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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 95 年 1 月 19 日行政院核定之「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為我國目前

推動水再生利用之政策面依據，此綱領明確提出，將研訂水源多元化發展條例，輔

導與獎勵廢污水再利用之事業興辦，提升用水效率。而我國目前與水回收及再生利

用相關之法規分散於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及國科會等五部會之九部法

律。現行法規於用水管制端有部分零星分散之規定，強調用水回收率之要求，但並

未對「水再生利用」訂定相關管制要求與獎勵輔導措施。本文乃就我國水回收及再

生利用法規系統加以整理分析，並提出對水再生利用專法「新興水源發展條例」之

推動建議。樂觀視之，「新興水源發展條例」之順利推動立法，將有助於我國水源

供給之穩定，解決長期潛在之民生與產業缺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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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水再生利用法規推動歷程 

我國自民國 80 年代開始，經濟部水利署(前身水資源局)即已主導再生水利用

之推動策略與技術規範，如歷次研訂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領(1996)」、「台灣

地區水資源開發綱領計畫(2002)」、「全國水利會議(2003)」與「水資源永續發展

政策規劃(2005)」，均提出水再生及回收利用作為替代水源之重要性，惟並未有水

再生利用專法之推動。  

民國 95 年 1 月 19 日行政院核定「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1]，成為我國目前

推動水再生利用之政策面依據，此綱領標示出節流與開源並重、生態保育與開發利

用兼顧之政策主張。綱領中第七點之策略與措施明確提出，將研訂水源多元化發展

條例，輔導與獎勵海水、雨水及廢污水再利用之事業興辦，提升用水效率。經濟部

水利署依據政策綱領提出之「多元化水源發展條例草案(95.12.4)」[2]，已獲行政院

支持與肯定，並要求評估法規制訂之必要性與可行性。至此，水再生利用專法之推

動乃正式納入法規制訂檢討之程序。  

而由水利署研究資料 [3]，民國 110 年全國都市污水處理廠之放流水量將達

3,010,000 CMD，工業區廢水處理廠放流水量約為 757,000 CMD，顯示廢污水回收

潛力相當大。亦即，水利署目前所推動制訂之「新興水源發展條例」，若能順利推

動立法，將有助於我國水源供給之穩定，解決長期潛在之民生與產業缺水問題。  

二、我國水回收及再生利用相關法規 

2.1 我國現行水回收及再生利用法規系統  

我國目前與水回收及再生相關之法規分散於各相關主管機關中，包括經濟

部、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及國科會等五部會，相關之法令條文中屬法律位階者，

包括有水利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環境影響評估法、飲用

水管理條例、下水道法、建築法、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科技工業園區設置

管理條例等九部法律。  

其相關子法(暫不區分其性質究為「法規命令」或「行政規則」)包括：台灣省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12 期(Dec. 2009) 109 

灌溉事業管理規則、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建築物

雨水貯留利用之水質建議值、放流水標準、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辦

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地面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建築物生活

污水回收再利用建議事項、污水經處理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開發行為環境影

響評估作業準則、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文教、醫療建設開發環境影

響評估審議規範、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陸上土石採取環境影響評

估審議規範、高爾夫球場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建築物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設計技術規範、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設

計技術規範、農業科技園區園區機構營運管理辦法、農田水利會灌溉排水管理要

點、灌溉用水水質標準、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理辦法、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

辦法、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等，約莫 31 項法規、行政命令及相關

公告。  

茲針對以上所列之相關法令，依據其「主管機關」及「法令性質類型」加以

區分，整理如圖 1 所示。  

 



110 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法規評析與推動建議  

圖 1  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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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現行法規推動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評析  

依國內之制度，目前用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及

國科會等，而制定水回收再利用相關標準或審核機制則為環保署。以下就用水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環保署訂定之水回收再利用相關法規進行探討。  

1.經濟部  

經濟部目前與水回收及再生利用有關之法律有水利法，相關之法規命令有

台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及行政規則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等。其中，水利

法第 60 之 3 條「為促進水資源之經濟使用，冷卻用水及可循環使用之工業用水，

主管機關得命水井所有人加裝設備，以供再利用」 [4]，條文中要求水井所有人

須將冷卻用水及可循環使用之工業用水進行循環再利用，但並未載明再利用之

比例，且亦無相關罰則，屬宣示性條文。  

台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第 23 條「灌溉餘水或排水應儘量設法再利用，並

由管理機構，擬具計畫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辦理之」[5]，亦屬宣導推動之法條。 

此外，用水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6]係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四

