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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經驗看台灣推動 

水再生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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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台灣水資源在供給端變化大、水庫調節量下降之情況下，缺水風險逐漸

升高，推動「水再生」能降低缺水風險並符合水資源永續利用之核心價值，已逐漸

成為社會共識。政府雖已標列「民國 120 年再生水使用量達每日 120 萬立方公尺」

之政策目標，但推動之難度似乎不小。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文乃整理國外成

功推動水再生之案例經驗，解析我國現階段推動水再生關鍵包括：1.水再生屬於水

利基礎建設之定位，2.水再生應被納入整體供水計畫，3.推動水再生之用途應明確，

4.水再生設施及管線應視同水源開發之投資，5.水再生應具備經濟效益，6.研擬法

令推動水再生，7.使用者參與及成功之教育宣導，8.水再生技術之可靠度應長期驗

證等 8 項關鍵議題，期能將國外經驗轉殖至我國成功應用，提供我國推動水再生建

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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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推動水再生之歷程 

1.1 水再生已受社會重視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隨著用水量的日趨不足，國內開始推動各種水資源的有

效利用措施，包括自 1981 年代由民間社團及社會人士開始鼓吹節約用水，1991 年

代推動用水合理化之水回收，以及 2001 年代進入建置穩定水源之水再生利用，至

2006 年行政院核定「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將推廣水再生利用以及相關產業

之發展納入推動策略與措施中，同時，亦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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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此階段顯示，水再生利用已受到

政府及社會大眾之重視。  

而近年來，更因氣候變遷及水庫淤積問題，使穩定供水更具挑戰，缺水成為每

年均可能發生之隱憂，農田休耕、減壓供水成為生活中常見之用語，往後之十年、

二十年，可預見台灣之水資源在供給端變化大、水庫調節量下降之情況下，缺水風

險將逐漸升高，穩定供水更形嚴峻，水再生於台灣整體水資源供給所能扮演之角色

應值得加以重視。  

 

水利基本政策
<防治水污染、循環再利用>

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
<推廣水回收再生利用，蓬勃水利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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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回收利用 水再生利用

現階段水資源政策綱領
<建議增闢替代水源，含海淡、工業冷卻

水循環利用、廢水利用、雨水貯留等>

1986

1996

2006

 

圖 1  水資源回收及再生利用政策推動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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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再生未見推動成效  

雖然水資源永續利用為當前社會共識，推動水再生符合水資源永續利用之核心

價值，台灣亦具備缺水、供水不穩定等發展水再生之基本要素；然而，多年來之水

再生政策均未能落實執行，僅有部分事業或開發單位因廠內需求或環評承諾而有水

回收利用之作為，至目前台灣仍無具水源規模之水再生系統運作。政府雖已標列「民

國 120年再生水使用量達每日 120萬立方公尺」之目標 [2]，但未見長期策略之支持。

讓人不禁要問，台灣真的需要推動水再生嗎？有推動水再生之必要嗎？  

然而，多年來供水不穩定之隱憂於台灣持續存在，缺水風險實則愈來愈高，但

實務上政府承受此供水壓力僅在於枯水期後期(每年 2月至 4月)，每年豐水期一到，

壓力消失，水再生成為隔年議題，年復一年如此循環，致使水再生建設未能落實。

再則，台灣長期處於低水價之供水條件，再生水並無法提供用水者經濟上之誘因，

故推動不易。綜言之，政府雖重視水再生，但並未積極面對缺水風險及克服經濟因

素，致使建設停滯不前，白白浪費許多良好之水資源。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

文整理國外成功推動水再生之經驗，期能提供我國推動水再生之參考。  

 

二、國際推動水再生之經驗 

2.1 國際成功經驗案例  

國際上推動水回收再利用已超過三十年，Water 21 最近報導各類型水再生案例

之挑戰及成功關鍵 [3]，茲將相關資訊整理於表 1，並摘要說明如下。  

1. 整合水資源管理 

許多國家或地區已著眼於整合水資源管理以平衡水之供給及需求，降低供水

不穩定之風險。多元化供水管理經常納入非傳統水源之開發，如水回收再利用，

雨水回收利用或海水淡化等選項，而在管理系統思考上，整合水資源管理之核心

在於整合低成本但較不可靠之水源(如河水)與高成本但較可靠之水源(如回收水

與海水淡化)。如 1995 年 West Basin (加州)之案例顯示，其藉著提供 5 種用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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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供給特定之用水者，於 2005 年再生水之使用達到供水量之 7 %，並推估

