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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面對缺水之整體規劃改善策略」公聽 

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2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本會 1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 

本    會－議員陳美雅 

          議員王耀裕  

 政府官員－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何達夫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規劃課工程員吳佳倩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副處長徐志宏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副局長許峻源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水利養護科科長陳義彰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任秘書薛博元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漁業推廣科股長尤嵐龍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王正一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專門委員陸奇峯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產業科股長曾瑋悅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股長莊筱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王宏榮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綜合計畫組組長王士誠 

學    者－義守大學財務金融管理學系教授李樑堅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副教授李銘義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吳建德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副教授馮國豪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廖義銘 

其    他－吳怡玎立法委員服務處主任蔡淑雅 

主 持 人：陳議員美雅、王議員耀裕 

紀     錄：黃玉娟 

甲、主持人宣布公聽會開始並說明公聽會要旨。 

乙、與會人員陳述意見： 

王議員耀裕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徐副處長志宏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何副局長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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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規劃課吳工程員佳倩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許副局長峻源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薛主任秘書博元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王副局長正一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陸專門委員奇峯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產業科曾股長瑋悅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莊股長筱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陳議員美雅 

義守大學財務金融管理學系李教授樑堅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吳副教授建德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馮副教授國豪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廖教授義銘 

吳怡玎立法委員服務處蔡主任淑雅 

丙、主持人王議員耀裕、陳議員美雅結語。 

丁、散會：下午 3時 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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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舉辦「高雄市面對缺水之整體規劃改善策略」公聽會

錄音紀錄整理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今天邀集各單位還有專家學者共同來參加高雄市面對缺水之整體規劃

改善策略公聽會，當然我們今天所邀請的公部門和專家學者都已到場，

我一一來介紹，好，首先我們立法委員是吳怡玎立委辦公室主任蔡淑雅、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何達夫副局長、經濟部水利署七河局吳工程

員、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徐副處長、市政府水利局許副局長和水養

科陳科長、市政府海洋局薛主秘和推廣股尤股長、市政府農業局王正一

副局長、財政局陸奇峯專委、觀光局觀光產業科曾股長、市政府教育局

莊股長、經濟發展局王宏榮副局長，還有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

李銘義教授、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吳建德副教授、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系暨廣告系馮國豪副教授。 

以上，感謝大家共同針對公聽會這個議題面對缺水的部分，看我們要

怎麼樣來做一個整體的規劃改善以及因應，當然我們高雄市現在面臨長

期不下雨缺水的狀況，高雄市是一個工業大城市，再加上我們的農業以

及各項產業，還有一些民生等等，所以這三大面向缺水的困境要怎麼樣

來處理？最近我們又為了水權還有我們高雄和屏東這邊有一個水權這些

地下水源的一個爭議，這些種種都是我們要ㄧㄧ來克服的，當然我們怎

麼樣來把我們的水資源來做一個開發？譬如有一些我們是不是增加一些

水庫？或者把一些我們現有的水資源怎麼樣來把它留住，就不會變成說

下雨以後我們的水還是流到大海去，還有就是怎麼樣來節水、怎麼樣讓

我們的產業、我們的民生以及我們的農業這些，要怎麼樣把這些我們得

來不易的這些水資源做一個節水？讓我們可以長期不斷這邊ㄧㄧ來克服

這些困難，讓我們高雄的民生以及產業，還有我們的農業都可以有所發

展。接下來請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首先請市政府自來水公司第七

區管理處副處長先來報告。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徐副處長志宏： 

主席、服務處主任、還有各與會代表，大家好。針對整體議題先說明

一下，高雄市是由我們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來供水，如果在一

般正常的時候，整個高雄市整體的用水量大約是 150 萬噸左右，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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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今年遇到亢旱，所以我們在水情燈號黃燈的時候，因為我們遇到黃

燈是減壓供水，減壓供水大概我們的水量就會下降到每日 141 萬噸，水

情再嚴峻我們今年也遇到橙燈，橙燈的這個供水量針對大用戶再節水

10%至 15%，所以整體的水量再下降到 137 萬噸左右，我們今年這個供

水，最主要我們今年到現在水情是比較舒緩，主要應是歸功於今年還有

前年市府和水利署有做抗旱井，讓我們整體的地下水源充分的來利用，

所以我們今年可以度過這麼危急的時候，能夠不會進入到更下一階段的

這個分區供水，其實在地下水這個部分是有很大的幫助，首先先說明一

下。 

針對整個高雄的水先就一個最基本的整體來講，高雄地區在豐水期是

不會有缺水的現象，那以往水公司在豐水期所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高

屏溪的高濁度，但是高濁度這個問題在近年我們也已經陸續把這個問題

給克服、給解決了，最主要的因素是在推動伏流水的開發上，伏流水跟

地面水是一起聯合運用的，伏流水其實它可以抽取的水量跟我們地面水

是息息相關，如果地面水的水位比較高，伏流水這個集水井裡面的水位

也會相對比較高，我們可以抽取的水量也就比較多，所以在高雄我們所

遇到的這些豐枯水期，其實在豐水期的高濁度以我們目前現在所有的設

備應該可以講已經完全克服了，我想在早期尤其伏流水還沒有大量開發

的時候，其實在高雄的供水遇到颱風汛期，偶爾還需要會一些減壓供水，

因為高屏溪的高濁度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現在除了說南化聯通管，就是

由台南支援高雄的水庫水比較低濁度以外，加上近年的這個伏流水，所

以這個豐水期已經完全解決。 

目前我們現在會遇到比較有困難的就是枯水期，尤其是說我們前年遇

到一次百年大旱，可是我們也不會預估到兩年後又遇到這一次的旱災，

以我們今年高屏溪的流量和降雨量來看，其實我們今年所遇到的比前年

更嚴峻，他的這些水比前年更枯旱，但是我們今年可以撐過，剛才也有

提到最主要就是我們的地下水這個部分對我們幫助很大，對我們高雄整

體的水情和一些背景先這樣來說明。 

跟我們有關的部分，今天這個會議有幾個議題我先就水公司比較有相

關的來說明，今天的議題有一個如何做好民眾跟工廠的用水宣導措施及

具體作為的部分，這個部分我大概說明一下，水公司現在在每年的暑假

我們大概會辦這些教師研習營，我們會對這些教師做節水的宣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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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水資源的這些狀況，還有水質改善的狀況來做一個宣導，一般民眾

如果想要來申請，比如說要參觀一些淨水廠，這些我們都會來受理，這

些都是我們在對民眾宣導這些水質、水量、節水方面最好的機會。 

另外，在我們給用戶的一些水費單上也會宣導，這些時期不一樣也會

分別對民眾來做這些節水，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這些宣導，像我們今

年遇到橙燈必頇對每月使用 1000 度以上的這些大用戶，我們在要執行管

制之前大概每個用戶，因為這些我們都有列冊，每個用戶我們都會去跟

他說明說你們節水的目標是多少，像我們今年對這個像工業區，臨海工

業區、仁大工業區、在路竹的南部科學園區，還有大發和林園，對這些

整個工業區的部分我們也有過去跟這些廠商做宣導，我們也會利用這些

大型的活動來做擺攤，希望對民眾增加曝光的機會，讓民眾了解高雄其

實目前的水質比以往改善很多，而且希望民眾可以在水量方面做節省，

以上先作這樣說明。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感謝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副處長的說明，接下來邀請經濟部水利

署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來提出他的見解。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何達夫 

主席、各位老師、各位與會代表，大家午安。我先說明一下，第一個，

我想大家很清楚，南部地區從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四個區域 的降水

比例，豐水期是 9、枯水期是 1，在北部大概是 6:4 或者 5:5，所以他們

的水資源非常好用，我們的水資源相對難用。我再提供一組數據，今年

有記者問我說，為什麼今年比百年大旱乾旱，為什麼今年不叫百年大旱？

百年大旱是什麼？百年大旱是全台灣省全台灣都是，重災區在台中，百

年大旱南部不是重災區，是嚴重但是不是重災區，但是也是嚴重。去年

111 年整體我們講高屏溪就好，高屏溪的降雨量相較於百年大旱少了 416

公厘，高屏溪歷年帄均大概是 3200 公厘的降雨量，在百年大旱大概是

2100 公厘，去年是 1600 公厘，幾乎是歷年的降雨量腰斬。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水資源問題？我想要多元方面去做

一個考量，我們這個議題有談到水庫這個部分，我舉例就好，台南地區

有曾文水庫、南化水庫、烏山頭水庫，三個大水庫合計的蓄水量將近 7

億，但是在去年的時候整個蓄水率還是非常偏低，因為老天不降雨，所

以整個水資源上的利用在我們高雄地區，在豐枯比例降雨那麼懸殊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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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之下，要有更多元的思維去面對才會比較穩定。比如剛才徐副處長講

