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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瑞典斯德哥爾摩水週(World Water Week in Stockholm)自

1991 年貣每年舉辦，為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水週活動。每年該水

週會配合聯合國政策及全球關注焦點，擬訂主題，讓世界各國的

組織及關心該主題之利害關係人，發表跟此主題相關的研究成果，

並且結合專題研討、展覽以及會議的周邊活動，幫助大家更深入

的探討這些議題，並彙整共識與結論。本(2017)年度主題為 Water 

and Waste: Reduce and Reuse. 

近年來受到氣候變遷衝擊，我國水利單位穩定供水挑戰度越

來越高。面對此挑戰，水利署提出水源多元化政策，以分散分險。

其中再生水來源生活污水、工業廢水水量穩定，為多元化水資源

之重要策略。我國再生水政策目標為於民國 120 年使用量達每日

120 萬噸(佔公共用水量 10%)，主要供工業使用，輔以生活次級

與環境景觀使用。然本署推動過程中遭遇許多困難，如成本高於

自來水水價使用端誘因不足、輸水管線長土地取得困難、廠商使

用意願低媒合困難、生活污水廠處理升級用地取得困難等。 

為了解各國水回收再利用之推動現況，借鏡其經驗，並知曉

世界趨勢、聯合國推動方向，以協助國內廠商開發商機，爰參與

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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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斯德哥爾摩國際水週背景介紹與本屆探討範疇 

2-1 背景介紹 

目前國際上歷時較久之水週活動計有瑞典斯德哥爾摩水週、

阿姆斯特丹水週及新加坡水週(比較表如下表 1)。其中，瑞典斯

德哥爾摩世界水週活動(World Water Week in Stockholm) 是由斯

德哥爾摩國際水資源研究中心(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簡稱 SIWI)舉辦的活動。本水週前身為自 1991 年開始

每年舉辦之 Stockholm Water Symposium，2001 年貣正式改名為

World Water Week in Stockholm，每年 8、9 月舉辦，提供學術界、

商界、政府、聯合國下設組織及民間組織意見溝通及經驗交流帄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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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水週活動比較 

活動名

稱 

阿姆斯特丹國際水週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AIWW) 

新加坡國際水週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SIWW) 

斯德哥爾摩 

國際水資源週 

World Water Week  

in Stockholm 

(WWW) 

舉辦週

期/貣始

年 

每 2 年/ 2011 開始 每 2 年/ 2008 開始 

每年/ 2001 開始 

(2001 前稱為斯德哥爾

摩水務座談會
Stockholm Water 

Symposium) 

參與人

數 

超過19,000人，2015 

(含 AquaTech 水展) 

超過 21,000 人，
2016 

超過 3, 200 人，2016 

主辦單

位 

荷 蘭 水 務 聯 盟

(Netherlands Water 

Partnership, NWP) 

等單位 

新加坡環境與水

源部等單位 

斯德哥爾摩國際水研

究 院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Water 

Institute, SIWI) 

活

動

內

容 

專業 

研討

會 

 AIWW 研討會 

 領導人會議 

 水務領袖峰會 

 水務研討會議 

 工業水處理解決

方案論壇 

 主題研討會 

 全體會議 

展覽 
 阿姆斯特丹水科技

展 

 水博覽會  周邊展覽 

青年 

活動 

 青年學者交流  水務青年領袖會

議 

 青年紀錄員 

水獎 
 Sarphati 公共衛生

獎 

 李光耀水獎  斯德哥爾摩水獎 

 斯德哥爾摩青年水獎 

現地 

導覽 

 現地導覽  現地導覽  導覽及參觀 

其他 
 社交活動 

 相關週邊活動 

 水商務論壇  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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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世界水週會配合世界趨勢、聯合國政策訂出一個特定的

主題，讓世界各國的組織能夠圍繞著這個主題，發表跟這個議題

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且結合專題研討、展覽以及會議的周邊活動，

幫助大家更深入的探討這些議題。近 10 年主題如下: 

 2008,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Water: For a Clean and 

Healthy World. 