2025 年達 41 %為目標，此客製化供水之成功案例，再生水成為乾旱時期可靠之

水源，且其價格較自來水便宜，創造出經濟、環境及社會之多重效益。  

在 Sydney (澳洲)之案例中，整合水資源管理之作為包括節約用水、地下貯存

(deep storage)、水回收及海水淡化，於 2010 年回收水約佔供水量 6.6 %，預估至 2015

年將達 2 倍之成長。Singapore 雖處於降雨豐富之區域，但因人口密度高及集水區

域有限，水回收亦為其整合水資源管理之重要元素，其再生水佔供水量之 30 %，

主要成功之關鍵在於政府支持、有效的公眾教育及溝通、由單一機構綜管全部水資

源(包括飲用水、廢水及回收水)。另 Madrid 案例為歐洲最大之都市水回收再利用案

例，可提供 70 Mm
3
/yr 之回收水，藉由 1,200 km 之二元供水管線以滿足 10 %需水

量之要求。國際案例經驗指出，在缺水區域水資源整合管理，常藉由乾旱期降低供

水，並以水回收滿足人口成長之用水需求及降低氣候變遷之影響。圖 2 為水質與水

利用與處理歷程示意圖。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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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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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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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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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 (MF + RO + UV)
‧BOD: 5 mg/L
‧SS: 5 mg/L
‧Cond: 10  μS/cm

再生水 (Filt.+Disin.)
‧BOD: 10 mg/L
‧SS: 1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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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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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圖 2  水質與水利用及處理歷程示意圖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7期(Apr. 2014) 65 

2. 都市再利用 

對於回收於都市用水經常需要適當之基礎建設，如二元供水管線，在新都市

能以 較 經濟 之 方式 建 設二 元 供水 系 統。 而 於管 理 上， 防 止管 線 錯 接

(cross-connection)為最主要考量，以避免用水衛生問題。 Pimpara Gomera 

(Queensland, Australia)案例對區域內 45 %用戶提供再生水，目標在於降低 16 %

自來水用量。日本對於建築物內使用再生水及雨水已有 40 年以上約 2,500 個案例

之經驗，其中地方法規要求、經濟誘因及稅賦優惠為推動成功之主因，同時 MBR

技術已被認定為最適合用於現地處理之水再生技術。  

財務上提供誘因亦為推動水回收再利用相當有用之工具，如 The Solaire 

Apartments (New York, US)案例，此計畫特點為當水回收達到 25 %以上時，將降低

水費及下水道費 25 %以補助其水回收之操作費用，此作法降低其用水量達 50 %，

且大量減少能源成本。東京新宿區域對 30 層樓以上之大樓要求使用再生水沖廁，

可降低用水成本約 23 %，且由於大樓於規劃時已考量二元管線系統，故可明顯降

低成本。綜合而言，對於都市水再利用成功之關鍵，包括政府及法規強力支持、管

理單位投入、透過有效之公眾教育獲得社區支持、有效之處理、謹慎之監測與水質

控制，且回收水價格較自來水便宜。  

3. 適於飲用之再利用 

1962 年 Montebello Forebay (加州)為第一個成功補注地下水層之案例，而 1969

年 Windhoek (Namibia) 為唯一使用回收水直接飲用之案例，雖然多年經驗均未顯

示出對人體健康之影響，但公眾反對及對微量未知污染物之影響仍是主要限制因素。

以回收水作為間接飲用所使用之技術分類，不論採直接注入地下水層或表面漫流或

補注水庫，近年來薄膜技術已成為普遍採用之技術，如圖 3 所示。GWRS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 為全球最大之間接飲用再利用之計畫，其藉由將再生水補注地

下水層以防止海水入侵，並提供做為間接飲用之水源，目前處理容量約為 256,000 

m
3
/d，並預計擴充至 378,000 m

3
/d，而由於其處理規模大，故操作成本僅約 0.35 US 

$/m
3，最佳之能耗量為 0.53 kW-h/m

3。對於小規模之處理廠，操作成本可能為大廠

之二倍以上，如 Torreele (Belgium)案例，其規模為 7,000 m
3
/d，但亦展現經濟上之

可行性。綜合國際上水回收於飲用之案例顯示，成功之關鍵在於使用多重保障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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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確保水質符合飲用水要求、詳細的準備與模型廠試驗，強力之政府與法規支持，