款、水利法施行細則第四十六條第一項、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十

一條及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而訂定之行

政規則，影響層面廣，主管機關為經濟部，此作業要點並附有各事業別用水回

收率之建議值(附件六中明列各產業回收率承諾建議值，依行業不同回收率為 7 - 

90 %不等)，為經濟部相關法令中唯一明訂回收率之法令。  

就法規系統之屬性而言，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屬行政規則，修訂程序

屬主管機關權責，在水再生利用專法尚未立法前，藉由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

點之修訂，應可提供較立即有效之水回收利用成果。  

2.內政部  

內政部目前與水回收再生利用有關之法規包括下水道法及建築法，相關之

法規命令有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綠建

築基準。  

其中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7]於第 46 條第二、三款中說明：第二款-如有設置

回收再利用設備，則「回收水再利用之處理設備應設置二套以上」且第三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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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設備之選擇應依回收水之用途及其對應之水質要求」，然本條文中並未強制

要求下水道工程須進行水回收再利用設備之設置。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8]中第 298 條第四款「四、建築物雨水或生

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指將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濾、再利用之設計，其

適用範圍為總樓地板面積達三萬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要求總樓地板

面積達三萬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需進行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之回收

再利用。  

相關生活雜排水回收率於 316 條中規定「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留利用系

統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系統，擇一設置…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利用系統

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率應大於百分之三十」。  

且為考量人體健康風險，於 317 條中規定「由雨水貯留利用系統或生活雜

排水回收再利用系統處理後之用水，可使用於沖廁、景觀、澆灌、灑水、洗車、

冷卻水、消防及其他不與人體直接接觸之用水」。配合環保署公告之「建築物

生活污水回收再利用建議事項」 [9]，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之作為需將

生活雜排水處理至符合相關標準或建議之濃度值，方能回收使用，具有水再生

利用之本質。  

3.國科會  

國科會與水回收及再生利用有關之法律為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相

關法規命令有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理辦法、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及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等。  

在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理辦法 [10]第 3 條第 2 項第 7 款中要求「產生廢水、

廢氣、廢棄物、噪音振動、使用毒性化學物質及用水回收率等，應符合有關法

令及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 [11]第 9 條及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 [12]第 9 條皆提及「園區用戶應依環保相關法規

實施用水回收率、排放率。管理局得輔導園區用戶設置用水回收系統；對用水

回收具實績成效之園區用戶，得予以獎勵」。  

近年來各園區開發極為重視環境保護議題，各新設工廠皆被要求其製程用

水回收率達 85%以上，且園區全區用水回收率須大於 75%。惟將產生之廢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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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回收至製程使用之案例仍未被普遍接受。  

4.農委會  

目前農委會與水回收再利用相關之法律為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其

對應之法規命令有農業科技園區園區機構營運管理辦法，另有行政規則為農田

水利會灌溉排水管理要點，並附有公告事項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其中農業科技園區園區機構營運管理辦法 [13]第 18 條 1 項 7 款「七、環境保

護：產生廢水、廢氣、廢棄物、噪音振動、使用毒性化學物質及用水回收率等，

應符合有關法令及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未訂用水回收率。  

另農田水利會灌溉排水管理要點 [14]第 17 條「水利會應加強灌溉餘水或排水

再利用」，該條文雖可作為農業回歸水再利用之法令依據，但其並無強制性，

亦無相關配套措施，並未載明相關灌溉餘水或排水再利用之比例及相關罰則，

故並無法提高農業灌溉用水之再利用率。  

5.環保署  

除了用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外，環保署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針對開發行為

訂有行政命令「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15]，並對工業區、文教、醫

療建設、住宅社區、陸上土石、高爾夫球場等五類之開發案制定有「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21 條中「開發單位應評估設置節約

能源措施、雨水截流儲存利用設施、污水處理水回收為中水道沖洗廁所及澆灌

利用或其他中水道系統等之可能性。對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大量廢棄

物、廢氣、廢熱或廢(污)水，應評估其回收及再使用之可能性」，此條文於水回

收再利用上屬非強制性之規定。  

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16]中提及「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率(含

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理廠廢水回收等 )應至少達百分之七

十。」，此為五項開發行為中，唯一明訂用水回收率之規定，且規範所提之中

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理廠廢水回收均具有水再生利用之本質。  

文教、醫療建設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17]第 20 中提及「文教、醫療建

設開發應評估建立含雨水收集及污水處理水回收再利用之中水道系統」，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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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強制性。另第 26 中提及「文教、醫療建設開發之建築規劃，應依綠建築指標

原則規劃。指標包括基地綠化、基地保水護土、節水節能、二氧化碳減量、廢(污)

水與廢棄物減量、回收及妥善處理」，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18]

中第 21 提及亦提及相關規劃原則。陸上土石採取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19]第