的，高雄利用高屏溪的水源主要是質跟量，質的問題就是夏天有水，濁

度太高，副處長說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因為我們做了相當多的伏流水，

然後還有南化水庫來支援高雄地區。 

我有一個數據，南化水庫支援高雄地區近五年帄均 4400 萬立方公尺，

高雄北送台南大概 2100 萬立方公尺的水，高雄跟台南是要綁在一起看

的，發揮區域間的優勢來彌補另外一個區域的短版，比如說台南有水庫，

如果越域引水到南化水庫的時候，必要的時候我就可以來支援高雄，剛

才的數據有談到，當高雄有水的時候我們怎麼樣北供台南？把我的水庫

水利用降到最低，續存起來讓我們未來水資源的使用可以更長久一點，

這個要做。然後除了多元水資源開發包括水庫水、川流水、地下水、伏

流水、再生水，這些我們都有在做，高雄市政府今年抗旱再生水這個部

分也出力很多，每天最高可以把它提升到 8 萬立方公尺，也就是工業用

水這個部分不用再那麼擔心會吃到民生這個部分，所以有這些設施讓我

們今年在高屏溪流域，高屏堰的流量在 4.3、4.2 個 CMS 的時候還沒有進

入紅燈分區供水。 

我舉個數據，在 104 年的時候 5 月高雄市紅燈，那時候高屏溪的流量

是 8.3CMS 已經分區供水，但是到了現在我們是還沒有進入那個階段，

主要就是靠著我們做多元的水資源，從 104 年到現在多元水資源開發的

運用，然後來提高我們整體的供水韌性，所以說什麼是唯一的解方？在

我個人認為在高雄這個地區應該是多元水資源開發，然後跟台南、跟高

雄之間互補性高，然後去調度聯合運用，這個是目前最好的方式。 

另外講到怎麼跨縣市合作？這個剛才有提到，高雄跟台南聯合調度運

用，在豐水期高雄川流水多的時候我可以鄰近支援台南，把水蓄存在南

化水庫，然後等到枯水期量逐漸没有的時候，我們除了川流水之外，我

們就是把伏流水、地下水這些水慢慢的提供出來，為什麼這一次抗旱我

們又增鑿很多的備援水井，慢慢這些備援水井我們會把它適當的區域變

遷，我把它轉成常態備援的方式，必要的時候可以來提供讓整體供水的

韌性作一個提高，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高屏溪上游水量，濁口溪在隘寮溪口那些水源的分配部

分，大概在旱災應變小組成立的時候我們就會跨很多機關，包括高雄市

政府、屏東市縣政府，還有農水署高雄管理處、屏東管理處、第七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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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跟我們一起成立一個聯合工作小組，然後去滾動檢討目前的流量怎樣

按它的水權去做一個分配，大概目前的一個跨區域調度先做這樣的說明。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好，也感謝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當然剛剛副局長有說明一些台南市

和高雄這邊息息相關的這些水資源怎麼樣來做互補因應，當然還有一些

開發我們多種、多面向這些水的一個供給面，包括現在我們市政府的再

生水等等，這些都是未來因應的，也可以來考慮說像海水淡化，這一點

是不是也可以來做海水淡化的一個考慮，這個等一下可能我們有時間再

來做這一方面的探討。接著我們請第七河川局來說明。 

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規劃課吳工程員佳倩： 

七河局補充報告一下，七河局的業務和本次議題比較有相關的就是，

剛剛南水局副局長所提到的在抗旱井的部分，水利署地下水的觀測井一

些地下水位的一些正確性，還有它的維護跟檢核的部分是由七河局來負

責的，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確保我們的資料正確性，然後提供給署裡

面、提供給南水局他們在抗旱井的操作或者是抽水量的時候做一些參

考，以上補充，謝謝。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剛才七河局提到說，地下水井的部分是七河局這邊來負責地下水井這

個部分，所以像高屏溪現在的地下水井也都是七河局的一個轄管的區域

吧！提供多少水源？剛才副局長有提到地下水井的部分現在是提供多

少？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何副局長達夫： 

跟主席報告，目前高屏溪水情有比較好，早在一兩個星期前應該整個

抗旱水井都停掉了，有溪水我們就不會浪費電去抽水來使用了。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那個是水源不足再來抽水。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何副局長達夫： 

對，水源不足的時候再提供，如果水源足夠我自然可以流到進水口到

抽水機旁邊去抽的時候，我幹嘛何必要從地底把它抽出來，所以基本上

都停掉了。［謝謝］。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接著是高雄市政府的部分，先請水利局副局長來作一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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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許副局長俊源： 

謝謝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午安。水利局這邊針對今天的議題有關於

水利業務的部分做一個說明，首先說明高雄這邊不管是民生用水或產業

用水差不多每日都在 150 萬噸的一個用水量，因為我們主要的水來源主

要來自高屏溪流域，我們都是靠高屏溪這一條水路的水才能供應大高雄

這邊民生和產業的用水，這是主要的來源。現在我們跟水利署這邊，因

為水利署是負責水資源開發的工作，包括屏東、高雄、台南是負責做後

續協助的工作，跟那個計畫，跟他們研討可行性再來做一個水資源開發

的一個工作。 

目前高雄市是進入橙燈的狀態，橙燈應該是在前天行政院那邊也有做

一個裁示，部長針對我們橙燈的部分本來是要限水，就是節水的力度，

非工業區 1000 度以上的要 15%的節水，另外就是工業用水的部分是

10%，因為今天高屏溪川流量的部分已經達到 20 以上，前幾天因為山上

有下雨，山區有下雨一度我們的川流量達到快要 60，這樣子的話前天在

部會裡面的旱災會議也有裁示說，我們放寬所有的節水力度，就是工業

用水的部分從 10%降低到 5%，另外非工業用水類似一些三溫暖和非工業

用水的部分，現在把它調整到 10%左右，所以對整個節水力道的部分會

比較放鬆。剛才何達夫副局長這邊有說明，我們從 5 月 29 日開始 110 口

鑿井的抗旱水井就全部停止抽水了，我們現在是利用高屏溪 20 CMS 川

流量的水來供應給大高雄的民生和產業用水，這邊先說明一下。 

第 2 點部分，水利署這邊有多元開發的相關，目前因為高雄沒有水庫，

台南剛好和我們相反，它沒有說是類似高屏溪流域那麼大可以供應一些

河川的水量，他們現在只有水庫，但是沒有收集系統，所以他們沒有辦

法進入水庫，它現在是利用我們甲以堰的水，就是山上如果有降雨的話

他們是透過甲以堰、楠梓以溪那邊，就是把那邊的水引到南化水庫，再

從南化水庫那邊，剛才徐副處長也有提到，只要高屏溪這邊濁度比較高，

就從南化水庫那邊一個聯通管接到高雄這邊的淨水廠，然後處理那些清

水的部分來供應給高雄，因為濁度太高它沒有辦法供應民生用水，所以

它是有這樣子連動。 

另外，目前南化水庫的庫容量將近 1 億 9000 多萬噸左右，主要是來自

於曾文水庫，曾文水庫現在將近 5 億萬噸的水，但是它沒有水源，就是

說它沒有集水系統，所以現在水利署那邊有做一個聯通管，它會從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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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那邊接一條聯通管接曾文水庫，只要我們這邊在豐水期或者汛期的

時候這邊水量比較大，它會從甲以堰那邊引流到南化水庫，南化水庫這

邊滿了以後，再從那個聯通管接到曾文水庫去蓄存，就是把水引到那邊

去蓄滿，蓄滿以後它是供應給隔年旱災的時候可以做使用，但是現在目

前這個工程要到明年汛期之前，就是明年 5 月才會完工，完工以後這個

水源的調度部分就會比這幾年更容易有水源可以使用。 

另外剛才有提到再生水的狀況，目前我們高雄這邊再生水有新建兩

座，就是鳳山跟臨海工業區的水資源中心，現在目前可以供應 7.6 萬噸，

因為旱災期間我們把它提升到 8 萬噸，未來如果再加上岡山、橋頭再生

水廠跟楠梓 BOT 那個再生水廠，他們會提供 8 萬噸的再生水，這些加起

來以後我們會有 21 萬噸的水源，就是每天都有 21 萬噸的水可以供應給

產業用水，產業用水這邊的話 21 萬噸，它就可以從我們 150 萬噸裡面一

部分的水不用提供給產業，我們會減少將近 130 萬噸的水，就是扣除以

後可能我們水源的用量就不會那麼大，這個部分在這裡做補充，以上。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所以剛才副局長講的楠梓、橋頭那邊的再生水大概什麼時候可以來正

式啟用？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許副局長俊源： 

目前我們規劃是 8 萬噸，8 萬噸的部分主要是提供給楠梓產業園區當然

是包括台積電的部分，這邊 3 萬噸是岡山、橋頭污水處理廠他們要生產

的，這邊到明年，115 年會完工開始產水提供給楠梓產業園區使用。還有

另外一座是楠梓再生水廠，那個部分今年它才會開始進入開工期，原則

上到 117 年才會開始產水，那邊會生產 5 萬噸，5 萬噸的部分就可以供應

給楠梓產業園區來用水，這邊就可以減少民生和產業用水的用量。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再生水的費率跟我們工業用水的費率是差別多少？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許副局長俊源： 

費率的部分民生用水應該差不多一度最高 11 元，民生的好像是 5 元，

我們那邊賣給他的是 23、24 元左右，不過我們主要是操作，操作那個廠

的成本。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成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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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許副局長俊源： 

我們也負擔一部分，廠家也負擔一部分，依照再生水條例裡面規定，

他們就是要使用一部分再生水，不足的部分他們自己要去園區裡面做再

生處理來供應不足的部分。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好，謝謝，接著請市政府海洋局主秘來作說明。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薛主任秘書博元： 