展現經濟及環境上之效益。  

 

傳統三級處理 薄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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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Factory 21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

Lime/recarb/filtr/

GAC/Cl +50% RO

57,000 m3/d

23 injection wells

67% recycled water

1995

West Basin,

California

MF/RO/UV-H2O2

47,300 m3/d

(total 170,000 m3/d)

153 injection wells

2002

Torreele,

Belgium

MF/RO/UV

6,800 m3/d

2.5 Mm3/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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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ltration ponds

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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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水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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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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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庫
補
充

2003

NEWater

Singapore

MF/RO/UV

120,000 m3/d

5 AWTPs

reservoir

replenishment

2007

Western

Corridor

Australia

232,000 m3/d

MF/RO/UV-

H2O2

3 AWTPs

208 km pipes

reservoir

replenishment

1962

Montebello Forebay

Filtration+Cl

202,000 m3/d

74 Mm3/yr

(35% recycled water)

282 ha spreading basins 

plus

54 ha river bed

1978

Upper Occoquan

Virginia, USA

Coag/filr/GAC/

ion exch/Cl

204,000 m3/d

reservoir

replenishment 

2008

Groundwater

Replenishment

Orange County,

California

MF/RO/UV-H2O2

265,000 m3/d

23 injection wells

405 ha

spreading

圖 3  水回收間接飲用所使用之水再生技術發展  

 

4. 工業再利用 

工業再利用為再生水最大利用機會之一，當自來水供給受限、成本增加或排

放水要求更嚴格時，再生水回收做為工業使用之潛力亦隨之增加。一般回收於工

業上主要使用用途包括冷卻補充水、鍋爐用水及製程用水，各類工業用水常依產

品及製程而異，不易有一致性之水質標準。對於回收水於工業上冷卻水塔利用時，

氣膠所潛在之致病菌風險為最受關注之點，對於設備與配水系統之腐蝕、結垢與

生物積垢則為常見之問題，對於水質提升如硬度控制、不溶性鹽類去除等，於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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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業均已有相當成功之案例，如石化業、電廠、紙廠、染整廠、電子廠及食品

廠等。West Basin (California) 之案例為提供客製化水質之成功案例，其自 1995

年以來，以 MF/RO 為主之技術產製 3 種品質之再生水供工業使用，以較低之價

格提供工業穩定之水源。其他類似之成功案例，如新加坡、墨西哥(San luis Potosi)、

印度(Panipat)、北加州(RARE Project)及夏威夷(Honolulu)等。綜合而言，再生水

於工業再利用之成功關鍵，在於處理效率與可靠性以及技術上與經濟上之可行

性。  

 

表 1  國際水回收案例之成功關鍵  

類別 

(用途) 
案例 推動機會 挑戰 成功關鍵 

整合水資源
管理 

(都市用水、 

增加供水水
源、工業用
水、農業用
水) 

Sydney (澳洲) 

West Basin 

(加州) 

NEWater (新
加坡) 

Costa Brava 

(西班牙) 

Cyprus (賽浦
路斯) 

Tainjin (中國) 

Beijing (中國) 

 水源不足 

 乾旱安全 

 發展地區
性供水 

 高能源成
本 

 供給大水
量用戶 

 建設高成本之
處理設施及基
礎建設(二元配
水系統) 

 管理競爭性水
源 

 符合水質要求
與確保水質之
控制 

 合約協議與法
規修訂 

 政府承諾或授權 

 再生水水質較優且價
格低於自來水 

 多重管控確保良好水
質(水源控制、高比例
都市污水、完整二級
處理、高級處理技
術、完整水質監控、
遵守嚴格操作程序)  

 公眾參與與教育使社
會接受 

都市再利用 

(景觀澆灌、 

庭園用水、
消防用水、
沖廁用水、
清洗用水) 

Knittlingen 

(德國) 

Madrid (西班
牙) 

Honolulu (夏
威夷) 

Bora Bora (波
利尼西亞) 