34 提及「土石碎解或洗選場應設置沉砂池及廢(污)水處理設施，並作回收水之

處理再利用」。高爾夫球場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20]第 19 提及「高爾夫球

場開發應評估建立含雨水收集及污水處理水回收再利用之中水道系統」，相關

規定並未訂定強制水回收率之要求。  

此外，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九章  回收使用)[21]第 41 條

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處理至符合放流水標準始得回

收使用」，為目前明確規範廢污水回收再利用作為之法條，然其相關規定並不

以推動水再生利用為標的。  

綜觀目前我國水資源使用及管理法規上對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規定，現行

法規於用水管制端有部分零星分散之規定，強調用水回收率之要求。如用水計

畫書審查作業要點所提之產業回收率承諾建議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十七章綠建築基準所提之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率應大於 30%、園區事業

投資計畫管理辦法所訂製程用水回收率達 85%以上、園區全區用水回收率達

75%以上、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規定之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率

應至少達 70%等，但現行法規並未有對「水再生利用」相關管制要求與獎勵輔

導措施，實無法有效推動水再生利用之政策。我國現行法規對水回收率之規定

整理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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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之回收率規定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條文 主要內容之重點 

經濟部 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

要點(94.10.06) 附件六 產業回收率承諾建議值(7-90 %) 

內政部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一七章綠

建築基準)(98.09.08) 
316 條 

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留利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利用系統，擇一設置。設置雨水貯留利用系統

者，其雨水貯留利用率應大於百分之四；設置生活雜

排水回收利用系統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率應

大於百分之三十。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

水計畫書撰寫網要 三(二) 
用水量推估計算式 
˙全廠回收率之計算(全廠回收率需≧75％) 
˙製程用水回收率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率需≧85％) 

國科會 
科學園區用水計畫書

撰寫網要 三(二) 

用水量推估計算式 
˙全廠回收率之計算(管理局要求全廠回收率≧70％) 
˙製程用水回收率之計算(管理局要求製程用水回收

率≧85％) 
˙冷卻水塔濃縮倍數需提升至 6 倍以上或其排放水需

回收再利用 70％以上，兩者擇一而行。 

環保署 
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

(89.04.19) 
二十六 

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率(含廠內用水回收，中水道

系統回收及污水處理廠廢水回收等)應至少達百分之

七十。 

 

2.3 現行法規與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之水質標準  

水質標準為水回收及再生利用另一項重要議題，各類用途水質標準之訂定，

有助於水再生利用之推動。目前我國現行法規與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之水質標準

整理如表 2 所示。  

用水主管機關訂有水質標準之項目主要為經濟部主管之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

標準與農委會主管之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二項法規實則管理同一事項(台灣省灌溉

事業管理規則之法源依據水利法第十條已被刪除)。農委會主管之灌溉用水水質標

準為目前農業灌溉遵循之標準。  

對於工業用水之標準，因產業用水品質需求差異大，目前並無主管機關公告

之水質標準，各產業常依其製程或技術需求訂有相關水質參考準則。  

對於生活用水之水質標準、飲用水管理條例中訂有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22]，

主管機關為環保署，其乃著眼於飲用水水質之安全。此外，環保署主管之水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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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治污染及保護環境品質，訂有放流水標準 [23]及地面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 [24]。  

污水經處理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 [25]及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利用建議事

項則屬於用途類別之水質標準。如前節所述，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管理辦法(第

九章  回收使用)第 41 條規定，廢(污)水應處理至放流水標準始得回收使用，於此

規定下，放流水標準亦成為水回收及再生利用所必須遵循之基本條件。另污水經處

理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及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建議事項二項法令則分別可作

為水回收及再生利用於地下水補注及生活次級再利用之依據。  

就水再生利用之用途別而言，各種工業程序(含冷卻、鍋爐及相關製程)，不同

農業用途及生態保育所需之水質準則或標準，有待相關主管機關推動水再生利用時

加以研訂。  

 

表 2  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之水質標準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條文 水質標準名稱 性質 

經濟部 
台灣省灌溉事業

管理規則

(91.12.25) 
第二十六條 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67.07.05) 
標的別水質標準 

農委會 
農田水利會灌溉

排水管理要點

(91.12.13) 
二十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92.11.07) 
標的別水質標準 

第七條第二項 放流水標準(98.07.28) 排放管制標準 

第六條第一項
地面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

(87.06.24) 
環境品質標準 

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 
污水經處理後注入地下水

體水質標準(91.11.29) 標的別水質標準 
水污染防治法

(96.12.12) 

(行政程序法第

一百六十五條)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利

用建議事項(96.10.15) 標的別水質標準 

飲用水管理條例

(95.01.27) 
第六條第二項

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86.09.24) 
標的別水質標準 

第五條第二項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97.05.01) 
環境品質標準 

環保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法

(92.01.08) 第五條第二項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98.01.15) 
環境品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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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水回收及再生利用法規推動建議 