 2009, Responding to Global Changes: Accessing Water for the 

Common Good with Special Focus on Transboundary Waters. 

 2010, Responding to Global Changes: the Water Quality 

Challenge—Prevention, Wise Use and Abatement. 

 2011, Responding to Global Changes: Water in an Urbanising 

World. 

 2012, Water and Food Security. 

 2013, Water Cooperation—Building Partnerships 

 2014, Energy and Water 

 2015, Water for Development 

 2016, Water for Sustainable Growth 

 2017(本年度), Water and Waste: Reduce and Reuse 

 2018(下年度，大會已公布), Water, Ecosystems and Human 

Development 

整個水週的活動，非常多元，包括專題研討會、周邊活動、

社交活動、展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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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本屆探討範疇 

本次水週主題為 Water and Waste: Reduce and Reuse，聚焦

在達成永續發展指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DG 

6 目標 3 及 SDG 12 目標 5 之挑戰。 

 SDG6 target 3: “by 2030, improve water quality by 

reducing pollution, eliminating dumping and minimizing 

releas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materials, halving the 

proportion of untreated wastewater and substantially 

increasing recycling and safe reuse globally.”(藉由全球

性共同降低污染、消除垃圾、最小化有害物質、減半未

處理廢水排放及增加回收與安全的再利用，希望於 2030

年前讓水質全面提升) 

 SDG 12 target 5: “by 2030, substantially reduce waste 

generation through prevention, reduction, recycling and 

reuse”.(藉由預防、減少、回收及再利用，於 2030 年前

大量降低廢棄物的產生) 

2015年巴黎氣候變遷協定(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及瑞士 Davos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表的年度

全球風險報告(annual Global Risks Reports)中都強調將水及廢棄

物視為經濟資產的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概念是達成此用續

目標的重要方法，所以本次為期一周的活動全面性、系統性的探

討水及廢水回收再利用這個主題。所謂全面性、系統性包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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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國家、所有與水相關部門(特別是食物與能源部分)、

所有利害關係人(公、私、民間社團)、地理面向上、中、下游、

從源頭到海洋。整周主題分以下面向探討: 

 水-廢棄物循環(the Water-waste cycle):完整的廢水管理循環，

包含從水源到分配、廢水收集、處理、棄置到回收，必須

考慮到水、能源、營養源的復原。聚焦在將廢棄物視為可

再利用之資源，例如降低化學物質的使用、廢水回收再利

用供農業灌溉及家用、營養源萃取再利用、廢水回收過程

中產製能源、食物及其他產品的可能性。如何將廢棄物減

量同時資源化之解方將從科技、機構合作、商業模式、決

策機制等面向去探討。 

 驅動力(the drivers):人口增加、經濟成長、都市化、工業化、

氣候變遷、天然災害增強等挑戰都是促使人們重視水-廢棄

物循環之重要驅動力。面對這些挑戰需要更創新、進步的

廢水處理、產品製造、回收再利用技術，也需要適當的政

策及管理方式引導並改變製造流程及消費習慣。 

 水質管理(water quality management):在循環系統性的考量

下，水質必須符合用水目的。除了傳統的生物及化學廢水

處理外，水質標準必須考量新的污染物，(例如藥物殘留、

奈米粒子、新陳代謝產物等)、熱污染、海淡廠廢排等。 

 健康及生物多樣性(Health and Biodiversity):人民健康及接

受度是推動水-廢棄物循環理念很重要的面向。廢棄物污染

不只影響人類，也影響到各陸地、海洋、水域生物，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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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也必須納入考量。 