Australian 

experience 

West Basin(加
州) 

 政治或相
關單位之
承諾 

 氣候變遷
造成嚴重
乾旱 

 有限的新
飲用水源 

 高標準之
環境排放
要求 

 建設及運轉二
元配水系統 

 控制操作成本
(在不可預測之
能源價格下)。 

 良好的管理操
作 

 研訂最適當之
水價訂策略 

 良好品質控制
以防止錯接 

 社區教育 

 當地主管機關及公民
之認知與授權 

 特定方案以符合用戶
(客戶)之需求 

 提供技術與設計以符
合各種用途之需求 

 同時提供高品質純水
供工業使用以有助於
確保經濟上之可行 

 撰寫完整之使用手冊
供民眾使用 

 得到衛生單位之支持 

 公私夥伴關係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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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水回收案例之成功關鍵(續) 

類別 

(用途) 
案例 推動機會 挑戰 成功關鍵 

分散式都市
再利用及建
築物內循環
再利用 

(沖廁用水、 

庭園用水、
冷卻補充
水、清洗用
水) 

Shinjuku, 

Tokyo (日本) 

The Solaire 

building, New 

York (美國) 

建築物內循
環利用 (日
本) 

Knittlingen 

(德國) 

 政府承諾
或授權 

 法規要求 

 有利的誘
因與稅賦 

 可靠的回收水
(在需求高度變
動情況下) 

 良好衛生之回
收水質(如顏
色) 

 輕微污染程度
之灰水量無法
滿足沖廁水量 

 相對較高之能
源消耗(使用
MBR技術) 

 法規調整與財務支持
(透過補助與誘因) 

 建商與市政府双贏之
關係 

 可靠的水質與水量及
較便宜之水價 

 早期規劃與設計降低
二元供水管線之初設
成本 

 水回收再利用之法規
與手冊 

 水再生系統技術性設
計與操作之
Know-how 

適於飲用之
再利用 

(注入含水
層之間接飲
用再利用：
直接注入含
水層作為海
水入侵屏
障、表面漫
流及水庫補
充，直接飲
用再利用) 

GWRX 

Orange 

County (加州) 

Torreele (比利
時) 

Occogan (美
國） 

Western 

Corridor (澳
洲) 

Windhoek (那
米比亞) 

West Basin 

(加州) 

NEWater (新
加坡) 

 水源供給
不穩定 

 地下水位
降低 

 嚴重之乾
旱及用水
增加 

 確保水量
以防氣候
變遷 

 聯邦政府
建設補助 

 嚴格之回收水
質要求 

 成本高且需資
金投入 

 微量污染物之
重要議題 

 於低產率時回
收設施之管理 

 公眾之接受度
及法規之認可 

 RO濃縮液應被
處理／再利用 

 加強都市逕流
污染之控制 

 強力的政治與社區支
持及合作 

 極佳之資訊政策及教
育溝通 

 多重水質保障方法、
可應變之技術、模型
廠試驗及連續展示長
期計畫期間之水質提
升 

 分區控制方式、乾旱
安全及可靠供給高品
質之用水(在環境敏
感及經濟可行之方式
下) 

 獨立監控以提供無偏
差之資訊給管理人
員。 

 可靠之操作及線上程
序與水質控管。 

 公私夥伴關係之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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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際水回收案例之成功關鍵(續) 

類別 

(用途) 
案例 推動機會 挑戰 成功關鍵 

工業再利用 

(工業再利
用都市再生
水) 

 

 

 

 

 

 

 

(工業水循
環再利用) 

San Luis 

Potosi (墨西
哥) 

RARE Project 

(加州) 

West Basin 

(加州) 

Honolulu (夏
威夷) 

 

 

Panipat (印度) 

Closed loops 

(德國) 

 缺水及乾
旱 

 不同團體
用水衝突 

 推動多元
化供水之
意願 

 政府政策 

 

 

 

 環境保護
目標 

 供水安全
性 

 降低成本 

 “綠色”形
象 

 基礎建設確保
配水及連續供
水 

 原水水質變動 

 處理程序高度
之可靠性 

 RO鹽水之處
置 

 流量之調勻 

 

 

