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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摘要 

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名稱: 參加 2018SIWW新加坡國際水務週大會暨展覽會

出國報告 

出國計畫主辦單位:台灣自來水公司 

聯絡人:曾盛一       電話:04-22244191#85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1.胡南澤  總經理 

2.曾盛一  工程師兼組長 

3.廖偉欽  工程員 

出國類別:■1.出席國際會議□2.表演□3.比賽□4.競技□5.洽展□6.海外檢

測□7.其他 

出國期間:107年 7月 7日至 13日 出國地區:新加坡 

內容摘要: 

1. 辦理大型國際會議須軟硬體之高度配合，此屆 2018SIWW新加坡國際水務

週大會結合世界城市峰會（WCS）和潔淨環境峰會 CleanEnviro Summit 

Singapore（CESS）以聯合平台方式辦理國際大型研討會已係新加坡第四

次辦理，其辦理地點均選在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展覽會場，大會籌辦期間

之企劃管理、流程管控均委託當地企管公司全盤規設執行，從發出邀請

函、網路報名、填選參加活動、繳費、電子郵件往來及「SIWW官網」內

容詳細度及大會期間各流程之進行等等環節，均令人印象深刻，所有分

工細節極其細緻、訊息傳遞反應迅速，均值得往後辦理此類大型國際會

議之借鑑。   

2. 現今面臨全球氣候變遷，各地水資源議題已非單純「天然水資源開發、

淨水處理及管網供輸」層面，須在「水資源循環利用觀念下」儘速跨越

「政治、科技及商業」共同面對處理，，新加坡在其政府公務部門規劃

藍圖之下，全體國民均達成共識共體時艱，進化為水資源穩定之進步國

家，實為現今水資源管理之優良典範。 

3. 自來水管網內之清水均係經過層層付出努力之珍貴資源，在管網輸送過

程中因「滲漏、水表器差、不表度及其他漏損」均為降低 NRW(未計費水

量)的重要環節，新加坡目前雖然對於「自來水管網自動讀表及傳訊」及

「管網大數據分析」等方面尚處於啟始階段，惟堅信其將在短時間大步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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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性快速城市化、人口長期增長和廢棄物過量問題嚴重，

再加上地球上有限的資源，均呈現出目前世代面臨的全球性艱鉅複

雜挑戰，因此，許多國家迫切需要串聯各行各業通力合作，實現創

新的城市解決方案城市規劃、水資源和環境保護永續發展。 

以上急迫感是當初 2012年第一次將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

（SIWW）和世界城市峰會（WCS），和潔淨環境峰會 CleanEnviro 

Summit Singapore（CESS）作為一個綜合平台，連接全球業務專

家、決策者、行業領導者和創新者，通過尖端的協作和創新技術以

產生可行之解決方案之原意。自 2012年此國際性會議平台召開以

來，這 3個國際性峰會已經取得了廣泛的影響，皆認為全球罕有之

會議平台。 

本屆 2018年 SIWW有來自 47個國家和地區 1,100家企業團體

組織，約 200名部長、市長以及超過 2萬的貿易夥伴共同參與，這

3個國際性會議活動使參與者能透過現場交流及網絡交換觀點，使

商業單位、公務部門及觀念領導者建立合作關係，台水公司身為台

灣重要之水務企業單位而受邀參與本屆大會參與討論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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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一、 緣起 

全球性快速城市化、人口長期增長和廢棄物過量問題嚴重，再

加上地球上有限的資源，均呈現出目前世代面臨的全球性艱鉅複雜

挑戰，因此，許多國家迫切需要串聯各行各業通力合作，實現創新

的城市解決方案城市規劃、水資源和環境保護永續發展。 

以上急迫感是當初 2012年第一次將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

（SIWW）和世界城市峰會（WCS），和潔淨環境峰會 CleanEnviro 

Summit Singapore（CESS）作為一個綜合平台，連接全球業務專

家、決策者、行業領導者和創新者，通過尖端的協作和創新技術以

產生可行之解決方案之原意。自 2012年此國際性會議平台召開以

來，這 3個國際性峰會已經取得了廣泛的影響，皆認為全球罕有之

會議平台案。 

二、 目的 

本屆 2018年 SIWW有來自 47個國家和地區 1,100家企業團體

組織，約 200名部長、市長以及超過 2萬的貿易夥伴共同參與，這

3個國際性會議活動使參與者能透過現場交流及網絡交換觀點，使

商業單位、公務部門及觀念領導者建立合作關係，台水公司身為台

灣重要之水務企業單位，謹受邀參與本屆大會參與討論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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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與會過程與內容 