 都市面向(Urban dimension):城市規模從小城鎮到超大城市

都將納入探討，特別針對都市規模及人口的動態成長、都

市暴雨及水回收再利用的廢污水管理。並連結到空間規劃

及機構間的合作、水-廢水-能源的網絡。 

 工業面向(Industry dimension):在全球水市場中，製造業用

水成長最迅速。當很多產業不當的管理用水及廢棄物時，

已經有些典範廠商以循環經濟的概念在製造鏈中有非常先

進的做法，有些已經展現出 0 耗水、0 污染的回收再利用

能力。 

 政策面向(Policy perspetives):水及廢水管理部門應該全面

檢視包括污染物降低、更乾淨的生產、處理、再生流程、

社經誘因等可加速廢污水永續經營管理之政策。另外值得

討論的政策面向為將廢污水於農業之應用從小型、非正式

提升到大型、正式的企業型態，包括私人投資、用水安全

等。 

 經濟、財務面向(Economic and Financial perspectives):水安

全的經濟可行性與明智的水資源及廢水管理息息相關。其

中經濟誘因、有創意的投資模式、將廢污水轉換成財富的

綠化行動都是永續廢污水管理的重要關鍵。 

 社會、機構及政府治理面向(Societal, Institutional and 

Governance perspectives):政策、法規、治理機制的發展及執

行是推動良好水資源及廢水管理的基礎。在急速變遷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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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將風險納入政府治理機制是必須的。讓所有利害

關係人參與，包含當地社群、不同性別、年輕人的參與，

及社會、宗教對再生水使用的接受度等均需特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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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程及參與場次 

本次瑞典斯德哥爾摩水週活動時間為 106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共計 6 日，228 場次(本屆完整議程詳附錄 2)。本人行程

及參與場次如下: 

表 2 參與行程及場次 

日期 行程/參與場次 

8/26(六) 
啟程 

桃園→荷蘭阿姆斯特丹→瑞典斯德哥爾摩 

8/27(日) 

1. Balancing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wastewater governance 

2. Water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I 

3. Water in the circular economy: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II 

4. Under the bridges of Stockholm- city tour 

8/28(一) 

1. Opening Plenary 

2. Toward women – inclusive waer governance 

3. Regligious jurisprunence related to reuse of water 

8/29(二) 

1. Harness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safe reuse of 

wastewater in agriculture-I 

2. Harness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safe reuse of 

wastewater in agriculture-II 

3. Harness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safe reuse of 

wastewater in agriculture-III (excursion in the 

Sodertalje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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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三) 

1. Eye on LAC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ircular Economy in the Industry sector 

2. Clean and Circular: the Future of Made in China 

Fashion 

3. Circular Economy Citie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India’s Urban Wastewater 

8/31(四) 

1. Financ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resource 

recovery 

2. SIWISofa: Why should I change my water 

behavior? 

3. The value of water: Aligning Perception with 

Reality 

4. Designing for freshwater resilienc 

9/1(五) 
1. Closing Plenary 

2.Field visit- Ericsson ICT studio 

9/2(六)-9/3(日) 
回程 

瑞典斯德哥爾摩→荷蘭阿姆斯特丹→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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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點議題與心得 

3-1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 

定義及背景 

上一世紀的工業革命，帶領人類邁向經濟昌盛，但線性的資

源利用及消費模式亦使得地球的資源入不敷出。目前大自然的資

源一經開採，就注定了一條直線的「從搖籃到墳墓」(from cradle 

to grave)之路：開採 → 製造 → 銷售 → 使用 → 丟棄，而這

條直通終點的路徑，就是所謂的「線性經濟」(如圖 1)。 

 

圖 1 線性經濟示意圖 (圖片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 

 

英國最著名提倡循環經濟的 Elle MacArthur Foundation 於

2012 年提出:「循環經濟具有可回復性和可再生性，其特性是透

過新的設計，從一條完整價值鏈的系統，檢討各式各樣的經濟活

動，建立資源循環圈(Loop)」。循環經濟揚棄傳統開採、製造、

丟棄的線性經濟模式，在傳統廢棄物減量(Reduce)、回收(Recycle)、

再利用(Reuse)的 3R 之外，加入重新定義(Redifine)與重新設計

(Redesign)的2R，後兩者所彰顯的不僅是產品與技術的重新出發，

更是包含社會思維的再定義與再設計。 

循環經濟正是想要改變線性經濟，重新建構一套「從搖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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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from cradle to cradle)的新經濟模式(圖 2)。我們可以把所

