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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審計部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

經濟部水利署持續推動水資源智慧管理及水

權登記管理業務，惟仍有廠商未落實節水或

水權超量核發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考量水資源為國家經

濟發展重要基礎，攸關全民安全及生活品質，面對氣候

變遷的挑戰，以及因應急遽增加的淹水與缺水風隩，導

入智慧管理工具來應變水患及提升用水效率，經行政院

於民國（下同）106年7月10日核定「推廣水資源智慧管

理系統及節水技術計畫」，期程為106年7月10日至109年

12月31日，預算為新臺幣（下同）13億元，經費來源為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執行屆滿前，行政院復於109年9月

23日核定後續「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及創新節水技術計

畫」，期程為110年1月至114年12月底，預算為8億元，經

費來源同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本案係審計部110年度中

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指出，水利署推動水資源智慧

管理及水權登記管理業務過程中，有未落實節水或水權

超量核發等情。案經調閱水利署、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台水公司）、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料，111年

12月9日請審計部相關人員到院簡報案情，並於112年2

月24日赴新北市新莊、泰山地區，以及桃園市楊梅、帄

鎮地區現場履勘、聽取簡報及詢問有關人員，已調查竣

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水利署推動地下水智慧量水設備，有助地下水智慧管

理及產生節水措施，惟近年部分縣市不僅裝設數量停

滯，甚有減少情形發生，應持續加強宣導，並推廣至

其他縣市，以提升用戶安裝智慧量水設備意願。另目



2 

 

前僅有桃園市政府制定量水設備自治條例，此法規訂

定與否係計畫關鍵績效指標因子，該署亦應與地方政

府持續溝通，完備法令  

(一)水利署於106年度委託高雄市、桃園市政府，108年

度委託宜蘭縣政府，嗣於110年度委託新北市政府辦

理轄區地下水智慧管理計畫，截至110年底止，新北

市、桃園市、高雄市及宜蘭縣政府已分別安裝智慧

量水設備之水井數8口、418口、63口及340口，占

各市縣政府核發水權量之2.00％、52.00％、50.00

％及14.81％，惟110年裝置數量除桃園市較109年度

成長169口外，宜蘭縣裝設量未增加，高雄市減少7

口，另新北市以其地下水管制區內已無裝設智慧量

水表需求，自111年起不再透過本計畫申請經費，應

研謀善策及加強推廣，以利即時監測並掌控地下水

用水資訊，避免抽取地下水造成環境災害。  

縣市 

109年 110年 

裝設口數 
占水權核發

量比率(％) 
裝設口數 

占水權核發

量比率(％) 

新北   8 2 

桃園 249 27 418 52 

高雄 70 57 63 50 

宜蘭 340 14.86 340 14.81 

 

(二)對此，水利署表示，目前該署係採補助及試辦安裝

地下水智慧水表，未來將搭配耗水費徵收，協助、

補助及逐步要求地下水大用水戶安裝智慧水表，以

建立及強化全國科技管理大用水戶計量資料，且台

水公司過去僅針對大用水戶安裝智慧水表，未來將

請台水公司參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作法，擇集合式

新建住宅優先強制安裝，並與該署研擬相關法規，

俾持續推廣未來安裝作業。該署於前瞻計畫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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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配合抗旱需求，繼續擬定下一期計畫繼續持續