一、 行程紀要 

此次台水公司奉經濟部核准前往參加 2018SIWW新加坡水務週

大會暨展覽會等活動，成員為胡南澤總經理、漏水防治處曾盛一組

長及第一區管理廖偉欽工程員等 3人，另經濟部水利署及台北自來

水事業處等諸多公民營單位學校團體等亦有組團或派員參加。 

表 2.1會議及參訪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7月 7日(週六) 自台北搭機前往新加坡 

7月 8日(週日) 
至 2018SIWW大會會場暨展覽場報到、參加科技論

場分組研討會 

7月 9日(週一) 
大會開幕式暨、李光耀榮譽獎得主專題演講驗「水

與環境」論壇 

7月 10日(週二) 水務領袖峰會及各專題論壇 

7月 11日(週三) 展覽會及水利署「台灣水利產業技術分享會」 

7月 12日(週四) 
新加坡樟宜再生水場技術參訪(北控集團 BEWG承攬

操作) 

7月 13日(週五) 返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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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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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8SIWW新加坡國際水務週大會與展覽會概述 

1. 主辦國(主辦城市及主辦單位)水資源背景 

新加坡是個城市型的國家，國土總面積為 718平方公里，其國

境內湖泊及地下水等天然水資源相當有限。以西元 2000年為分界，

在此之前新加坡主要依靠雨水及從馬來西亞輸入淡水為供水的主要

來源。新加坡政府為確保享有充足及源源不絕的淡水供應，過去 20

年來一直推行多項策略，以開拓多元化的供水來源、用水需求管控

及支援本地水務技術業的發展。 

目前新加坡每日所需供水量約為 180 萬噸。供水來自新加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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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宣導之「國家四大水龍頭"(four National Taps)」，即 

(a)從當地集水區收集的雨水 

(b)從馬來西亞輸入的自來水 

(c)新生水(NEWater)(高純度再生水混合自來水或海淡水) 

(d)海淡水 

新加坡的水資源管理屬「環境及水資源部」(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and Water Resources)管轄範圍；該部職掌為負責及

確保新加坡享有潔淨且永續的生活環境與水資源。環境及水資源部

下設 7個科，其中的「水務政策科」(Water Policy Division)負責

制訂政策，職掌為新加坡提供可靠而優質的飲用水、工業用水及災

害管控等。上述「環境及水資源部」之下，成立了兩個法定機構，

即公用事業局(Public Utilities Board)及國家環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公用事業局(PUB)負責管理新加坡的水資源，而國家環境局則肩

負維持新加坡的清潔與綠化生活環境之責。PUB身新加坡水務主管

機構，負責有效率地提供潔淨及安全的用水並確保供水充足及源源

不絕。PUB對於收集、生產、分配及再造用水，採用一套整合方

案，全方位管理整個水務循環系統。目前 PUB轄下設有 7個行動部

門、8個政策及發展部門、2個工程及科技部門 ，以及新加坡水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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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Singapore Water Academy)。 

在 2000年之前，新加坡水源須依靠從馬來西亞柔佛州輸入清水

及收集雨水維持，此為是新加坡的主要飲食水供應來源。由於長期

依賴輸入飲用水，新加坡政府遂意識到，必須未雨綢繆，長遠性仍

須達於自給自足的供水目標。因此，過去 20多年來，新加坡致力

(a)擴大雨水收集及(b)透過投資再生水及海水化淡等策略措施，使

供水來源更多元化。上述供水管理策略係以「珍惜涓滴」為最大原

則，即(a)採集境內每滴降雨(b)收集每滴廢水及(c) 涓滴皆重複使

用。 

新加坡收集雨水的網絡覆蓋範圍甚廣，主要藉雨水導流至 17 

個主水塘貯存。其中 2個新水塘於 2011年竣工後，集水區範圍增

至新加坡土地面積三分之二左右。PUB已計劃進一步擴大集水區範

圍，在未來將涵蓋新加坡 90% 的國土面積。 

就開拓其他供水來源方面，PUB分別於 2003年及 2005 年興建

首座「再生水廠 (NEWater plant)及海水化淡廠」。目前新加坡計有

5 座再生水廠及 2座海水淡化廠營運，可分別應付新加坡 30%及 25%

的總供水量需求。根據 PUB資料顯示，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簽訂的輸

入用水協議將於 2061 年屆滿，屆時新加坡的工業用水及民生用水

每天用水需求量將倍增至大約 360萬噸。因此，新加坡政府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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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增加「再生水及淡化水」的產能，冀能於 2060年前，可分別