 原廢水水質高
變動性 

 嚴格再生水水
質目標 

 回收之效益需
優於投資與操
作成本 

 必須有效率及
可靠的廢水處
理與水再生程
序 

 零排放目標 

 聯邦及州政策，水回
收法規及政治面之支
持。 

 穩定之水質，符合客
戶要求及高度之操作
可靠性。 

 具生產性之資金計畫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從 Closing loop 展現
經濟效益 

 技術及經濟可行之高
效率與可靠之水回收
程序 

 經濟成長與產業成功 

 對環境之覺知 

 有經驗之操作者(公
私部門夥伴關係) 

農業灌溉 

(稻米、玉
米、小麥、
牧草、馬鈴
薯及園藝) 

Milan (義大
利) 

Noirmoutier 

(法國) 

Australian 

experience 

San Luis 

Potosi (墨西
哥) 

 缺水及乾
旱 

 水資源管
理政策及
水回收再
利用法規 

 現存之供
水完全被
分配或污
染 

 灌溉之季節性
需求或高貯存
需要 

 非常嚴格之水
回收標準 

 建設與操作廢
水處理設施之
資金 

 免費或低價供
給農民高品質
灌溉用水 

 沿海區域海水
入侵下水道增
加鹽度 

 農民與管理者之承諾
不破局 

 建立使用回收水之準
則及使用手冊 

 財務平衡、高處理效
率及可靠性操作 

 維持既有及都市周圍
之農業 

 公眾教育計畫及非營
利組織之合作 

 公私夥伴關係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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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功推動水再生之關鍵 

綜合上節之國外成功經驗案例，歸納推動水再生之幾點關鍵如下：  

1. 水再生之新觀念”滿足使用目的(fit-to-purpose)” 

“滿足使用目的”之觀念在於依使用目的決定水再生之水質，此為推動水再

生之第一要件；亦即，水回收再利用之用途將主導廢水處理之程度及水再生程序

及操作要求，水再生利用所需水質因回收用途而有極大之差異，依用途而設定客

製化水質方能使水再生之推動目標明確，縮短推動時程。  

2. 政府承諾及法規支持 

推動水再生政策常為滿足穩定供水之要求，實屬國家基礎建設之一環，由各

國成功案例可知，在非以利潤為前提之條件下，政府部門強力支持及法規修訂為

成功推動水再生之必要條件。  

3. 確保經濟可行 

水再生要確保經濟上可行為推動上一大挑戰，因其常受到被低估成本或受補

貼之傳統水源之競爭，在許多成功案例中，所收取之水費皆僅能滿足操作成本。

提供財務上誘因、公債及稅率優惠均為可採用之做法，同時由穩定整體水資源面

向評估將更能展現水再生之效益。  

4. 公眾接受及持續溝通 

社會大眾認知及了解水再生之衛生安全及其適用性為成功推動水再生關鍵

之一，持續之溝通及簡要易懂之資訊應提供給民眾及政治人物以作為宣傳水再生

及永續水環境效益之用。  

5. 水再生技術應更精進 

水再生技術之挑戰目前並未完全解決，尤其回收用於工業利用及適用於飲用

利用之情況，技術要點包括提升效能、效率、穩定可靠及成本效益。  

6. 重視能源效率及碳足跡 

永續發展、零碳排放及污染排放掌控為水循環及水回收再利用所需考量重點

之一，當考慮都市成長及能源效率之最佳化時，水再生已成為一逐漸受到重視之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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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推動水再生之關鍵議題 