主席、王議員、各位與會女士、先生、先進，大家午安，接下來由海

洋局報告，水資源對於我們海洋漁業很重要，我們的遠洋、近海或者是

沿岸的這些漁業，他們所使用到的淡水應該是沒有比較少，可能涉及到

比較重要的應該是我們的養殖漁業，像我們主席的選區在林園的這些養

殖場大概都是使用海水，它應該不會使用到淡水，所以目前農委會針對

整個養殖漁業的部分其實他們大概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在台 17 線以西

靠海的這個部分，他們養殖的部分我們以後會往這個地方來集中，也就

是說全國的養殖漁業目前的政策是朝向於往海邊的方向發展，就是台 17

線以西。 

向各位報告，現在目前整個高雄市的養殖面積是 3236 公頃，位於台 17

線以西的這個養殖面積目前有 3210 公頃，也就是說我們高雄市在台 17

線以西的沿海區域，目前大概有超過百分之 90 以上的養殖魚塭，這些魚

塭我們有把它劃定整個養殖漁業生產區一共有六個，包括永安、永華、

永新、彌陀、興達港等六個養殖漁業生產區，在彌陀有一個養殖漁業集

中區，這些集中區跟生產區劃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們合理的來使用水土

資源，土地我們必頇要符合養殖的規定，水源必頇要符合養殖的規定，

這六個生產區的面積一共高達 1887 公頃，也就是說生產區目前已經占我

們全部的養殖面積百分之 60 以上。這些生產區我們就是集中來做一些養

殖的設施，包括它的進排水路，包括它的公共設施都是在我們集中區裡

面來做興建，興建以後跟各位報告我們這些養殖漁業生產區裡面我們去

做了一些共同排水路，這些排水路我們希望引用好的水源來進行養殖漁

業的管理。 

這些養殖漁業目前領用海水的部分已經高達百分之 62，也就是說我們

的淡水使用率其實並不是很高，我們養殖漁業大部分都是使用海水，淡

水的部分比例大概有百分之 38，供應的面積大概有 1492 公頃，這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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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的淡水比率來源怎麼來？大概有二個，一個就是由我們農田水利署這

邊的灌排系統來提供淡水，第二個就是由我們的雨水來做補助的一個資

源，如果我們的養殖漁業都要去抽取地下水的話，各位都知道抽取地下

水的電費不得了，所以我們的養殖漁民在從事養殖的過程當中，除非你

這個水是不適宜養殖的，或者是這個水會造成一些養殖上面的病害的

話，漁民才會把這個水資源去做一些排空，不然這些水我們都會去做非

常有效的利用，甚至有的漁民他養了兩三年這些水還是在利用。 

接下來要報告的是，因為水資源是非常寶貴，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

府目前都是配合在做一個叫循環水設施，也就是這些水在我們養殖的過

程當中，我們經過一些生化的一個處理，這些養殖戶就可以把他原來可

能沒有要利用到的水我們把它保留下來，對於下一次養殖使用他就會更

有效的來做利用，我想這個對我們淡水資源是很有效的一個利用。接下

來就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目前也全力在推，我們希望養殖的物種可以

來朝海水性的方式來養殖，像石敤魚、鱸魚、午仔魚也好，這些大概都

是屬於海水養殖的物種，海水養殖的物種我們就不會去抽取地下的淡水

來補助我們的水源，對於水源的管理上面也有很好的一個效益。 

因為我們目前在永安地區有一個 LNG 場的冷排水系統，這個冷排水系

統我們從 93 年開始做到現在已經投資了 4.8 億，我們建置了這些海水的

管路、排水管路和抽水管路已經高達 4249 公尺，供應的面積目前是 500

公頃，我們也希望把這個 7 期的工程再來做延續，我們把這些排水的管

線、抽水的管線以及我們供排的面積把它擴大，我們從目前的百分之 20

希望逐步來調整，一直調高到百分之 25，這樣子的一些設施就可以讓養

殖漁民對於他所養殖的物種上面有更方便的海水來源，所以他們要去從

事海水養殖的部分應該就會更為容易，就會把一些他們原來所使用到的

淡水資源來逐漸減少。 

總結這邊海洋局來說明一下，有鑑於我們淡水資源的寶貴，也有很長

的一段時間老天爺沒有下雨，所以對於養殖漁業來講，我們希望針對目

前所有的這些公共設施，尤其是海水的進排水設施我們去把它做得更

好，然後讓我們的養殖環境更加的充裕。第二個部分，目前在中央政府

這邊對於循環水的一些設施也有一些補助，我們也都透過漁會養殖魚業

的生產產銷班來跟養殖的朋友說，你們可以來申請這些養殖的循環水設

施，減少他的一些成本，對於這樣子的一些措施可以提供養殖漁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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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讓他不一定要來使用比較寶貴的淡水資源，整個海洋局對於養殖

漁業目前是朝這個部分來進行，以上報告。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接著請市政府農業局王副局長。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王副局長正一： 

主席、各位先進，農業局作補充報告，針對農業抗旱在這個議題裡面

分成幾個部分來做說明，高雄總農地面積是 5 萬公頃，比較耗水的部分

是水稻，水稻今年的數據是一期水稻種 4766 公頃，每公頃的水稻它需要

的水量大概 1 萬 5000 噸，當然水稻如果能夠降低的話對於整個農業用水

會有幫助，所以在今年度高雄地區的轉作旱作契作的部分 1431 公頃，表

示這是從傳統水稻種植已經有 1431 公頃已經轉作到比較旱作，降低了大

概 3/4 的用水量。第一個，我們覺得要談農業抗旱對於所謂的農業體質

調整降低用水量是一個重點。第二個，我們也會持續增加農民的獎勵跟

鼓勵，透過農委會的方式我們來做一些推廣。第三個，我們要增加旱作

管路的公灌，讓農民在節省水所謂的滴灌或者一些管路旱作讓他們降低

水的耗損，這個部分我們前幾年做了 280 公頃，今年我們跟農水署合作

要增加 80，所以高雄在今年完成之後會達到 360 公頃的旱作灌溉的獎

勵，這個部分是對農民有獎勵，所以我們會爭取更多資源來提供農民增

加的一個部分。 

再來我們覺得對於農地的所謂補償措施，因為在這一次的議題裡面提

到補償，像今年高雄因為整體缺水，但是農水署他們的公灌相當有彈性，

從去年開始他們就積極針對水稻的兩個高峰期，整田期跟結穗期的部分

做一些調整，還好我們這一期的稻作順利完成收割，目前收割了六成，

所以算是過關。對於稻田的調整在農業署有一個措施在進行，我們這一

次也是有跟中央提醒說，有時候這種天氣很難以預測，大面積的農田如

果要循所謂的停灌的話可能要預先做一些規劃，所以在今年沒有停灌也

完成順利公灌，但是像在北部他們有曾經台南以北今年有進行局部的停

灌，像這些停灌有關耕區內的一些停灌補償的措施，農委會有一些標準

的作業規定，我們也是配合做辦理。 

最後階段如果水情不良的時候會對於農田農民的作物有一些耗損，這

個時候我們會啟動所謂農業天然災害受損的補助，像今年因為旱災，所

以高雄地區的茶樹、青梅、愛玉跟李子 4 種作物都已經公告，農民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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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成以上就會進行救助。所以從這個體質調整增加節水措施的延伸，然

後規劃一些調整的方式以及補償辦法的訂定，還有我們最終末端的農業

受損的救助，在農業裡面有一個層次在做一些進行，我們最重要的是增

加更多水稻的轉作才能有助於整體的水情的一些有益，這個部分農業局

會持續推展、推進，謝謝。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好，謝謝農業局，接著請財政局專委來說明。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陸專門委員奇峯： 

主席、王議員，財政局的意見分 2 點來說明，第一個有關於產業用水

再生水廠部分，誠如剛剛水利局的說明，為了加速高雄的產業發展，對

於各大產業用水的需求，市長上任之後已經向中央爭取了橋頭、楠梓這

兩座再生水廠，其中橋頭再生水廠已經在今年的 5 月 12 日動土，未來預

計將每日供應再生水約 3 萬餘噸，加上未來還有楠梓再生水廠正在規劃

辦理中，所供應的再生水可以供應北高雄產業使用，這兩個再生水廠提

供的水供北高雄產業使用之後，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民生用水。另外再加

上目前現有的有鳳山和臨海兩個再生水廠，高雄未來的再生水每日的供

應量可以達到 21 萬噸，所以對於產業的發展和水資源的開發會有更大的

挹注。 

第 2 點是關於經費的部分 我們以橋頭再生水廠為例，它的建設經費大

概約 50 億元，其中內政部補助百分之 92，其餘的部分由市府這邊自籌支

應，本局後續還會持續配合市府相關政策協助預算編列的相關事宜，以

上是財政局的說明。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財政局，接著請觀光局說明。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觀光產業科曾股長瑋悅： 

謝謝主席、與會先進，大家午安。觀光局代表報告，針對現階段缺水

期間本局所轄相關場域實施節水政策的部分大概分三個部分，本市所轄

的旅宿業總共有 500 家左右，我們會透過公函部分請這些業者加強宣導

旅客要節約用水共體時艱，在房間的配合措施部分，我們也宣導旅客盡

量用淋浴的方式，在浴缸上拔掉塞子，不提供旅客泡澡，在馬桶儲水槽

部分也放入寶特瓶以節約用水，現階段旅宿業都配合還可以算是正常營

運。另外，在 500 家裡面的旅宿業部分，我們現階段有列管剛才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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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度以上的用水大戶總共有 80 家，現階段我們都配合政策做鉛封的政