因應全國 55%及 25%的總用水需求。 

就用水需求管理方面，PUB採取多項措施以鼓勵用戶節約用

水，在新加坡人口持續成長及經濟發展之際，仍能把用水維持在持

續的穩定量。其所採取項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自來水費率訂在

「可收回所有生產、供應成本及合理利潤」水準之上。PUB亦自

1991年起導入並加徵「節約用水稅」，以強化絹滴水源均彌足珍貴

的觀念。 

除上述改變自來水費率措施外，PUB 2009年起即導入「用水設

備及器具，包括傳統水龍頭、混合式水龍頭、小便設備、沖厠水箱

及洗衣機」之策略，實施強制性省水標章之措施。此標章計劃旨在

鼓勵供應商為市場引入更多高用水效益的產品。為配合實施該省水

標章計劃，PUB進一步規定所有新建處所及正進行翻新的現有住宅

辦公場所，均須至少安裝一個貼有「省水標章」的用水設備。自

2015年 6月起，每日用水量達 165噸或以上之用水量戶(工業用水

戶)，必須安裝傳訊式之智慧水表以監測其用水量，且須每年向 PUB

呈交用水效益管理計畫書。 

PUB自實施節約用水措施後，住宅用戶用水量已呈下跌趨勢。

根據 PUB資料，民生用水之人均每日用水量，已從 2003年的 165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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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下降至 2014年的 150公升。PUB已訂下於 2030年之前，將人

均每日用水量進一步降低至 140公升之長期目標。 

2. 大會會議議題主軸及開幕活動 

本屆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SIWW），世界城市峰會（WCS）和

新加坡 CleanEnviro峰會（CESS）聯合大會，由 DPM Tharman 

Shanmugaratnam開幕致詞，Tharman任職新加坡內閣的副總理兼經濟

和社會政策協調部長開始，職業生涯是在公共服務領域，與教育和經

濟政策相關的角色。他曾擔任財政部長八年（至 2015年），在此前擔

新加坡任教育部長 5年，目前兼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主席。 

 

其後由目前任職目前任職新加坡國立大學 Tembusu學院校長

及瑞士信貸亞洲基金會董事會主席兼任外交部的一般會員大使政策研

究所特別顧問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理事會主席並亞洲開發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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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水與衛生諮詢委員會的聯合主席等職務的 Prof. Tommy KOH 主持專

題演講，主講人員為:斯里蘭卡總理 Ranil Wickremesinghe、JACOBS

工業集團總裁 Mr Steve Demetriou及新加坡外交部一般會員

Professor Chan Heng Chee 女士等人致詞演講。 

Wickremesinghe在他的題演講中指出：「…新加坡已經執行其

國家發展計劃，在其國內領土內最大限度地保留含水層及水源，但也

明智地與馬來西亞南部鄰近的柔佛州達成未來供水協議。新加坡也是

海水淡化和飲用水質量廢水回收的標竿模範......我們可以從新加坡

水資源策略學到很多，因為他們明智地投入這種關於「城市宜居及永

續發展」並行的未來重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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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SIWW李光耀水資源獎得主為美國微生物學家麗塔科爾威

爾教授，她在扺抗霍亂和其他水傳播疾病方面的工作成就，贏得今年

的李光耀水資源獎。她在 7月 9日下午專題演講中指出，全世界至少

有 20億人使用受污染物污染的飲用水源，受污染的水可攜帶多達 25

至 30種傳染因子。「她的研究未來可直接從水樣中提取各類 DNA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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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便能夠非常快速地判別確定細菌、病毒、寄生蟲和真菌種類，

以及它們相互作用，此這將是水質檢驗行業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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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大會相關議題 

