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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參加會議）報告 

壹、 交流活動基本資料 

一、活動名稱：第 8屆國際水協亞太地區會議及展覽 

二、活動日期：108 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3日 

三、主辦（或接待）單位：國際水協會、國際水協中國香港地區 

委員會及 ASPIRE 合辦 

四、報告撰寫人服務單位：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詴驗所 

貳、 活動（會議）重點 

一、 活動性質：(詳後述) 

二、 活動內容：(詳後述) 

三、 遭遇之問題：無 

四、 我方因應方法及效果：無 

五、 心得及建議：(詳後述) 

 

參、謹檢附參加本次活動（會議）之相關資料如附件，報請 

備查。 

職  曾國柱 

                                      108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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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會議）重點 

一、 活動性質 

第 8屆國際水協亞太地區會議及展覽是由國際水協會

(IWA)、國際水協中國香港地區委員會(IWAHK)及 IWA-ASPIRE

合辦，會議主題為：「以智慧擴建穏健的水資源，以科技創造

韌性的水環境」(Smart Solutions for Water Resilience)。

會議邀請世界各地知名專家、學者和水務決策者專題演講，以

及討論水務政策與管理、智慧供水、面對氣候變遷的永續發展

等議題。除了為期三天的會議外，大會安排展覽區，設置 48

個攤位，以水處理、營建工程、水質方面居多；大會也安排現

地導覽，參觀香港的污水處理、防洪及水資源設施。依大會提

供的報導資料，本次會議有來自 30多個國家及地區、逾 1,000

人參加。 

二、 活動內容 

本次會議及展覽舉辦地點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島灣

仔區)，活動內容有：全體會議主題演講、分項主題演講、口

頭論文發表、海報論文發表、水務領袖論壇、水務監管者論壇、

工作坊、展覽、現地參觀及行業交流等活動。大會議程概覽如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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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會議程概覽 

(一)全體會議主題演講 

大會安排 7 位專家學者，依圖 2 照片順序，講題分別

為：伯斯–轉型為領先世界的水敏感城市、都市洪水風險

管理創新作法、建立國際水創新中心、確保我們水的未來–

新加坡怎麼做、回顧與前瞻–中國大陸都市水環境 40 年來

的變遷、智慧城市的智慧解決方案、好氧顆粒污泥應用於

水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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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體會議主題講者 

照片 1 主題演講剪影(新加坡、中國大陸、伯斯、日本) 

 

  (二)分項主題演講、口頭論文發表 



5 

 

三天的會議共計 6 場次、36 個會議室同時舉行，超過

180 篇論文口頭發表與演講。主題廣泛包含了氣候變遷、綠

色科技、廢水處理技術、廢水政策與管制、水與能源關係、

水政策與管制、水資源管理、供水管理、水的可持續性、

水與環境衛生和健康。 

照片 2 口頭論文發表現場情形 

  (三)水務領袖論壇、水務監管者論壇 

大會於 11月 1日上午舉辦水務領袖論壇，採邀請制，

與會者藉由論壇分享推展韌性及永續水資源及公共衛生的

成功經驗，以及在過程中所面對的挑戰。 

11月 1日下午舉辦水務監管者論壇，為亞太地區內相

關從業人員提供一個帄台，以分享達致永續發展目標的經

驗，及探討如何在政策上將具韌性和永續性的水資源及公

共衞生普及至各個層面。也是採邀請制，邀請來自世界各

地從事水務、公共衛生及污水管理的監管機構代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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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水務領袖論壇 

 

(四)現地參觀 

大會安排 8個專業參觀行程，在 11月 2日下午辦理，

參加者可報名 1項行程。專業行程分別為：跑馬地地下蓄

洪池、萬宜水庫、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與污水處理廠、

源區(T〃PARK)污泥處理設施、赤柱污水處理廠與西區海水

配水庫、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大埔濾水廠、上林村河道整

治與元朗繞道防洪道等 8項。 

選擇參加的是跑馬地地下蓄洪池，該工程計畫背景是

在 2000、2006、2008年，香港島灣仔及跑馬地一帶因暴雨

造成嚴重淹水，然而人口稠密區要加建或擴建排水溝渠將

對大眾生活及商業活動造成很大的不便與影響，而且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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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設施與管線將使得施工非常困難。因此香港渠務署