策，然後每個月都可以達到節水標準百分之 10 到百分之 15 左右。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在壽山動物園的部分，現階段壽山動物園配合節水

措施，我們園區的清水工廠從 3 月 13 日起已經配合關閉，每天大概可以

節省 70 度的用水量，在園區的公廁裡面我們也都使用省水型的水龍頭來

節約用水，也會降低我們植栽的澆灌頻率只針對園區重點的植栽來進行

澆灌。第三部分，本局所轄 7 個風景區部分的公廁都是使用我們具有省

水標章的水龍頭，也設置分段式的沖水馬桶，然後配合在我們公廁的洗

手台部分張貼節水的用水文宣，也提醒民眾要節約用水來配合節約用水

的政策，以上說明。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好，謝謝觀光局，接著請教育局莊股長說明。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及國際教育科莊股長筱婷： 

主席、與會先進大家好，針對教育相關的業務，局做以下說明，在學

校端的部分因為這一波旱情的影響，所以學校本身譬如說廚房或者午餐

的製作方面本來就是使用水量比較大，在這一波裡面確實也是為了要因

應疫情，我們都有特別通令學校要做相關的配合，因為旱情也不是今年

才有，之前也都有這樣的情況，所以學校端這邊都很配合局這邊來做相

關的管控，大家一起共體時艱，包括學校游泳池的部分，目前學校端的

泳池大概有 22 座左右，22 座泳池我們在今年旱情上來的時候，4 月份的

時候我們都有通知學校端暫時停止做相關游泳課程，先做其他的課程方

案，用其他的訓練方案來作取代，讓學校端的用水可以再更減少。 

另外，水公司這邊有針對如果偵測到學校用量比較多的時候，可能會

做鉛封、減供的措施，已經有很多學校來反映說這個真的沒有辦法，水

公司這邊已經有來學校端鉛封，這個部分的數量我們有掌控，也是盡量

配合旱情的需求來做以上的調配。除此之外，局這邊除了例行的管控，

就是配合市府行國處這邊做定期的調查學校端的用水量，如果有比前年

的使用上有高於一成左右的時候，我們都會去跟學校那邊關心、關懷他

們用量增加的情形，然後協助學校處理抓他們水量使用上升的一些原

因，然後協助學校做一些校園內節約用水設施的改善，盡量節約使用學

校端的用水。 

另外其實在教育端來說，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在創造水資源的部分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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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樣子的協助，但是在校園端甚至我們直接面向學校端的師生以及

學校的社區這個部分，我們除了有跟學生做宣導之外，我們也有配合教

育部一些說明會，然後導入學校端的師生做宣導之餘，也希望透過這樣

子一直把這個訊息傳送下去，提供一些節約實際的作為，然後能夠傳送

到社區內，讓社區內也能夠配合整體的缺水情形來做共同節約用水的努

力，以上說明。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教育局，接著請經發局王副局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副局長宏榮： 

主席、陳議員、蔡主任、專家學者、代表午安。今天的議題跟經發局

比較相關的主要是穩定產業供水這方面的策略，之前大家都在談五缺，

其中一個是缺水，水對整個地方在整個產業發展或是招商引資我想都息

息相關，一個缺水的地點想要招商是很困難的，尤其最近半導體、光電

等等產業他們都是耗水的產業，剛才幾位機關代表也有提到，現在因為

氣候變遷還有極端氣候、旱澇不均，變成現在缺水或是雨水過多、濁度

過高也有可能水的供應會有問題，這樣的情況變成常態化，其實我們現

在的廠商大概對缺水都有一些風險的意識也投入許多的改善。 

下面大概分兩方面來說明，一個是開源、一個是節流，首先來講節流

的部分，現在滿多用水大戶和一些廠商，他們大概會透過一些水供科技

技術的改善或是採用一些節水的設備，無論在製程方面用比較低耗水，

或是在冷卻鍋爐循環方面來做回收再利用，都能達到很好的效果，像我

們的用水大戶裡面中鋼，它現在大概循環回收的比例可以達到 98%以

上，日月光他們回收再利用也是能達到 75%左右，尤其看這次我們燈號

管制轉到橙燈以後，3 月 30 日轉橙燈要求各用水大戶，就是 1000 度以上

的用水大戶要節水百分之 10，我們在跟工業局的工業區也好，在跟科技

產業園區，就是加工出口區還有科學園區，加上市府的這些產業園區，

大家之前就對節水有一些因應，所以這一次所有的園區都能達到節水百

分之 10 這樣的成效，未來可能這些廠商在政府的輔導或是我們這邊的協

助，他們應該會投入更多的節水改善。 

另外在開源方面，剛才大家都提到多元水資源的開發方案方面，剛才

主席也有講，不管再生水或是未來的海淡水，這種科技造水比較特別的

大概就主要會用在產業方面，目前大概也比較少說民生用水會接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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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跟未來法令的規範息息相關，這些無論再生水或者未來可能高雄也會

在發展海淡水。剛剛水利局副局長有講到，未來可能會供應到 20 萬噸，

甚至未來如果可行、如果更多我想這樣對產業，我們在招商的時候引進

更多的產業，如果都能使用再生水，除了它本身的穩定供水，然後它跟

民生用水也不會產生排擠的效果，我想這是很永續的方式。 

至於主要使用再生水在產業來考量，主要有一個是剛才主席特別問

的，就是財務成本方面的考量，以剛剛水利局講的，如果現在 11 元，未

來再生水可能 20 元，甚至看水質的關係，處理上可能要更多投入的話，

可能會比 20 元更多，但是就目前我們的了解，其實某些用水大戶而且是

高值化的廠商，他們對於使用再生水的意願是非常高，而且如果像遇到

這樣缺水的狀態，他們能有穩定的再生水供應，對產業的發展是一個很

保險、很安全的供水方式。另外，在目前世界趨勢都在談 ESG 的時候，

我們對社會、對環境整個資源要負起責任，尤其更多國際大廠的供應鏈

都會要求這樣使用節能或是比較乾淨的水資源的時候，我想這個是未來

很可行的方式，以上先作這樣說明。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經發局來作這麼詳細的說明，當然在高雄我們要招商引資讓整個

產業發展，這個水資源，提供的水源就非常重要，讓我們的產業沒有匱

乏之下它就可以全心投入，所以這個都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好，接著

請美雅議員來說明一下。 

主持人（陳議員美雅）： 

謝謝共同主持人王耀裕議員，因為經發局還有剛才財政局所講的有

關，我這邊先補充，請你們去研議，因為其實我一直在關心跟水利局也

有相關，水利局跟財政局還有經發局，我之前在水利部門質詢的時候特

別詢問說，像台積電現在有說明，他們未來對水的需求量百分之百是要

使用再生水，但是這個再生水廠目前我們要新興建的這兩座，就是供台

積電和日月光來使用，可是期程應該是要到 2028 年才會完成，在這個過

渡的時間到底要怎麼協助這些新進駐進來高雄要投資的這些產業用水，

怎麼去供應？今天我也想要聽到比較具體的說明和規劃。 

因為我們希望當然闢更多元化這些用水量是很重要的，如同耀裕議員

非常關心在農業方面的這些用水，我們也很關心產業進駐到高雄來以後

它不會排擠到民生用水，所以為什麼中央現在也補助高雄市百分之 92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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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高雄市政府自己負擔百分之 8 的經費，目前我們只有這 4 座再生

水廠，到底足不足以因應未來的產業投資進駐到高雄，是可以供應得了，

因為目前看起來現在增加橋頭跟楠梓只會供給台積電，台積電所帶來的

上下游廠商他們的供水量這樣子足夠嗎？我覺得政府都必頇提前來做因

應。 

以上做這樣的提醒，並且請相關單位針對這些部分都要去做研議，我

們不希望看到高雄市我們現在都仰賴，像前幾天下了大雨高雄人覺得好

開心，我們總算看到下雨了，但是我們不能總是看天吃飯，產業需要有

一直延續的用水，所以我請相關單位這個部分特別要做研議，以上報告。

非常謝謝共同主持人王耀裕議員，謝謝。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陳美雅議員共同主持人來，接著請研考會說明。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綜合計畫組王組長士誠： 

剛才大家談了很多，簡單補充剛才大家提到整個開發水資源的部分，

包含最近的抗旱水井、伏流水的運用和再生水都有提到，像這樣子的議

題我個人認為水資源的開發和調度是一個整體性的思維，剛才水利署的

長官提到，可能南部一個區域調度機制的建立我想相對很重要，因為這

個不是一個縣市單獨的問題，我們不能讓某一個縣市單打獨鬥，大家需

要有一個合作的機制，就是我這邊有餘裕的時候可以來協助別人，可能

我需要幫助的時候也希望有其他的縣市可以來協助我們，其實我認為在

整個區域調度的機制建立相對一件事情，像這樣的議題我們在今年 3 月

也辦了一個南方治理帄台的首長會議，那時候也是一個水情相對嚴峻的

階段，所以針對這個議題大家在會議上也是有很充分的討論，其實南部

各縣市大家也都體認到像剛提到這樣的觀念，所以會議上的一個共識，

因為可能區域的調度會涉及到中央的權責，可是大家都願意配合中央的

規畫，未來在整個水資源的調度運用上大家能夠彼此合作，彼此支援，

讓每一個縣市都可以在不管是可能在相對嚴峻的時刻都能夠有一些替代

因應的方案。另外，就是針對剛才有提到再生水的部分，研考會這邊針

對配合款的一個編列也會在每一年的預算審核的時候都會予以協助來核

列相關的經費，以上報告。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以上感謝市政府各局處單位代表的發言，提供目前各局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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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一些努力，未來還是要繼續，誠如剛才陳美雅共同主持人所說，