台灣推動水再生之現況為「議題已受重視，建設未見推展」，推動之成效有限。

綜合國際成功推動水再生之經驗，列舉我國推動之關鍵議題如下。  

1. 水再生屬於水利基礎建設之定位 

在認知缺水風險之國家，均將水再生建設視為國家基礎建設，如加州、新加

坡、以色列等，藉由政府主導將水再生納入整體水資源管理之一環。在我國之現

況，水利主管機關已逐步將水再生納入水資源管理體系中，然而水再生未屬水利

法範疇，相關之建設尚未能被視為水利基礎建設，故推動之成效大受影響，在認

知我國缺水之條件下，將水再生視同水源開發之國家水利基礎建設，為首要檢討

之關鍵議題。  

2. 水再生應被納入整體供水計畫 

水利主管機關應將再生水作為調整供水之來源，藉由對用水大戶之用水計畫

書審查與重新核定，調整供水量及水源，重新核定後節省之自來水應釋出供其他

利用，對於需水單位，則可指定部分用水以再生水供應，降低整體缺水壓力。  

3. 推動水再生之用途應明確 

水再生之用途應有明確使用者，方能有效推動。水再生之水質差異極大，採

用途導向方能明確定義所需之水質(如工業用水 B、C 級)，也才能加速推動之時

程。就台灣而言，西部區域擁有全世界最高密度之工業區與大型用水產業，於枯

水期其承受之缺水風險最高，將大型污水處理廠之放流水再生供作其第二水源，

將有助於穩定工業生產，產生最大效益 (如福田廠處理水供給台中港特定區、鳳

山溪廠處理水供給臨海工業區、安平廠處理水供給安平工業區及台南科學園區)。

此外，配合新市鎮開發時設置二元供水系統，以再生水替代非飲用之都市用水，

亦為水再生極大效益之展現。  

4. 水再生設施及管線應視同水源開發之投資 

水利主管機關依水資源之利用需要，可直接核定污水處理廠處理水為水源，

協助用水需求單位規劃替代水源，視同水源開發之投資，並協助設置再生水之輸

水系統。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協調處理設施與輸水系統建置與管理方式 (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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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自辦、BOT、PFI 等方式)。  

5. 水再生應具備經濟效益 

依市場法則，具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方能有效推動水再生，在我國低水價之條

件下，創造具經濟效益之水再生環境更是不易。由國外成功案例之經驗，將水再

生建設視為基礎建設，以收取之水費支付水再生廠例行操作及維護費用，為有效

推動水再生之作為，並於財務、公債及稅賦上提供誘因；另高級再生水已達純水

等級，再生水價之擬定亦應納入水質因素，並配合各種管理作為，以加強水再生

之競爭性，如供水一元化管理 (如用水計畫管理與再生水供給一併考量 )，污水排

放費徵收或減免機制，及水量優先供應原則等作為，藉由整體評估以使水再生具

備經濟誘因。表 2 為水再生廠產水營運成本分析 [5]。  

6. 研擬法令推動水再生 

透過「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研訂及立法，方能持續執行水再生之建設，

衡諸我國財政與國情，在無法令支持下，水再生之定位及管理作為將無法長期執

行與有效落實，所有國際成功案例均顯示，沒有政府強力支持，水再生建設無法

推動，政府之決心為水再生之核心問題。  

7. 使用者參與及成功之教育宣導 

再生水之使用雖符合永續水資源管理之概念，然而使用者或公眾對再生水之

陌生則是影響其被接受之主要原因，國外成功經驗均有長期之監督機制及公眾參

與計畫之配合，唯有長期持續之良好水質展現及使用者與民眾參與，方能建立社

會對再生水之信心，且成功之教育宣導應落實於應用性實證上，透過實際參訪觀

摩，方能展現成效。  

8. 水再生技術之可靠度應長期驗證 

水再生技術雖已有多年應用經驗，然而技術之可靠性、進流水質之影響、操

作風險之降低及長期使用之效益，均應有持續性之長期驗證計畫，以確保達成水

質保障及技術效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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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再生水產水營運成本  

水再生廠名稱 水再生程序 再生水量 

(CMD) 

單位產水營運成本 

(元/m
3
) 

福田廠 硝化+結晶軟化 

混凝+沈澱 

UF+RO+加氯 

86,500 2.68-14.75 

安平廠 UF+RO+UV 66,000 11.11 

鳳山溪廠 UF+RO+加氯 45,000 13.00 

豐原廠 UF+RO+UV 10,000 12.10 

永康廠 UF+RO+UV 10,000 11.11 

臨海廠 UF+RO+UV 10,000 11.70 

註 1:再生水量係預估 106 年之產水量。  

註 2:單位產水營運成本包含水再生廠及管線操作維護成本。  

四、結語 

縱觀未來，台灣將面臨愈來愈嚴峻供水不穩定之壓力，水再生可提供穩定水源，

應被整合至水資源管理體系。雖然國內低水價條件限制了水再生之推展，但國外成

功案例提供許多值得我國借鏡之寶貴經驗，期待我國水再生系統之建置能有效推展，

及時為穩定供水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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