推動，擴大實施範圍。 

(三)另目前僅桃園市政府於108年7月訂定桃園市地下水

水權裝置量水設備自治條例，新北市、高雄市及宜

蘭縣政府則尚未完成，主要係尚未達成共識、刻正

訂定草案大綱或研議相關審議作業等所致，亟待督

導及早完備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相關規定，以有效

合理使用水資源。  

(四)經查110-114年的「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及創新節水

技術計畫」，「地下水智慧監測技術」子計畫的其中

一項關鍵績效指標為「地下水資源利用管理相關法

規審議件數（縣市政府制訂可即時傳輸量水設備自

治條例草案或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相關規定，並提

至議會審議）」，即代表著，地方政府有沒有訂定自

治條例，是這個前瞻計畫的績效指標，惟現況僅有

桃園市訂定自治條例。 

(五)綜上，水利署推動地下水智慧量水設備，有助地下

水智慧管理及產生節水措施，惟近年部分縣市不僅

裝設數量停滯，甚有減少情形發生，應持續加強宣

導，並推廣至其他縣市，以提升用戶安裝智慧量水

設備意願。另目前僅有桃園市政府制定量水設備自

治條例，此法規訂定與否係計畫關鍵績效指標因

子，該署亦應與地方政府持續溝通，完備法令。 

二、水利署允宜配合天候因素及降雨情形，滾動檢視地面

水可用水量，覈實檢討地面水權引用水量及水權制

度，精進水權管理作為，並視旱象即將發生前，評估

是否依水利法相關規定，停止水源不足區域之臨時使

用權，以綜合調配區域水資源，避免缺水情形再現，

以符實際 

(一)水利法第21條規定：「主管機關根據水文測驗，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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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區域內某水源之水量，在一定時期內，除供給

各水權人之水權標的需要外，尚有剩餘時，得准其

他人民在此定期內，取得臨時使用權，如水源水量

忽感不足，臨時使用權得予停止。」  

(二)審計部查核107年至109年，表示水利署核發水權量

比供給量高出1.83倍，有超發情形，如下表，且109

年下半年至110年上半年經歷百年大旱期間，苗栗、

臺中及北彰化等地區水情燈號轉為紅燈時，大安溪

及大甲溪之地面水源水量顯已不足，惟水利署於該

2流域核發臨時水權計90張，未適時建立停止水權

機制等情。 

年度 核發水權量 供給量 百分比(％) 

107年 306.14億噸 167.02億噸 183.30 

108年 304.97億噸 167.26億噸 182.33 

109年 105.02億噸 166.61億噸 183.07 

(三)經本院詢據水利署表示，109年至110年上半年遭逢

百年大旱，全國降雨量銳減，於110年4至6月時，河

川地面水大幅減少，水位亦大幅降低，幾乎只有深

槽有少數水流，臨時使用權人於客觀事實上已不易

取得水源。另審計部抽核所提大安溪、大甲溪計有

90張臨時用水執照，經查用水人幾乎為鄉鎮區公

所，主係供應當地社區、部落之家用用水，當時如

予以停止，將嚴重影響民眾民生用水，再加上當時

大安溪、大甲溪正式水權人均未反應臨時使用權人

之取水影響其取水(臺中地區大安溪、大甲溪之臨時

使用權核定引水量僅為正式水權核定引水量約0.6

％)，故基於整體公共利益及水資源運用，爰未依水

利法第21條要求臨時使用權人停止使用。 

(四)該署另表示，近年配合水權管理制度檢討，全國水

權總核給量已逐年降低，後續仍將依實務狀況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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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水權制度，持續推動水權管理精進作為。針對

後續如再發生水源不足情形時，該署將依當時之各

項客觀條件，審慎檢討評估是否依水利法第21條規

定，停止水源不足區域之臨時使用權。  

(五)綜上，水利署允宜配合天候因素及降雨情形，滾動

檢視地面水可用水量，覈實檢討地面水權引用水量

及水權制度，精進水權管理作為，並視旱象即將發

生前，評估是否依水利法相關規定，停止水源不足

區域之臨時使用權，以綜合調配區域水資源，避免

缺水情形再現，以符實際。 

三、水利署針對台水公司各區管理處「未取得水權登記而

取水」、「實際取水量高於核發水權量」、「實際取水量

遠低於水權量，且水權展限登記未及時修正」等缺失

應確實督導促其改善，且部分地方政府之地下水用水

紀錄填報未臻確實，亦應檢討以強化水權管理作業，

確保各標的水權之合理性 

(一)水利法第39條規定：「水權人應在取水地點裝置量水

設備，並將全年之逐月用水情形、實用水量，填具

用水紀錄表報查。前項設備及用水情形，主管機關

得隨時派員檢查。」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第42點

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水權人於水利署水權資訊

網站逐月登載所引用水量。」 

(二)審計部實地抽核台水公司所屬第三、四、八、十二

區等4個管理處地面原水取水設施之水權申辦情

形，有「未取得水權登記而取水」、「實際取水量高

於核發水權量」、「實際取水量遠低於水權量，且水

權展限登記未及時修正」等缺失，分述如下：  

1、第四區管理處經管之常流溪取水站、富山淨水場

等取水設施迄未取得水權登記而取水；第三區管

理處經管之白蘭抽水站取水設施實際取水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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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核發水權量等，均違反水利法第93條1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而擅行取水之規定情事。 