一、 水務領袖峰會論壇 

其後進行水務領袖峰會論壇，來自世界各地的 500多名水資源

領導人參加了 2018 SIWW水務領袖峰會，並就水資源行業的現狀進行

了深入的討論。對談專題演講邀請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主講，各專

題論壇與談人包括世界銀行首席執行官 Kristalina Georgieva和

Jacobsa集團總裁 MR Steve Demetriou等人。 

潘基文先生在 SIWW水務領袖對談會議專題演講上表示，地球

的水資源受到氣候變遷影響加速劣化，水資源管理不善及一次性消費

模式須及早因應。他致詞提及「我們必須做更多工作，通過

3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夥伴關係，長期相互支持、激

勵及協助，減緩及適應這種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已係目前最重要課

題。作為亞洲管理良好大都市環境的最佳典範，新加坡已向我們展示

了成功建設大型宜居城市的道路，這是此世代的迫切挑戰，經由此次

兩年一次的聯合大會，見證新加坡努力付出的諸多成果，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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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WW水務領袖峰會專題論壇作為更好的未來水資源討論

平台，此次水務領袖峰專題論壇主談人員邀集自 30多個國家的

70名水專業人員、水資源專家上台與談，開展各種水務議題的

網絡會議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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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袖峰會分組專題討論 

大會依專題內容在不同討論廳舉行「專題討論」，世界各地的

研究人員參與將近 350場演講。此次領袖峰會專題討論共有「催生靭

性及永續發展的未、水的無限循環及再生利用及水的未來-彈性永續發

展」等主題涉及面向廣泛，包括智能供水網絡、亞太地區城市非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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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區提供水和衛生設施改善及因應極端天氣事件和廢水處理做好準

備，本討論會議台水公司事先準備「0206花蓮震災緊急應變經驗分

享」之摘要簡報資料供人取閱，並提資料之連結 QR CODE以供資料下

載(詳附件一)，胡南澤總經理並於專題論壇中場休息時間與會人士進

行意見交流。 

三、 論文發表 

2018SIWW台水公司員工投搞並獲通知現場口頭發表論文，係相

關於大數據分析應於管網檢漏業務之研究，發表者為台水公司第一區

處廖偉欽工程員，本屆 2018SIWW大會共有 527壁報論文，張貼公布

於會場各討論會場主通道中間，其中 100篇並同時為現場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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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大會展覽會暨「台灣水利產業技術分享會議」 

本屆大會展覽會台灣參展機關團體、學術單位及廠商，計有經

濟部水利署、工研院、台灣大學、中原大學、中興工程顧問社、富鈞

水資源公司、聯合水業公司、叶光閥類公司、弓銓公司、捷騰光電公

司、技明水處理科技公司等、明柱金屬公司、兆聯實業公司、龍鐵機

械公司、力晶活性炭有限公司、長圓工業公司、宇廣科技公司、祥泰

綠色科技公司、朋億公司等單位，攤位全部集中於地下二樓會場，另

外會場一樓大廳展場為則為城市論壇及廢水處理業參展會場。 

 

 

 

 

 

經濟部水利署於 7月 11日下午在大會會場第 3705討論室舉行

「台灣水利產業技術分享會議」，原預訂由水利署賴建信署長親自主

持，惟因瑪麗亞強颱影響賴署長須留守台灣坐鎮指揮應變，故本技術

分享會臨時改由張廣智組長代理主持，會議分別由中興顧問社黃欣栩

組長、台大侯嘉洪教授、北科大張添晉教授、中原大學薄膜中心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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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教授等進行專題報告，台水公司胡南澤總經理亦因瑪麗亞強颱侵襲

台灣影響不克參加，須於 7月 11日上午趕回台灣坐鎮指揮，台水公

司由曾盛一組長全程參加，並與各與會人員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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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技術參訪 