我們有一些需要我們各局處還要來加強的，讓我們的水資源可以永續不

虞匱乏，這個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現在請學者專家教授來發言，

請義守大學李樑堅教授為我們提出建言。 

義守大學財務金融管理學系李教授樑堅： 

二位主持人、還有蔡主任以及與會中央跟地方官員及學者專家，大家

下午好。以前我們教經濟學的時候講空氣、陽光、雨水是自由財，但是

現在好像不是自由財，現在變成是一個經濟財，你必需要給付一定的代

價才可以取得這個資源，代表說因應隨著極端氣候的發生，人類開始要

面臨很多元的挑戰。剛才提到很多關於 ESG 的部分，我們對環境的保護、

對社會責任、對公私治理都要積極的投入。我們對於水情的衝擊跟影響，

幾年前我們也經歷過，那時候我們還去買一個大水桶，結果買完隔天就

下大雨，表示天氣預報都不太準，但是因應這個水情我相信中央跟地方

政府大家也很努力，包括海淡廠裡面很急速的就興建完成，而且可以去

處理。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因應整個水情的衝擊而言，第一個是我們多元水

源來源的管理跟比重的設定安排，我建議應該要成立一個所謂水情的戰

情室，從中央跟地方裡面共同來整合必要時就要展開，為什麼？因為有

很多的一個調配運用它是一個滿緊急性的情形，像我們真的在南部地區

跟北部不太一樣，北部不缺水，中部、南部這一次相對比較嚴重，南部

我們希望能夠下在集水區，但是每次的期望有時候都會落空，我記得有

一次是半夜下大雨，我們都拍手。所以第一個就是怎麼把這種多元水源

的開闢，那個比重的安排、比例的調適應該要有一個中央跟地方大家取

得一個共識，因為這個水源來講應該有包括常態性水源跟備援性水源，

備援性水源就是一個比較緊急調度使用的，並不是經常使用的水源，這

個部分要怎麼去啟動？應該有一個機制，我想這是第一個建議。 

第二個，節水、用水的觀念宣導，今天教育局的官員也有過來，我們

學校也接到自來水營業處也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的用水量再超過它就

要開始把我們鉛封，各位知道什麼叫鉛封嗎？鉛封就是把水管給它關起

來，因為我們學校有二個水源，一個是大樹、一個是大社的來源，因為

學校有 1 萬多個學生，所以那個用水量也相當的大，學校也是積極在對

學生作宣導，但是講的簡單、做的困難，現在年輕人真的不是很容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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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各位我們在學校的互動跟各位在社會上的互動都知道，真的不是很

容易講，講了老半天就跟我們學校的交通安全一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宣

導，叫你騎車騎慢一點，他還是講不聽，出事就來找學校。 

同樣的在用水的管理來講，變成學校某個程度積極性的動作就是要減

壓供水，減壓供水當然學生就會抱怨，抱怨我們只好說明，但是各位知

道學生你跟他說明，說明是一回事，他要反應又是一回事，Dcard 裡面寫

的為什麼洗澡用不到水？就開始有很多的抱怨出來，學校就是要有所因

應，但是這方面的一個管理跟教育我希望大家各個單位要同步來推動跟

深植人心，就跟交通事故一樣，我們講行人地獄，我這幾天看到報紙，

包括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有刊登一則很大的廣告，就是要加強違規的取

締，大家知道只要不違規就比較不會發生事情，可是這是根本之道，但

是這個好像大家都很難做得到，所以很多本質來講，教育的落實、觀念

的一個建構、節水觀念的落實，這個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焦點。 

第三個，包括企業、包括農民以及包括一般的用戶真的要有用水的危

機意識，台灣是一個降雨量很大的地方，可是我們竟然是名列全世界第

18 個缺水國，為什麼？因為我們很多水都流入到海洋，所以如何把這些

水流住？我們透過很多的機制，包括剛才各位講的，包括有伏流水，包

括建置一個所謂甲以堰把楠梓以溪的水引流到南化水庫裡面去，就是希

望能夠把水留下來。但是這個危機意識帄常我們希望各單位裡面透過廣

告文宣要積極讓民眾跟企業知道，剛才報告的，我們有兩座再生水廠已

經完成了，還有兩座在興建中的部分，企業界的投資，包括經發局的副

局長有來，怎麼跟業界來做彼此溝通，我看到這一期天下雜誌的報導，

日月光就說它必頇自己要能夠保留 75%的中水系統，就是那個水不能完

全百分之百都仰賴水資源的提供，你必頇要有再生水的觀念，像我們學

校也有一個中水系統，這些水留下來可以做澆灌、做廁所的用水等等，

帄常這個觀念的落實和要求，也許我們經發局在招商裡面就要把它當作

是一個必要的要求條件，水資源不再是一個免費無償取得無虞的一個資

源，這個是我想要跟各位講的。 

第四個，怎麼去參酌國外一些好的做法？各位看到國外的沙漠，像以

色列他們都很缺水，中東地區都很缺水，可是他們怎麼去把水源能夠留

住？其實都有些積極的方法，包括農業的用水，我想王副局長也在這邊，

農業用水來講他們怎麼能夠用到精準的用水量，不要讓他覺得是很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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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情形，包括滴灌、澆灌，其實現在科技的運用變成是一個新常態，

包括農會用水裡面，因為我們知道在用水的使用上，第一個我們不想斷

民生用水，農業用水一缺水農漁產品裡面就會短收，短收就要啟動補償

機制，但是農民的觀念怎麼去引導出來，慢慢用科技澆水的這種方式減

少農業用水的使用量，我們也要這樣同步努力去推動，因為在其他缺水

地區真的他們科技用水的部分已經慢慢變成是一個必要的新常態，台灣

已經邁入已開發國家，我們很多的觀念跟做法和技術也要與時俱進，這

樣才是邁進先進國家應有的水準。 

另外就是一個水資源的統一調度跟管理的部分，我剛才說要成立水情

戰情室，因為現在缺水好像在南部來講，我已經經歷過兩次了，上次講

的是嚴重大旱，這次降水量沒有上次那麼多，但是因為我們這一次又新

闢更多元的水源，然後彌帄水資源 supply 的不足，但是整個中央跟水資

源管理的統一調度來講，剛才研考會說南部地區的首長大家有開一個協

調會，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縣市之間為了水權的爭議我看過兩次，一個

是屏東縣長出來罵說，你不可以挖那個深水井，各位應該都感同身受有

這樣的狀況，代表說每一個縣長、市長為了自己的水權必頇要捍衛，但

是中央是一個水資源的開發單位，你們有權利來做一個分配，但是也有

權利來協調縣市怎麼共用這些資源，畢竟高雄市人口 274 萬、屏東 80 萬、

台南市 180 萬，用水的需求大量當然還是在高雄這邊，但是我們也不能

夠為了高雄的水資源供給無虞去犧牲其他的縣市，所以這邊怎麼來做一

個均衡的調度安排？這個水資源的管理跟調度，我建議應該每季，就算

沒有缺水的時候也要定期性的去開會，大家彼此建立一個共識，不要問

題發生了你再去協調解決，我覺得那個有一點會緩不濟急，帄常就要建

立這樣的共識跟觀念，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那個水權的爭議事實上很多台南市的人也搞不太清楚，南化水庫

裡面是楠梓以溪的水，我們利用甲以堰裡面把它引流到南化水庫裡面

去，可是台南市的人說那個水庫是我們的，它在南化呢！為什麼水要給

高雄市使用？我們也有聽到這個狀況，所以水資源管理局裡面必頇要很

清楚明確告訴台南市政府，他們有一些水權的使用並不是說，高雄市要

用你們台南市南化水庫的水，那是越域引水引到那邊去 必頇要讓他知

道，因為我知道有一些台南市民，曾文水庫現在剩下不到 7%，你再撥

2400 萬噸的水給烏山頭水庫，這個部分來講，他們也很珍惜他們自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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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部分，這個水權的爭議，所以有很多彼此水權的釐清，其實中央

應該有這個責任一起讓縣市政府大家共同知道，也釐清對外要做一個公

開說明，我覺得這個要讓市民和縣民大家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不要等到

水權不足的時候大家才引發一些相關的這個爭議。 

再來，就是說事實上有很多我們現在備用的水源，包括剛剛才第七河

川局說深水井有監控、伏流水有監控那個蓄水量，因為帄常會補足，可

是我們當然用的時候那個量是會減少，所以那個部分不是無限制的去使

用，我們伏流水像屏東有二峰圳等等這些我們當然知道，我們現在有在

開發我們自己的伏流水，這些水的監控數據，我希望在戰情室裡面就是

一個常態性的應用，達到什麼樣比例的時候應該啟用什麼樣的標準，這

個要有一個機制，事先建立起來，總比發生事情了再去協調來得更好，

所以那個數據的管理應該也滿重要的，我覺得就是說在縣市首長應該除

了現在 ESG 講的，我們現在排碳量多少之外，因為高雄市占 1/5 的排碳

量，雖然我們都有在減，減了也很多。第二個部分，水資源管理應該縣

市首長定期每天都要看這些數據，每天都看到這些數據然後他在水資源

的調度裡面，我覺得他的思維就會變得比較好一點。 

再來，剛才提到以再生水廠來講，如果產業進駐的速度因為高雄市現

在三大招商，仁武產業園區、橋科外加我們高雄產業園區，這三大園區

裡面包括路科現在如果再擴增它的產業用地，那個廠商一直進來，這些

廠商進來高雄市現在產業的總量比以前來得更大、更多，我們用水的需

求，再生水如果它是一個主力，因為它不希望和民生用水互相牴觸，這

些再生水的興建速度如何來加速完成？這個部分就中央跟地方要加速協

調，因為高雄市負擔百分之八，中央補助百分之 92，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那個興建速度怎麼跟產業招商速度，王副局長這邊跟經發局那個進