有廢棄物和污染當作是「資源錯置」的結果，由於經濟模式與產

品設計不良，使得資源不能被充分利用和回收的結果。如果可以

重新規劃原料開採、製程、使用、回收等流程，延長資源的生命

週期，甚至不斷循環，就能徹底解決廢棄物、污染以及資源不足

的問題。 

圖 2 循環經濟示意圖 

要達成真正的「循環經濟」必須經過產品重新設計、製程重

新設計、建立回收系統及商業模式重新設計四個途徑，方能達成

零污染、零廢棄、零事故三大指標。 

 

必要性及急迫性 

循環經濟是近年國際環保倡議中非常流行的名詞，許多產業

亦將循環經濟當作未來經濟的新動力，其中水資源扮演了關鍵性

的角色。原因如下: 

1.依據推估，因為人口及經濟發展，全球用水需求及 CO2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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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仍將持續大幅增加，但受到氣候變遷衝擊天然水資源之供給量

將顯著減少。此供水缺口勢必必須由提高用水效率或尋求新水源

補足。 

2. 全世界有 80%使用過的水未經處理即排入自然系統，此

為龐大的可再利用資源。若能妥善利用，不僅能解決水污染問題，

亦可增加新的水源。 

3.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中通過的巴黎氣

候協議，目標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讓地球暖化速度在 2100 年

時, 全球氣溫不會上升超過 2 度。欲達成此目標，光靠碳排放

管制不足以達成，缺口由資源再生、利用補足。 

循環經濟應用於水資源領域之挑戰 

各場次討論期間，與會代表對於循環經濟概念運用於水資源

領域多持正面態度，但也提出多項推動時可能面對之挑戰及建議，

分述如下: 

1.可能遭遇之阻礙包括以下面向: 

 文化、社會及心理之接受度 

 政府政策、法規之支持度 

 經濟效益及可行性 

2.循環經濟的推動必須系統性、全面性的考慮整個水循環體

系，且水為人類生活所必需，所以推動必須得到所有利害關係人

的支持。 

3.目前提出之循環經濟應用內涵多為水再利用(reuse)，要

達成零污染、零廢棄的目標仍有很大的空間。而且水再生利用目

前仍為昂貴的技術，在水資源充沛的區域有推動的必要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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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循環再利用應用在都會區應較適合、較有經濟誘因。示

範場域必須考量規模(scale)、技術(technology) 、維護管理

(maintenance)、財務(financing)及政府政策(governance)。 

5.循環經濟的全面推動勢必改變用水行為及水體系，對傳統

水權制度亦將造成衝擊。 

 

3-2 再生水運用於農業灌溉 

依據聯合國農糧組織在網站上揭露之訊息，農業用水約占全

球取水量 70%、工業用水 19%、民生用水 11%。但全球約有 80%

的廢污水未經處理即排入自然體系，其中約有 10-15%的農業灌

溉用水使用間接或未經處理廢污水灌溉，引發糧食的安全疑慮；

且僅 0.3%使用再生水灌溉，故存在龐大再生水去化潛能。而要

達到永續發展 6.3指標 2030年前將廢污水處理率提高到 50%以

上，故其處理容量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與會者均認同要達到

永續目標，必須讓廢污水處理增加更多的經濟誘因，觀念上也必

須改變從以往的使用未處理廢污水，到將廢污水處理後再放流，

進一步提升到以民眾健康為目標將廢污水視為一種資源妥善處

理後再加以利用。 

農業灌溉使用再生水之效益 

1.社會面向: 

 較使用未處理之廢污水更能保障民眾健康及生態

環境，且增加營養源及提升食物安全。 

 穩定、可靠之水源，建構具氣候應變韌性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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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穩定度 