2、第三區管理處新埔3號井、第四區管理處水流東

取水站、北港溪取水站、第八區管理處粗坑取水

口、雪隧取水站、第十二區管理處三峽河抽水站

等6個原水取水設施，實際取水量皆遠低於核發

水權量，其中第八區管理處之粗坑取水口及雪隧

取水站等取水設施為維持既有水權量，於申請水

權展限登記時未依實際用水範圍、用水量及使用

人口數申請水權，均有待建立查核機制。 

實際用水量／ 

核准水權量x100％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第三區管理處 

新埔3號井 
9.4％ 11.01％ 10.7％ 9.56％ 

第四區管理處 

水流東取水站 
9.03％ 8.02％ 7.97％ 7.74％ 

第四區管理處 

北港溪取水站 
58.38％ 48.86％ 46.92％ 48.95％ 

第八區管理處 

粗坑取水口 
70.1％ 69.31％ 20.32％ 57.94％ 

第八區管理處 

雪隧取水站 
12.08％ 12.15％ 12.23％ 13.42％ 

第十二區管理處 

三峽河抽水站 
44.34％ 47.53％ 47.41％ 44.35％ 

(三)水利署為健全水權管理，已建置「用水紀錄表填報

系統」，並於105年起正式上線啓用，以瞭解各用水

標的引用水情形，該署考量各水權之引用水量不

同，以大用水量(按地面水大於1cms、地下水大於

0.1cms)或特定用水(需繳交溫泉取用費或水源保育

                   
1
 水利法第93條規定：「違反本法或主管機關依法所發有關水利管理命令，而擅行或妨礙取

水、用水或排水者，處4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鍰；因而損害他人權益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4千元以上2萬元以下罰金。前項擅行或妨礙取水、用水或排水所使用之機件、

工具，主管機關得先行扣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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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費)之水權或臨時使用權，作為第一階段優先按

月上網填報用水紀錄對象，此已執行推廣逾6年，

惟經查核發現，部分地下水水權人未上網填報用水

紀錄或填報之紀錄不全，如臺北市、臺中市、彰化

縣等3市縣，顯示地下水用水紀錄填報未臻確實，

應予檢討研謀善策，以強化水權管理作業，確保各

標的水權之合理性。 

(四)水利該署表示，水權制度歷經多年檢討修正，核發

之水權量已逐步減少，為利水權管理工作，該署未

來仍將持續滾動檢討精進水權管理工作，以應實務

需求，另已請所屬水資源局加強用水情形查核，並

持續強化水權管理。 

(五)有關用水紀錄填報管理部分，水利署111年7月14日

函2請縣市政府及各水資源局之水權主管機關確實

督促水權人於該署水權資訊網站用水紀錄填報系

統逐月登載所引用水量，倘水權人未按月填報者，

請適時依水利法第39條第2項規定辦理。另為督促

各主管機關加強用水紀錄管理，水利署111年8月25

日起已陸續將水權人用水紀錄函送各主管機關，請

主管機關轉請各水權人確實填報。爰為利各主管機

關加強用水紀錄管理，水利署預計於112年度，辦理

系統功能擴充，透過系統功能增修，使主管機關對

於水權人用水紀錄填報管理，更為便捷。  

(六)綜上，水利署針對台水公司各區管理處「未取得水

權登記而取水」、「實際取水量高於核發水權量」、

「實際取水量遠低於水權量，且水權展限登記未及

時修正」等缺失應確實督導促其改善，且部分地方

政府之地下水用水紀錄填報未臻確實，亦應檢討以

                   
2
 111年7月14日經水政字第111060650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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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水權管理作業，確保各標的水權之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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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經濟部水利署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函復審計部。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范巽綠  

施錦芳 

蕭自佑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5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