駐的量，我們的用水的需求總量也要與時俱進，數據要同步更新，這樣

在因應整個水資源管理才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以上。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我們李教授的建言，我們來請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銘

義教授來為我們提供建言。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李副教授銘義： 

謝謝主席王議員、吳怡玎立委主任、還有學者專家、各位前輩，大家

下午好。今天來了很多中央跟地方市府的前輩，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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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官學院健身減班的講課裡面一個主題叫跨域行政，這是一個很好的

案例，因為水資源的處理跟使用牽涉到中央跟地方的分權，還有縣市政

府之間權益的分配和資源的調度，我先把結論說一下，如果有時間再講。

我的看法，第一點應該要建立跨區域的協調機制，這個可能跟剛才水情

戰情室的概念是一樣，但是現有的機制裡面應該要南區的水資源局為主

導，因為你是中央的主導機關，各縣市政府不管是水利局或是縣政府、

市政府，事實上還是要呼應水資源局的要求來做執行，你們沒有權力去

做這樣的分配。 

所以水資源局恐怕責無旁貸，這樣的一個跨區域協調機制，但是這個

協調機制和我們剛才提到的南高屏或者南部的首長協調會報不一樣，因

為協調會報研考會辦了可能一年就這麼一次，這種事情是每個月都要處

理的，所以希望水資源局要做一些事情，包括剛才提到的高屏溪水域的

流量的現況，還有剛才第七區管理處每天抽取的量，水的濃濁度其實它

應該要有一個數據的公佈欄，然後從高屏溪裡面，如果是從屏東的引水

管，引水量有多少？然後高雄在豐沛的時候輸送所謂的南水北送到南化

水庫有多少？其實這是一個動態的東西，動態的東西整理起來以後會讓

民眾比較清楚了解說，原來這個水資源是流動的，不是說誰用誰的水，

都是用高屏溪的水，所以當高雄有豐裕水量的時候可以補充給台南作儲

存，然後高雄有需求的時候台南應該往後把那個水還回來，這應該是一

個互相 support 的概念，同樣的情況跟屏東一樣，所以第一個概念就是建

立跨區域的協調機制，有賴南區水資源局多多協助。 

第二個，剛才提到工業用水不排擠民生用水，市政府一直這麼說，可

是現在出現一個什麼問題？就是再生水廠的興建緩不濟急，這個好像有

一點直接，你看一個是 115 年、一個是 117 年，可是現在看起來都ㄧ直

說有 21 萬、21 萬噸，可是事實上是從 3 萬噸、5 萬噸到 8 萬噸慢慢加進

來的，所以你不能一直告訴我有 21 萬噸，所以ㄧ減以後我們就可以少 21

萬噸，那是在未來。所以工業用水不排擠民生用水這樣的大原則底下，

再生水廠目前的興建確實是緩不濟急，變成水利局跟經發局在廠商的協

調分配上，還有再生水廠的進度上也要跟市民明白說清楚，這是剛才陳

美雅議員問得很直接的地方，可是我們也看出來這樣的排程有一點來不

及，這是我的第二個看法。 

第三個是大家都會建議的就是，抗旱水井不等於常態水井，為什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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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水井？那是一個緊急的時候抗旱災使用的抽取的水井，所以為什麼

大樹很多居民會抗爭？他認為沒有水的時候就在我們大樹挖水井，水井

挖我們大樹的，水位下降我們淺的水井就抽不到水，我們農民用不到水，

民生用水用不到水，所以抗旱水井對大樹居民來說，會影響到他常態性

的使用，所以不希望它變成常態水井。但是剛才的說明是說，好，我們

水量充沛了，所以抗旱水井已經停止不抽了，可是這個也要公告讓大家

知道，其實我們現在不抽了 真的要抗旱了，時間到了我們再啟用，必要

的時候我們再啟用，但是不是一整年 365 天都抽，因為它不等於常態用

水。 

第四個部分就是，伏流水的規劃應該詳細及公布細節，因為伏流水我

看新聞媒體報導，陳市長也講了很多次伏流水，伏流水、伏流水，可是

事實上伏流水這樣的規劃情況還有它抽取的量，還有地下流動水抽取以

後跟上面的流動水之間的互動關係，民眾其實不太了解，因為他會以為

就是抽了水井或抽了地下水層會不會造成地層下陷，會不會造成河川的

問題，造成橋樑的傾塌？這個都市民眾的疑慮，一般民眾也搞不清楚伏

流水怎麼去運作？伏流水多少量它是不是永抽都不缺乏，或是抽了以後

會慢慢補進來，是什麼時候抽，每天抽多少，一年抽多少？高雄每個年

度用伏流水的量有多少？在 150 萬噸裡面是怎麼去處理它？這個都沒有

數據，我常聽到說伏流水、伏流水不虞匱乏，所以 150 萬噸没有問題，

再没有下雨的話我們就抽伏流水，這個邏輯好像有一點怪怪的，對不對？

但是市長就是這樣子跟我們解釋的，民眾聽了以後還是很疑惑。但是我

們知道這次屏東科技大學丁澈士教授有很深入的研究，丁教授也是以前

研考會的研究委員，現在一直還都是，所以是不是對伏流水的規劃能夠

做一些詳細跟公布它的細節，讓民眾比較安心說這個伏流水的抽取跟地

下水的抽取是不太一樣的，它有經過這樣的規劃和設計，這個第四個。 

第五個，我也贊同剛才樑堅教授所提的，水情資訊應該公布、公開，

因為我們講橙燈這個在水庫或者管理 7 處有，可是民眾對橙燈的概念還

是不太清楚，或者說我們高雄現在每天的用水量有多少，工業用水量有

多少，民生用水量有多少或者是說農業用水量有多少？然後淡季的時候

或缺水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如果有下雨豐沛的時候就不限水，如果

遇到什麼情況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做水情的一個警示，我建議應該放在市

府的資訊公開網站，就是 open data，所以這個有請研考會多多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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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對於跨區域的治理部分應該是水資源局要協助，對於工業

用水和再生水廠部分應該是水利局跟經發局，對於抗旱水井跟伏流水的

部分都有賴於水利局，然後水情資訊的公佈應該是水利局協同研考會。

以上是我的建議，希望能夠把這些事情做一個充分的說明，看到今天有

四位副局長還有很多長官來，我覺得大家都很重視水情的問題，也提供

這些意見給大家做參考，謝謝。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屏東大學的李教授，接著我們請樹德科技大學通識學院吳建德教

授。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吳副教授建德： 

主席、王議員、在場諸位長官，各位大家午安，大家好。聽完今天各

位長官以及諸位學者的一些報告，個人以為這個議題我覺得可以回溯到

清朝時期，大家的祖先從福建省漳州和泉州來的，為了爭奪水源械鬥的

狀況死傷慘重，我相信大家對於這個應該記憶尤深，當然隨著時代和科

技的演變不可能會去械鬥，可是口頭上的鬥爭好像也是免不掉，因為周

春米縣長去封了我們高雄的井，屏東縣和台南市的居民說你們高雄人為

什麼用我們的水？我就聽過我自己的好朋友這樣講過，埋怨過。所以從

諸位長官跟各位學者提供所謂南區，台南、高雄、屏東水源統一的調配，

我覺得這種觀念和這個機制應該要及早建立，不然到時候大家為了爭奪

水源，我相信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針對面臨缺水這個狀況，我個人用以下三個方面去作分享，第一個要

料敵從寬，第二個要未雨綢繆，第三個要開源節流，料敵從寬就是如同

我們未來高雄市的產業這種進一步的發展，我們缺水的狀況跟這種極端

氣候的演變之下，這種情形我覺得會越來越多見，出現的頻率和次數絕

對會大大的提升，所以我覺得要料敵從寬。第二個是未雨綢繆，剛才聽

到各位長官從這種多元水源的開發，我相信大家都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多

方的規劃，然後想盡辦法去增加各式各樣水源的一種開發，但是我看到

探討議題的第二個部分，第一項幾乎沒有人提到，是不是因為幾十年前

被修理得很慘，就一朝被蛇咬終生怕草繩，事實上 20、30 年前那些老一

輩的，不管風水也罷、龍脈也罷，那些人慢慢 pass away 了，新一代的年

輕人慢慢上來，就好比說以前老人家絕對不買四樓原因，為什麼？四嘛！

現在年輕人哪會管你這些東西？四樓便宜 100 萬、200 萬他絕對會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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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覺得這個規劃可能開始要開始審慎的規劃，如果說早期因為水庫