 增加農民收入及就業率 

2.經濟面向 

 回收水中含之氮、磷可增加農作物產量，並降低

人工肥料之使用 

 保育及增加可供水量 

 預防枯旱之可靠替代水源，增加供水穩定度 

 對都會區綜合水資源調配、管理有助益 

 新的供水及廢棄物處理模式可解省經費，並將廢

污水中之水、能源、營養源、污泥等資源再復原利用 

3.環境面相 

 避免水體污染，保育原水水源 

 降低人工肥料之使用量 

 降低沙漠化及增加沙漠開墾 

 降低能源花費及溫室氣體排放 

農業灌溉使用再生水之挑戰 

 再生水因含高營養源易孳生蟲害、農田易生雜

草。 

 再生水中所含之高微生物及生物參數等，均超過

美國、聯合國農糧組織(FAO)、世界衛生組織(WHO)等灌溉

水源水質之規定標準。 

 民眾對於使用再生水有心裡的不適感 

為更周延探討再生水使用，大會特別有一場次從宗教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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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印度教、回教、及基督教之教義是否對再生水使用有特別的

規定。其中印度教視河川為大地之母，信徒以花朵奉獻放入河中

進行膜拜儀式，但反因此行為污染河川。因此目前印度有些環保

團體與寺廟合作，將花朵撈貣回收製作堆肥，供農民使用。而回

教及基督教對於水均僅強調使用乾淨、清潔的水，未對使用再生

水有所限制或規範。 

3-3 再生水使用案例 

案例 1.約旦南部觀光鎮瓦迪穆薩(Wadi Musa) 

佩特拉(Petrus)古城位於約旦南部，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

定之世界文化遺產，阿拉伯傳統認為摩西出埃及後「點石出水」

的地方，就是佩特拉。佩特拉被評為世界新七大奇蹟之後更具觀

光吸引力，因古城內不能住宿，鄰近之瓦迪穆薩小鎮完全是為佩

特拉觀光服務的，山上山下建有許多家酒店和餐廳、商店。 

 

圖 3 瓦迪穆薩再生水示範計畫地理位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8%A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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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區每年約有 2億噸的供水缺口，而每年處理後之廢污水

量約 1.4億噸。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自 2002年貣為改善當地

生活環境，以該地區當作示範場域將再生水用作農業灌溉，主要

作為動物食用牧草之栽種用，亦有部分灌溉蔬果。共計供給 100

公頃農田，80農戶受益，農民無須負擔水費，但須負擔輸配水

設備之維護管理費用。 

經評估該示範計畫之效益如下: 

 保護該地區之觀光資源，免於水源污染 

 農作產量提升 20-30% 

 農民增加收入，且男、女均投入耕作。 

 遭遇之挑戰: 

 再生水鹽度高達 1000ppm 

 抽水站效益降低 10-20% 

 抽水設備昂貴，輸配水及灌溉系統因疏於維護而損壞。 

 探究農民願意採用再生水灌溉之因素: 

 該地區缺乏水源 

 因水源受到污染，農民無其他選擇 

 再生水含高營養源 

該計畫經實施多年，農民多已能接受以再生水灌溉，且產品

回銷入瓦迪穆薩之觀光旅館、餐廳等讓城鎮自我供給能力提高，

降低外地輸入食品之時間、費用及依賴度。目前已有其他農民反

應希望加入該計畫，獲取穩定之再生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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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瓦迪穆薩使用再生水種植牧草情況 