此行經濟部水利署安排技術參訪標的，為樟宜再生水(新生

水)廠目前由「北控集團」承攬操作營運，該廠地點鄰近樟宜國際機

廠南邊。7月 12日當日係由經濟部張廣智組長領隊前往，北控水務

國際運營公司首席執行官周欣平先生及單峰廠長接待，先作全廠概

述口頭簡報後分兩組，分頭介紹監控中心及現場設置。 

新加坡政府自 2000年已開始投資超過 50億新元，修建與水務

相關的基礎建設，其中最主要為 5 座專門將污水處理再生，以供家

庭、工廠使用的新生水廠，其量足以應付新加坡 30%的需水量。污水

再生在美國自 1960 年代即開始有案例。自 1976年以來，在美國南

加利福尼亞橘郡水區的 Water Factory 21 就已經將經過處理的高品

質再生水注入地下水，自 1978年以來，在美國北維吉尼亞州的 UOSA 

污水處理廠也將再生水排入奧柯昆 (Occoquan)水庫，成為華盛頓周

邊地區 100多萬人口的供水源。基於上述經驗，新加坡在 1970 年代

也開始研究新生水，受限於技術與生產成本，當時未能大規模產水，

但隨相關設備價格逐漸降低，於 1998年重新展開大規模都市污水回

收研究，新加坡當局稱為「新生水」(New Water)，由「PUB與環境

及水資源部（MEWR）」所共同發起倡導並形成理念政策，並確定 New 

Water 作爲水源彌補新加坡自身供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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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8年起經過 2年規劃，PUB於 2000年 5月與 CH2M HILL

公司簽約，在勿洛（Bedok）都市污水處理廠成立一處新生水示範廠 

(New Water factory)，進流污水經活性污泥程序處理後之二次沉澱

池之出流水，再以微細篩機初步去除較大懸浮顆粒後，由微過濾膜 

MF去除絕大多數之懸浮固體，進入兩組平行的三段逆滲透膜(RO膜)

處理，產水量約為 5,000 CMD，最高回收率為 80~85%(一般操作在

75%)，最後再以三組串聯的 UV光消毒設備殺菌；經兩年運轉與水質

監測，產水 New Water 水質確能符合 USEPA與 WHO之飲用水水源標

準，而健康風險評估與對動物之毒性測試(魚與老鼠)也顯示並無致癌

效應、造成生殖突變與發展遲緩之風險或其它毒性，水回收率穩定操

作在 80~82%，單位產水耗能估計為 0.7~0.9 kWh/m3，低於原廠設計

之 1.2 kWh/m3；基於上述營運結果，經由新加坡國內外專家所組成

獨立評審團認定其作為飲用安全無虞，混合後而可作為間接飲用。 

 New Water廠搭配現有都市污水處理廠設置，取其二級放流水，經

過初篩(microscreen)、微過濾 (MF)、逆滲透膜 (RO)、以及紫外線 

(UV) 殺菌進行淨化再生，產水水質可符合飲用水標準。截至 2018 

年 7月，NEWater 廠計有 5 座， 

程序大致類似，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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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勿洛 (Bedok)，產水量 6.8萬 CMD；PUB 自營 (污水廠部分 

2009年 4月 關閉)。 

2. 克蘭芝 (Kranji)，產水量 6.5萬 CMD；PUB 自營。 

3. 實里達 (Seletar)，產水量 1.9萬 CMD；PUB 自營 (污水廠

部分 2011年 6月關閉)。 

4. 烏魯班丹 (Ulu Pandan)，產水量 13.7萬 CMD，由 Keppel 

Engineering採 DBOO 方式 (design-build-operate-own) 興

建，為期 20 年，用地為向 PUB 租借，僅有使用權。 

5. 樟宜（Changi），產水量 22.8萬 CMD，新生水廠為新加坡的

第 5座新生水廠，該廠耗資 1.8億新元，由 Sembcorp 採 

DBOO 方式(design-build-operate-own) 興建與營運，其後

轉由北控集團承接全案。 

上述 5 座新生水總產量最高可達 46萬 CMD，可供應新加坡全

國目前淡水需求達 25%(以 130萬 CMD計算），處理量從最早 2003年

之 1.8萬 CMD，成長至目前約 28萬 CMD。各再生水廠均預留第二期

擴建用地，以因應各廠擴建完成開始運作後，New Water 總供水量尚

可再一步增加。這些再生水廠處理水量絕大多數供作鄰近 New Water

廠之工業用水水源，僅少數（目前僅約 1%）注入水庫作為飲用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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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稱為「間接飲用」 (IPU，indirect potable water use)，目標