的籌建會有諸多地方仕紳、老一輩的人極力反對，我相信現在年輕人你

把水庫的規劃跟他的生計、跟他經濟的發展甚至和家庭生活某種程度的

連結，講難聽一點掛勾，我相信他可能會樂見其成，我相信這個水利署

可能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思考。當然各式各樣水源的一種設立，我覺得成

本和效益分析還是要考量，如果你花了那麼龐大的金額再生水廠幾十

億、上百億的籌建之後，1 個、2 個、3 個，但是它提供的水量是那麼一

點點，可能這種成本效益必頇要好好考量，是不是要從源頭去審慎思考？ 

第三個，開源節流的部分跟未雨綢繆有某種程度的相關，接著剛剛聽

到教育局和各個主管單位提到，我們到社會各處去舉辦宣傳或者教育說

明，這個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大家都很清楚，你就算說破嘴他不理你還

是一樣不理你，但是我覺得有很多設施可以從市政府的層面，成立不管

自治條例或者幹嘛！去要求高雄所有的學校，或者一些新建的大樓做某

種程度的節水設備。我向各位長官報告，我曾經 20 年前看過一個節水設

備，我覺得那個實在太好了，但是為什麼都沒有人使用？就是馬桶上面

一根水管上來，然後馬桶上面那塊板子你按下去之後，水就流就可以洗

手，一個馬桶大概 20 公升，一個人大概洗手節省一點大概 1 公升，浪費

一點大概 2 公升。各位長官你們在想，如果高雄市 250 幾萬人帄均上大

號加小號算 6 次好了，一次 2 公升，你看看那是多麼龐大的數據，我 20

年前看過那種節水的設備，但是我發覺現在完全沒有。 

如果各級學校的馬桶你只要把廁所外的這些洗手台，譬如說你這個洗

手台封掉幾個，然後改建那幾個，逼得他一定要在裡面洗，洗了之後這

些水就會流到馬桶箱裡面，那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措施。各級學校還有一

些很多營業單位基本上都不怎麼去做節水，很少看到它真正有節水閥，

都還是拼命的洗，洗好洗滿。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這種節約用水的概

念就是，上面講的滿身大汗下面無動於衷，這種狀況之下對於這種所謂

教育觀念的宣導我覺得要從市政方面，不管是自治條例去要求我們學校

機關單位、百貨公司和各式個樣的單位要力行去裝設這種節水的設備，

可能才是從頭救起力挽狂瀾的做法，以上是我的建議，謝謝。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教授剛才講得非常好，尤其是那個水庫，以前大家都為了興建水

庫，後來那麼久一段時間怎麼不會想到把這些水留住，這個水庫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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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思考的方式，接著請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廣告系的馮教授。 

崑山科技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系馮副教授國豪： 

二位主持人、蔡主任、各位先進大家好。講到跨域引水的部分我的感

觸最深，因為這三個地方我都碰到，我教書的地方在崑山，我的房子在

左營，但是我現在住在屏東，所以每一次看到在台南的時候就說，為什

麼高雄都用我們南化水庫的水？然後跑到屏東的時候就看到兩位縣長都

在那邊跳腳說，為什麼跑到我們這邊來挖井？但是我房子又在高雄，實

在很矛盾，不曉得該怎麼辦？我還是要講一句話，其實剛剛何副局長和

副校長都提到若干年前缺水的問題，然後突然間一陣大雨之後就解決這

個問題，我查了一下剛好手邊有一個就是當年為了因應水情的一個紀

錄，104 年開了一次很大的一個，高雄地區水資源應用的多元會議，我想

在座可能不少都有參加過這個會議，我很佩服各位，其實我看到各位在

這 8 年來的努力，因為當時提到很多的問題在這 8 年裡面都逐一解決了，

比如說高雄地區管線漏水的問題，從原來的百分之 13 點多的漏水，到去

年年底已經降到百分之 8 點多，今年還要再降到百分之 7.34，但是如果

再降下去，坦白講很難，已經很難了，但是不得不佩服。 

剛才提到伏流水的問題，也是在 104 年這個會議裡面提出來的，還有

很多的項目，其實當年提到很多解決的部分，我把它分成開源和節流，

開源的部分比如說伏流水的應用，比如說抗旱井的開鑿，都在 104 年這

個會議提到的。還有很重要剛才大家沒有提到的，就是東港溪的整治還

有離牧的這些鼓勵，在這個會議裡面都有提到，其實東港溪，因為我現

在住屏東，在東港溪那邊也看到，東港溪現在的水質真的比 8 年前要好

很多，這個部分真的要謝謝各位公務人員的努力。但是還有一些沒有辦

法解決的，比如說剛才吳教授提到的，大家都會提到兩座水庫，大家都

不敢碰這個問題，一個叫美濃水庫、一個是高屏大湖，當然這個還有很

多問題要解決，8 年前提出一個辦法就是，是不是把美濃水庫的這個蓄水

量能夠降低？然後爭取當地民眾的同意，就是剛才李教授也特別提到溝

通很重要，我覺得資訊的透明跟溝通很重要。 

另外一個，當年也提到高灘地的蓄水，當然也有很多的問題，這些到

目前為止還沒有解決，但是當年提到一個問題就是，大潮州的人工湖，

因為我現在就住潮州，大潮州人工湖在來義那邊，其實已經做得很好了，

好像是屏東大學一個水資源的教授負責這個計畫的規劃，在 108 年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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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這個我覺得不妨礙美濃水庫跟高屏大橋，或者當年提到的所謂

的百座埤塘這樣的方式，是不是能夠參考潮州人工湖這樣的一個方式往

這個方向來推動？ 

節流的部分其實當年的規劃裡面也做了很多，也有一些沒有做到的，

比如說漏水情況真的已經下降很多了，這是各位的努力，剛剛也提到再

生水，雖然是緩不濟急，但是在 104 年這個會議裡面推動這個再生水的

再利用，事實上在這 8 年來大家很努力的在推動，剛才美雅議員提到是

不是能夠把這個速度能夠加速？李教授提到能不能把這個資訊更透明

化？我覺得都是在座各位或是我們大家必頇要再做努力的。當然還有待

解決的問題，比如說像農業用水，剛農業局的長官也提到說，其實也鼓

勵他們轉作旱作，我想這個還有待繼續努力。剛才也有教授提到中水的

運用，能不能把它引導到家庭用水裡面？因為我自己在做社區營造，在

台南的大港這個社區因為當年的登革熱，造就了大港社區的一個凝聚力

非常高，他們在推動這個抗旱的時候也把這個中水的再利用變成他們有

一些澆花的運用、花圃的運用，變成他們社區裡面一個共同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在社區裡面是不是可以往這個方向來做？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是學公關廣告行銷的，我還是從公共廣告行銷這個

角度來看，因為接受這個邀請，在兩個星期前就接受了公聽會的邀請，

因為我自己的專長，我就特別到 Youtube 裡面去看了一下節約用水的這

個影片，各位如果有興趣不妨看一下，坦白講，很難吸引我。所以我也

在想說，我們是不是能夠在一些經費在許可的部分可以製作一些比較精

緻的一些，或者是比較好玩的，比較能夠吸引人的這些節約用水的短片，

如果在經費不許可的話，我倒是有一個辦法，高雄這邊每一年都有青春

設計節，青春設計節裡面都會有一些視訊方面或者多媒體方面的製作，

是不是能夠把它變成一個主題？變成青春設計節裡面的一個主題活動，

讓學生們、大專院校的學生們，因為青春設計節大家都知道都是南部地

區的這些學校，我自己本身公廣系也是屬於設計學院的一部分，以崑山

來講，現在有視傳系、這個多媒體傳播還有空間設計系，都屬於創意媒

體學院，就是設計學院裡面，每一年我們大概都會參加這樣的比賽，大

概每一年能夠蒐集來的點子或是拍攝的影片可以非常非常的多，如果高

雄市政府不管哪一個單位，或是教育局這邊可以思考一下往這個方面來

推動，撥一些經費給這些學生們，我想可能會蒐集到非常多有趣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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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當大學生推動這個東西的時候，我們還可以鼓勵他們在網

絡上點閱來變成他們一個獎勵的部分，也可以增加大學生的點閱率，我

想高雄市有多少學校我不是很清楚，台南市的大專院校共有 14 所、高雄

市 18 所，那總共是 32 所，加上屏東，現在因為少子化的關係，我想每

一所學校的學生恐怕也都在 7、8 千人左右，這個數量就非常可觀，當然

這些學生不一定都住在台南、高雄，可是如果把這些學生讓他們動員起

來，把這個東西我覺得可以從這樣的角度思考，那當然像網路的部分、

電視的部分可以透過這個東西來加強。 

第一個，我剛才的報告是對各位 8 年來努力的敬意。第二個也提出我

可能有一些開源節流還沒有完全做到的部分，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來努

力、一齊來共同努力。第三個，在傳播行銷宣傳方面也提供大家一些意

見，當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我覺得在中央的部分，當然這個不屬於地

方的部分，高雄馬上要成立一個碳權交易所在高雄，碳權完了之後可能

還要有一個叫水足跡，如果我們中央能夠重視水足跡的一個規劃，這當

然可能就是吳怡玎委員以及剛獲得提名的美雅議員，如果有機會更上一

層樓的話，當然希望能夠把這樣的水足跡概念能夠向中央立法來推廣。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馮教授的建言，接著請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廖義銘教授提

