源在水質及水量之表現仍有很大空間，以鄰近國家新加坡為例，過

去常須向馬國購水，惟透過精進再生水之方式，近幾年已有多次於馬國水

資源遭受污染時，回售水之案例；台灣屬於災害敏感度相當高之國家，故

造就我國水資源管理具有高精度技術，倘能協助馬國妥善規劃並推展精緻

化水資源管理，成效將相當顯著並可活化國內水事業之產值。 

（八） 臺灣與馬來西亞現已有初步之水利技術輸出及學術交流合作，馬來西亞

主要面臨之災害為都市開發造成之河川洪泛，目前結合台灣優勢科技成果

及東南亞國家防災需求，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我國已於馬國東部地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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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洪水預警及防災系統，顯示臺灣水利之實力備受肯定，近年我國相關通

報及防災資訊亦發展成熟，公民教育也逐步推動，未來應可就相關經驗與

國外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