為總用水量之 2.5%。 

樟宜再生水廠之程序主要為初級處理、生物處理 (主要以除氮

為主，而未考慮除磷)、污泥厭氧消化槽、以及污泥固液分離與乾燥

設備。樟宜再生廠水供回收廠處理的污水將被輸送到深海排水口並通

過一系列擴散器稀釋並分散到海水裏。樟宜再生水廠深海排放口由兩

條各長 5公里的水管組成。第三條較短的水管將鋪設至離海岸不遠

處，作未來擴建之用。海面下水管長約 4.9公里，鋪設在海中深溝

內，由岩石床上以優質岩石覆蓋。此外，亦放置大型護面石保護工，

以確保水管免受錨的損壞、浪襲及風暴海潮移位等。海放管最後一個

部分為擴散區，從水管延伸至海床上方之擴散器。擴散器出水口深度

達海面 30公尺以上亦均有混凝土保護工強化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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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1. 辦理大型國際會議須軟硬體之高度配合，此屆 2018SIWW新

加坡國際水務週大會結合世界城市峰會（WCS）和潔淨環境

峰會 CleanEnviro Summit Singapore（CESS）以聯合平台

方式辦理國際大型研討會已係新加坡第四次辦理，其辦理

地點均選在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展覽會場，大會籌辦期間之

企劃管理、流程管控均委託當地企管公司全盤規設執行，

從發出邀請函、網路報名、填選參加活動、繳費、電子郵

件往來及「SIWW官網」內容詳細度及大會期間各流程之進

行等等環節，均令人印象深刻，所有分工細節極其細緻、

訊息傳遞反應迅速，均值得往後辦理此類大型國際會議之

借鑑。   

2. 台灣雖欠缺新加坡所擁有語言環境之先天優勢，其辦理國

際會議宣傳手法及辦理模式實可借鏡。建議將各領域專家

學者予以系統化建立國際人才資料庫，台灣可定期傳送台

灣各項最新水務產業發展資訊，並結合特定議題、重大建

設案等，邀請來台參與國際會議，以達技術交流及國際宣

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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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今面臨全球氣候變遷，各地水資源議題已非單純「天然

水資源開發、淨水處理及管網供輸」層面，須在「水資源

循環利用觀念下」儘速跨越「政治、科技及商業」共同面

對處理，，新加坡在其政府公務部門規劃藍圖之下，全體

國民均達成共識共體時艱，進化為水資源穩定之進步國

家，實為現今水資源管理之優良典範。 

4. 自來水管網內之清水均係經過層層付出努力之珍貴資源，

在管網輸送過程中因「滲漏、水表器差、不感度及其他漏

損」均為降低 NRW(未計費水量)的重要環節，新加坡目前

雖然對於「自來水管網自動讀表及傳訊」及「管網大數據

分析」等方面尚處於起始階段，惟堅信其將在短時間大步

進展。 

5. 新加坡設置濱海堤壩之河口堰建設方面，因台灣民情及政

治氛圍迴異，恐實施不易。新加坡為提昇此類平地水資源

之水質以及重複利用率，在都市規劃以及控管地面逕流、

廢污水處理所作之種種努力，足以作為台灣借鏡。 

二、 建議 

1. 無論地狹人稠如新加坡、多雨地形陡峭如台灣、台灣，抑或

地廣如美、澳、中，各國均面臨傳統水源受各種因素開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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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情況，提高水再利用率並大幅降低對傳統水資源之倚

賴，尤其是都市污水處理廠大規模再生利用，已為國際趨

勢，台灣強化此方面之宣導「水資源穩定安全永續發展非價

廉及容易之事」，不能單靠政府獨立作為，須由全民共同參

與同付代價。 

2. 新加坡 20年來為確保水源自主供應，大力發展再生水與海淡

水等公共工程的種種努力，不論採何種興辦模式（PUB自辦或

是採 DBOO等），均已提供新加坡國內外各類水務廠商可行之

商業模式，也提供其國內相關設備產業之實績驗證機會，公

務部門及民營企業均能互蒙其利。新加坡經驗顯示，淨水處

理、發展再生水與海淡水均為一體之知識密集產業，對於設

備使用、水質管理、系統整合等各種技術的累積，足以帶動

水利產業、淨水處理設備環保產業，以及水務管理相關服務

產業之興起，更可在政府有效整合與宣傳下，輸出至南向國

家或其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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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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