供建言。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廖義銘： 

主持人、陳議員、還有吳怡玎立委服務處主任，很抱歉！剛才因為台

北有開會所以來得比較遲一點，來得比較遲一點所以並沒有聽到各位行

政單位主管們的發言，所以以下個人的發言是我自己對這些年來作為一

個高雄市民，以及經常在思考未來的高雄市政怎麼樣規劃以一個學者的

身分來提出我的建議。 

有關於缺水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我是台北人，在高雄生活了 23 年，我

發現這個高雄的天氣相對於台北來說算容易掌握，就是大概幾月到幾月

會缺水，幾月到幾月快要開始缺水，幾月到幾月沒有下雨，然後大家過

著舒爽的生活，然後幾月到幾月長期沒有下雨，然後開始快要缺水了，

然後幾月到幾月已經快要下雨了，乃至於缺水問題嚴重之後，又到了幾

月又要開始下大雨，乃至於後來又要淹水了。大概幾十年來我在這邊做

一個高雄人發現，其實高雄的天氣我們只要在觀念上面、在思考上面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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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宏觀一點的話，就會發現每一年都有相當的規律，大概一定都是到 4

月底 5 月就要缺水，到 7 月 8 月又要怕淹水，但是大部分的人在 11 月、

12 月、1 月、2 月的時候過著完全沒有憂患意識，完全沒有缺水或即將缺

水那種快樂高雄人的生活，我覺得是這樣。所以我認為高雄市的缺水問

題，真正的問題不是在缺水時間要怎麼解決？而是在沒有缺水的時候，

在沒有缺水的時候，那個時候能不能動用一些應有的資源跟制度上的調

整，在缺水的短短那幾個月能夠解決問題。 

以下我就提出我的幾點建議，第一個，因為每一年到了 4、5 月缺水的

時候就會有一些業者真的遇到缺水這個商業上的問題，這個時候因為我

個人 20 幾年來在高雄工作的經驗，確實會有一些企業提出一些解決缺水

的一些方案，譬如說，我曾經遇到一個在德國設公司的德資公司，他們

打算進口菲律賓的水，那個整個成本都弄好好的，只剩下一些行政機關

的支持，到最後面行政機關的支持這個部分就完全被打槍，這個就沒有

了。當然在 3 月、4 月缺水的時候要進口菲律賓的水進來，到 4 月 5 月被

打槍之後，到 7 月 8 月颱風天就要淹水就沒有再思考這個問題。後來又

遇到一些企業在討論，中山大學、高科大或者是我們學校一些大學科系

裡面的老師在討論海水淡化，海水淡化淡化到什麼程度有相當的成本，

一般來說，海水淡化如果要淡化到可以飲用程度的話成本很高，所以行

政機關這邊覺得淡化太貴，但是企業思考說，很多工業用水或者其他的

商業用水不需要淡化到必頇可以飲用的程度，因為它的成本沒那麼高，

民間可以做，但是這方面需要政府的一些獎勵或資源，但是同樣的在 3、

4 月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到了 7、8 月颱風天一來又沒了，我發現每一

年都有這樣的循環。 

所以我個人建議，以我們議會的職責，如果高雄市對於缺水這個問題

有比較特別政策上的需求，是不是應該去規劃一個對缺水這種問題的自

治條例？或者相關自治條例的修正，讓這些在民間企業當中願意投入缺

水問題相關的市場，或是技術的開發業者能夠多一點補助，為什麼他們

需要多一點補助呢？因為他們能夠賺錢，真的有商機的時候也不過就是

短短的高雄人在缺水的那一兩個月，那一兩個月如果能夠補足的話，說

實話，我們高雄就沒有因為天氣而產生這個缺水的問題，那要怎麼..缺水

的時間呢？業者他們的投資跟租賃的成本很高的，如果能夠由政府給一

些補助或獎勵，或者稅收上面的支持的話，讓他們初期的成本能夠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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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能夠得到一些公共資源挹注的話，我覺得也許對我們高雄市面臨

缺水這個問題能夠不只由公部門來解決，還能夠更好就是由公部門輔

助、協助私部門，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來解決缺水問題，如果能夠這樣

的話才是解決缺水問題的長治久安之道，以上是我的建議。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感謝廖教授的建言，以上就針對專家學者幾位教授提出的，當然公部

門也都聽得非常清楚，可以來針對這些建議我們未來可以來做的、來努

力的一個方向，接下來請吳怡玎委員辦公室的主任蔡主任發言。 

吳怡玎立法委員服務處蔡主任淑雅： 

二位主持人、還有學者專家大家好，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很多都

是有關中央部會的事務，目前的現況剛才可能大家都有敘明，但是我覺

得要面臨的挑戰可能就是，一滴水、水資源的預估報告，就是未來 15 年

南台灣最缺水，而且它是用水最快的地方的，依據水資源局的估計這個

用水的缺口大概有 39 萬噸，如果把這 39 萬噸再加上我們剛才一直在說

的產業再生水，這個再生水、最晚要到 117 年、118 年所謂的 21 萬噸才

會到位，如果這些缺水的缺口再加上目前還都沒有到位的，因為現在到

位的大概只有8萬噸，那麼這些在未來這段期間水資源局要如何去調配？

如果台積電來的話，依據目前現在的數據它一天的水量就會增加 11.8 萬

噸，所謂的 11.8 萬噸占了目前大概高雄地區用水的百分之七，這些只是

台積電，還不包括台積電帶來的下游廠商，還不包括高雄市政府現在所

謂很多要增加的這些工業園區，這些加起來未來我們公部門他是如何去

調配，如何去計畫的？ 

第二個就是剛才馮教授說到自來水公司高雄汰換管線，所以它的漏水

率其實是在全國帄均之下，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一直都說的台灣

自來水水費太低，一直在說，但是中央部門其實都沒有提出一個因應的

對策，認為自來水公司大家都認為自來水的水費太低，我們有一些什麼

樣的態度，我覺得的中央的單位必頇要有一個態度出來。對一般的老百

姓來說，如果在枯水期節水的順序應該是工業用水是優先，再來是農業

用水，這兩個都不足的時候再來提民生用水，但是以目前來說我們看到

的資料是，目前我們節水的是用水大戶，也就是譬如科學園區裡面的工

業用水，它的節水大概減少原水量的百分之 10，但是跟農業局有關的就

是農業的用水大概減少了原水量的百分之 76，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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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子，所以農民就會說，你先把農業用水先扣掉才給工業大戶，這

是一般老百姓的想法。 

我們從這個數據上也看到這個狀況，但是我們不是說減少用水大戶這

個是不對的，這個問題其實是農業，農業跟我們經濟發展工業之間如何

去調配，如何去協調的問題？因為高雄市事實上現在是產業在發展，但

是不能夠因為產業發展就把應該要用的灌溉用水減少，然後鼓勵水稻去

做旱作，這個其實是有一個需要的問題，當然我們有很多教授都提到搶

水的問題，其實這個是攸關國土規劃跟水源這些的調解，我覺得可能在

今天的這個座談會上面可能會說太多，其實但是我覺得就是我們在中央

跟地方之間，還有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如果中央有一個政策的時

候 地方政府去做協調才不會發生我們所看到很多的高雄跟屏東的搶

水，以上報告。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謝謝感謝公部門有中央的、有市政府的，還有專家學者以及吳委員這

邊大家共同提出來討論，還有沒有要補充的？如果沒有就請我們主持人

美雅議員來作結論。 

主持人（陳議員美雅）： 

謝謝，非常感謝王耀裕議員，感謝大家今天來參與這個寶貴的公聽會，

我是陳美雅，如何留住水源然後興建再生水廠，就是我們如何尋找更多

的替代水源像伏流水、深水井的管控、地下水源的監管機制，我們如何

呼籲民眾跟廠商做好節水的生活日常管理？剛才許多專家學者都有提出

寶貴的意見，未來我想我們更要去思考對於我們受到影響的這些農業種

植的補償機制的建立，請市府要做好詳細的因應措施，對於久旱不雨剛

才也有教授提出來，是不是在沒有缺水前我們如何就先去因應調整？不

然的話，其實每一年高雄什麼時候會是缺水的階段，其實都可以研判得

出來，那你如何在那之前就先把水源留住，這個就是很重要了。現在中

央政府砸了 186億興建 4座的再生水廠同時，可見這是 2028年才會實現，

這當中還面臨到一個空窗期，政府如何因應？這也是我們請大家現在就

要去做好相關的規劃，市政府必頇要去做到，所以我們在招商的同時如

何提供穩定的水源，然後如何提供給高雄市民穩定的這樣供水，這個都

是非常重要的。 

再次感謝我們今天王耀裕議員跟在座所有的專家學者和還有所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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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還有吳怡玎服務處的蔡主任，謝謝大家，我們共同來討論這

麼有意義的一個水資源，還有水源不足如何因應的各種相關議題，那也

請市府各單位還有中央去研議如何來解決未來人民這樣的缺水問題，今

天就很感謝大家蒞臨出席，最後請王耀裕議員補充。 

主持人（王議員耀裕）： 

因為這個議題是大家都非常重視，而且是現在面臨的一個困境，所以

請中央跟我們市政府繼續努力，我們來創造一個我們高雄市非常好的居

住環境也是產業發展優美的環境，大家共同努力，謝謝大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