案例 2.瑞典 Holo 鎮之黑水回收再製肥料 

在瑞典全國有將近 100 萬套私有之污水處理系統，其中約有

40%系統或因系統老舊滲漏或管理不當處理效果不佳，衍生環境

污染問題。除此之外，以目前開採速度全球磷預估將於 75 年內

耗盡，而光在歐洲每年需要 160 萬噸磷製作肥料。所以瑞典政府

訂定 2015 年前生活污水中至少 60%之磷需回收做為肥料，回收

之肥料至少需有 50%回歸到農田。 

在 Sodertalje 直轄市區域，私有污水系統排放大量營養源進

入湖泊、水道，最終流入波羅地海之問題尤其嚴重，造成環境嚴

重負擔。其中，Stavbofjarden 流域中的 Lillsjon 湖及 Kyrksjon 湖

優養化最為嚴重。為配合瑞典國家磷回收政策並解決污染問題，

當地環境委員會(Environmental Committee in Sodertalje)決定啟動

一省水封閉處理系統(如圖 5)取代既有效果不彰之私人系統之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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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計畫。 

 

 

圖 5 Holo 鎮採用之省水封閉污水處理系統示意圖 

(來源: Karl-Axel Reimer, Sodertalje Municipalty 簡報) 

該封閉系統將含高營養源之廁所污水(以下簡稱黑水，該計

畫將其稱為 Black Water)與其他生活污水分離，廁所污水存放於

封閉系統，由封閉式卡車至各家戶蒐集後運送至處理場特別處理

後產出含高營養源肥料，該肥料再免費提供該地區農民作為耕作

肥料使用。黑水含水量越少、產出肥料效果愈佳。處理時以

wet-comosting process 加熱處理，過程中添加尿素提高 Ph 值去除

不需要之微生物，產出具高營養源、無致病菌之衛生肥料。 

Holo 鎮之處理廠設立於 2012 年，蒐集 500-700 個黑水封閉

桶，處理所得肥料提供給當地農民耕作使用，節省肥料採購及運

輸之費用。 



 

20 

 

 

圖 6 黑水處理及肥料製造廠 

該處理設備基本數據如下: 

 可處理 700 家戶之黑水，約 1500 每年立方公尺。 

 每年省下 6000 噸水資源。 

 回收肥料可施肥 375 噸穀物(含 8550 公斤氮、900 公斤磷、

1800 公斤鉀)。 

 政府共投入 120 萬歐元建置，年度營運費越 3.8 萬歐元。 

該詴驗計畫效益如下: 

 避免營養源進入水體造成優養化及污染，並封閉植物營養

源循環系統。 



 

21 

 

 改變民眾對污水的觀感，創造市場價值同時節省能源及自

然資源。 

 相較於既有農村分散式污水處理系統，經濟效益更佳。 

圖 7 每人每年排放之黑水可提煉之穀物營養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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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1. 斯德哥爾摩世界水週有許多政府單位、聯合國組織與會，

討論偏重政策面之趨勢與落實，有助本署政策與世界接軌、

借鏡其他國家作法，值得持續關注、參與。明(2018)年主題

為 Water, Ecosystems and Human Development.。 

2. 依人口增加及經濟發展趨勢推估，溫室氣體排放量仍將大

幅增加，欲達到 2100 全球增溫不超過 2
O
 C，光靠碳排放管

制不足以達成，缺口必須由資源再生、利用補足。 

3. 全球有超過八成使用過的水未經處理排放，此為龐大的可

利用資源。若能妥善處理利用，不僅能解決水污染問題，

亦可增加新的水源。要達成永續指標 6.3 之目標，必須讓

再生水使用有更多的經濟誘因，觀念上也必須從舊有的使

用未處理廢污水→廢污水處理後放流→將廢污水視為資源，

妥善處理後加以利用。 

4. 將循環經濟理念應用在廢污水回收再利之技術已經存在，

全面推展主要困難在於社會接受度低、法令限制、經費缺

乏及專業人士不足。克服途徑: 

 積極分享成功案例、知識、經驗 

 即時水質監控資料可化解疑慮建立信心 

 強化水的價值 

 跨域合作，納入新的產業，如製藥、農用化學等 

5. 農業用水約占全球取水量 70%，全球約有 10-15%之農業間

接或直接使用未經處理之廢污水灌溉，引發糧食安全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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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灌溉使用再生水除較廢污水水質佳外，生活污水回收