於跑馬地興建地下蓄洪池，暫存暴雨期間的部分雨水，以

減低洪峰流量及減輕甚至避免淹水情形。 

該工程主要為地下蓄洪池(容量 6萬立方公尺，等於 24

個標準游泳池)、抽水站(抽水量每秒 1.5立方公尺)、箱型

暗渠、環境整理。此蓄水池工程有一特點－香港首個結合

「智慧水閘門（可調式溢流堰，movable weir)」及「數據

採集與監控(SCADA)系統」的蓄洪設施。透過 SCADA 系統即

時監測潮水與蓄洪池內及其上下游箱形暗渠水位，自動控

制水閘門升降，讓蓄洪池可以在最適當時間啟動儲存上游

集水區的部分雨水。對比傳統的固定式溢流堰，此設計可

避免暗渠過早或過晚溢流到蓄洪池，讓蓄洪池的容量發揮

最大功能。當暴雨過後，下游暗渠水位下降了，水閘門可

開啟讓蓄洪池內逾三分之一的水藉重力回流從暗渠排放，

減少抽水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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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數據監測系統布置示意        圖 4 智慧水閘門(晴天) 

  

   

    圖 5 智慧水閘門(暴雨期間)         圖 6 智慧水閘門(暴雨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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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4 蓄洪池正上方為球場          照片 5 跑馬地地下蓄洪池 

  (五)臺灣參加人員 

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吳陽龍秘書長、成功大學林財富

教授、黃良銘教授、張智華副教授、臺灣大學駱尚廉教授、

王根樹教授、童心欣教授、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陳曼莉副處

長及同仁、台灣自來水公司李丁來總工程師及同仁、弓銓

企業李宗蔚經理，及本報告撰寫者，逾 20 人參加。 

照片 6 臺灣參加人員與 IWA下任總裁 Tom Mollenkopf合照 

 

三、 心得及建議 

    (一)歷年國際水協會議、國際水協亞太地區會議及展覽，均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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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知名專家、學者和水務高階管理者參加，是吸取世

界各地寶貴經驗及交流的帄台，對我國推動穏健水資源及創

造韌性水環境相當有助益，建議持續派員參加並擴大參與。 

    (二)此次參觀香港跑馬地地下蓄洪池，其透過一地多用途，以可

持續發展的觀念應用於工程設計，讓設施既解決淹水問

題，亦提供市民休閒運動的空間。 

    (三)跑馬地地下蓄洪池，其觀念做法與水利署目前積極推動的出

流管制、韌性防洪觀念一樣，其結合即時潮位與上下游排

水路水位監測系統，讓水閘門做最佳操作，可供臺灣相關

設施規劃設計參考。 

    (四)香港利用本次會議現地專業參觀安排，展現香港在城市人口

密集的大都會地區，創新的污水處理、有機回收利用、地下

蓄洪、繞道防洪等成功經驗，建議下一屆臺灣舉辦，也利用

現地觀摩，將臺灣的水利建設、韌性城市、智慧水管理的成

功案例介紹給各國。 

    (五)此次第 8 屆會議開幕、閉幕規模盛大，表演節目呈現水元素

與氣候變遷、與水共容的概念；歡迎晚宴相當豐盛、現場

書法客製扇子、素描、拉糖、川劇表演，甚具特色。 

    (六)此次會議的贊助廠商單位眾多，第 9 屆(2021)亞太地區會議

及展覽將在臺灣高雄舉辦，由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主辦，

建議力邀各單位共同參與協助，例如經濟部、科技部、交

通部、環保署、地方政府、學校單位等；贊助廠商部份，

建議洽請政府部門協助鼓勵贊助，讓大會物力、人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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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充裕。 

    (七)此次會議口頭論文發表者，中國大陸及香港佔大部分，其他

國家地區較少；展覽攤位則以工程營建廠商偏多。建議臺灣

籌辦第 9 屆時，妥予規劃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