3.1 推動水再生利用專法之必要性  

綜觀水資源之使用歷程，目前國內涉及水資源管理與利用之主要法令包括「水

利法」、「自來水法」、「飲用水管理條例」、「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

主管機關則包括經濟部、環保署及內政部。  

就各法規之屬性而言，「水利法」規範控馭或利用天然水資源(包括地面水及

地下水)之水利事業之興辦，著眼於天然水資源之開發與管理，水量水權之控管為

核心，與使用端相關性較低，故並未訂有相關水質標準。「自來水法」與「飲用水

管理條例」規範人為水資源(自來水)之使用與管理，其目的在於供應充裕而合於衛

生之用水，訂有相關水質標準，包括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自來水水質標準以及飲

用水水質標準。「農田水利會灌溉排水要點」規範人為水資源(灌溉水)之使用與管

理，訂有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則關注於水資源經

使用後之污染防治，避免廢(污)水造成環境污染，以保護水域水質、維護生態體系

及改善生活環境為目標，相關水質標準包括了放流水標準、地面水體分類及水質標

準、污水經處理後注入地下水體水質標準、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利用注意事項等之

規定。綜合而言，在國內現行之法規系統下，天然水資源經人為活動使用後成為廢

污水，最終乃以避免其造成環境污染為目標。  

然而，就國內缺水隱憂擴大及水資源管理與利用之積極面而言，目前之法規

系統並不充份，現行水資源管理之法規系統顯示，其係為一單向式(Linear system)

水資源利用系統，未能考慮水資源於使用末端之有效再生利用。  

目前我國雖有「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然其立法核心主旨在於減少廢棄物產

生，未以水資源再生利用為標的。再則，「水污染防治法」之相關子法「水污染防

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中，雖訂有回收使用專章，但其並無積極性鼓勵使用

再生水資源作為之規定。因此，基於我國推動水源多元化之政策，將廢(污)水及經

處理後之放流水視為新興水資源，則必須加入水再生利用專法於水資源管理法規系

統中，藉由強制及獎勵措施等作為，積極促使國內水資源之使用成為循環式(closed 

loop)水資源利用系統，方能逐步達成國內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水資源使用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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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與相關法規整理如圖 2 所示。  

 

 

 

圖 2 水資源使用歷程與我國相關法規示意圖  

 

3.2 水再生利用專法之特殊性與效益  

以水再生利用專法(新興水源發展條例)規範生活污水、事業廢水及經處理後之

放流水之再生利用，其首要特殊性在於需考量不同再生水水源之水質特性，如生活

污水與事業廢水之差異，落實分類分級再生利用及風險評估與管理，如規範禁止事

業廢水再利用於農業活動，降低再利用風險，規範減少人體接觸機會，降低暴露風

險等。水再生利用系統之使用類別及相關水質標準如圖 3 所示。  

其次，需訂定獎勵及輔導方式推廣再生水使用實例，建立社會及產業對再生

水使用之信心，政府在此應扮演帶頭推動之角色，並進行教育推廣與訓練規劃。再

則，由於國內水價偏低，水再生利用產業之市場誘因尚未形成，對於再生水取供及

取用事業之興辦，需藉由獎勵、補助及強制措施等方式推動，以營造水再生利用產

業發展環境。相信，在面對氣候異常與缺水隱憂擴大之環境下，水再生利用產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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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隨著水價合理化及技術成本的降低而逐漸蓬勃發展，逐步達成國內水資源永續經

營之目的。  

 

 
圖 3  水再生利用系統之使用類別及相關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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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論 

依國內之制度，目前用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及

國科會等，而制定水回收再利用相關標準或審核機制則為環保署。各主管機關對用

水管制端雖有部分零星分散之回收率規定，但並未對「水再生利用」訂定相關管制

要求與獎勵輔導措施，實無法有效推動水再生利用之政策。  

而綜觀水資源之使用歷程，目前國內涉及水資源管理與利用之主要法令包括

「水利法」、「自來水法」、「飲用水管理條例」、「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

法」，在國內現行之法規系統下，天然水資源經人為活動使用後成為廢污水，最終

乃以避免其造成環境污染為目標。就國內缺水隱憂擴大及水資源管理與利用之積極

面而言，目前之法規系統係為一單向式(linear system)水資源利用系統，未能考慮

水資源於使用末端之有效再生利用。基於我國推動水源多元化之政策，將廢 (污 )

水及經處理後之放流水視為新興水資源，則必須加入水再生利用專法於水資源管理

法規系統中，藉由強制及獎勵措施等作為，積極促使國內水資源之使用成為循環式

(closed loop)水資源利用系統，方能逐步達成國內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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