之再生水具較高營養源可增加農作物產量，並降低人工肥

料之使用。 

6. 我國推動再生水政策主要訴求為供水穩定度高、不受天氣

影響，主要媒合對象為工業用水。然因台灣近幾十年來並

未發生嚴峻枯旱造成重大工業損失之事件，故該訴求誘因

有限。本報告中所提 2案例，約旦 Wadi Musa因無其他水

源、別無選擇，且使用污水回收之再生水增加農業收成，

故該地區農民爭相取用；瑞典民眾高度重視環境保育及為

下一代保有美好天然環境，故 Holo鎮案例主要是為解決環

境污染問題，並實驗氮、磷回收做為肥料之可行性，以達

成 60%磷回收之長期政策目標。該 2案例誘因契合當地民

眾需求與文化。 

7. 我國推動再生水政策或可重新檢視整體流程，與不同領域

專家合作，找出契合台灣文化、需求之誘因，以利加速推

動。本署或可考量與農業單位合作，挑選水源受污染地區

做為示範場域，提供水質較佳之再生水灌溉，過程中檢視

可回收之營養源、能源等，提高經濟誘因。 

8. 本活動整體規劃細緻、辦理圓滿，以下特色值得我國辦理

大型活動參考: 

 議程主題規劃環環相扣、主軸明確， 

 活動設計有許多巧思，例如會場座椅擺設(附錄一圖 12-

圖 14)、閉幕結論以紅、綠卡片徵詢與會者認同與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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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一圖 19)，營造輕鬆氛圍、增加講者與參與者之互動。 

 座談會場次多達 228 場，大會 APP(附錄一圖 24)介面友

善，除取代書面資料完整資訊外，亦方便與會者篩選有

興趣之場次，並提供即時訊息及互動場域。 

 許多場次邀請業界分享其再生水使用經驗，除賦予業界

企業責任外，亦可提供展現帄台、鼓勵業界參與外。 

 遴選各國青年擔任紀錄員，除鼓勵青年關心水議題、了

解青年想法外，亦可協助大會完整記錄各場次結論，並

於閉幕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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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水週場地、活動照片 

圖 1. 活動會場- City Conference Centre- Norra Latin 

圖 1. 活動會場- City Conference Centre- Flokets 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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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活動場地外圍廣場 

圖 3. 活動場地外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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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場休息、午餐用餐等交流區 

 

圖 5. 休息、用餐、展覽交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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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展覽空間 

 

圖 7. 主辦單位 SIWI 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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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開幕式，參與踴躍 

圖 9 開幕瑞典太空人 Prof. Christer Fugleasang 專題演講，

講題: Water-a spacewalk to understand our vital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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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7 Stockholm Water Prize 得主 Prof. Stephen 

McCaffrey，彰顯其在國際水法之成就與貢獻 

圖 11 斯德哥爾摩市長 Karin Wanngard 開幕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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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座談會講者與與會者輕鬆互動 

 

圖 13 座談會場地座椅擺設營造輕鬆、互動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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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與會者出席踴躍、互動熱烈，輕鬆隨地而坐 

圖 15 水利署林惠芬(右一)、第四屆水青曾薇芯(中)、Koen van Gijn(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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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閉幕式 SIWE 執行主席 Mr. Torgny Holmgren 致詞 

圖 17 聯合國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Ms. Amina Mohammed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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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水週科學委員會召集人 Dr. Torkil Jonch Clausen 報告會議結論 

 

圖 19 重點結論徵詢與會者認同與否(同意綠牌、反對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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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青年紀錄員(Rapporteurs，分為三組 So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al)代表上台報告分組結論 

圖 21 本署第四屆水青Koen van Gijn(荷蘭籍)代表環境組報告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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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參訪 Ericsson ICT Studio 

圖 23 參訪 Ericsson IC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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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大會提供之 APP，介面友善、資訊即時、可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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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水週完整議程 



 

40 

 

 



 

41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