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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北市看臺灣自來水供應品質 

臺灣年帄均降雨量約為世界帄均值的 2.6倍，但因地形的關係每人帄均可用

水量僅為世界帄均值的 1/6，在全球缺水國家排行榜中排名約第 18位，被聯合國

列為水資源貧乏地區。只要有足夠的飲水，人不吃食物仍可存活數日，水資源之

珍貴不在話下，1967年的第三次以阿戰爭(亦稱「六日戰爭」)，戰爭之起因就包

括對於約旦河河水的糾紛，而成為國際上第一場因為爭奪水資源而引發的戰爭。 

表一 臺灣各縣市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縣市別 供水普及率(%) 縣市別 供水普及率(%)

臺灣地區 92.55 宜蘭縣 93.21

嘉義市 99.74 澎湖縣 93.20

臺北市 99.69 臺中市 92.83

基隆市 99.33 彰化縣 92.41

臺南市 98.88 嘉義縣 89.21

新竹市 98.86 花蓮縣 83.65

連江縣 98.54 新竹縣 80.36

新北市 97.40 臺東縣 78.93

高雄市 95.31 南投縣 78.26

桃園縣 94.83 苗栗縣 77.06

金門縣 94.48 屏東縣 45.18

雲林縣 93.71  
                                               資料來源:縣市統計指標        

臺灣自來水建設發軔自日治初期，因霍亂流行，日本人從淡水及基隆港口開

啟水道工程建設，並聘請英國衛生工程師巴爾頓(Willian Kinnimond Burton)來臺

協助，截至 100年底我國自來水普及率已達到 92.55%(詳表一)，多數地區水龍頭

一打開便有乾淨的水源可使用，臺灣各縣市自來水供水普及率以嘉義市 99.74%

最高，屏東縣 45.18%最低，而本市自來水普及率 97.4%排名全國第 7，高於臺灣

整體普及率(92.55%)。  

表二 100 年底新北市各區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區別 供水普及率(%) 區別 供水普及率(%)

新北市 97.40 鶯歌區 97.51

三重區 99.96 新店區 97.01

五股區 99.84 淡水區 96.49

中和區 99.84 瑞芳區 91.99

泰山區 99.75 三芝區 90.42

永和區 99.74 林口區 89.80

三峽區 99.60 萬里區 82.95

土城區 99.56 金山區 78.79

板橋區 99.04 貢寮區 58.90

樹林區 98.85 平溪區 45.14

新莊區 98.70 雙溪區 37.99

蘆洲區 98.61 石門區 30.11

八里區 98.37 石碇區 28.30

汐止區 98.08 烏來區 20.65

深坑區 97.71 坪林區 14.13  
                                  資料來源:新北市 100 年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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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供水普及率及其水質之良瓠是衡量該地都會開發水準及公共衛生進

步程度之指標，新北市 29區中以三重區供水普及率 99.96%最高，坪林區 14.13%

最低，顯示本市城鄉差異極大。再細觀各區供水普及率，可發現貢寮、帄溪、雙

溪、石門、石碇及烏來等 6區供水普及率皆未達 60%，依據臺灣自來水公司統計，

這些地區自來水普及率較低主因可歸納為三點:用戶地處偏遠山區、用戶無力或

無意願負擔配水管線接水費用、用戶地處水源充足且良好地區自行接管取水容易

等 3種因素，針對前兩項原因，經濟部水利署已持續執行「無自來水地區供水計

畫」改善各縣市無自來水地區用水問題，本府水利局亦於 97-98年辦理「簡易自

來水供水調查研析」，並在 101 年度施政計畫中持續辦理「配合自來水單位埋設

無自來水地區供水管線工程及高地社區自來水管線老舊汰換計畫」，以落實供水

問題之改善，提升無自來水地區民眾生活水準。 

新北市境內的 2個水源特定區，分別位於坪林與烏來，此二區恰為本市自來

水接管普及率最低之地區，顯示當地水源優質，自行接管取水容易，降低此兩區

居民接管自來水使用之意願。濾水器的發明，使民眾面對無力改善品質的水源

時，有了一個新選擇，從我國近年家庭收支調查每百戶家庭擁有濾水器數量與自

來水水質檢驗不合率可發現，自來水不合格率大致呈現下降走勢，顯示近十年來

水質已改善且維持在一定品質，但民眾對於濾水器之使用需求並未下降，甚至呈

現較十年前微幅上升之走勢，國人對於自來水品質之要求愈來愈高(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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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家庭收支調查、行政院環保署 

圖一 臺灣每百戶擁有濾水器數量 V.S 自來水水質檢驗不合率 

上游水庫水質之良瓠關係著下游用戶的用水品質，新北市自來水分由石門水

庫及翡翠水庫供水，截至 100年底除三重(二重疏洪道以東)、中和(員山路以東)、

永和新店等四區與汐止區北山里、橫科里、宜興里、福山里、東勢里、忠山里及

環河里等七個里由翡翠水庫供水外，其餘地區皆由石門水庫供水。水庫水質一般

以卡爾森優養指數(CTSI)檢視其優養化程度，CTSI 在 40 以下者為貧養(水質較

佳)，40-50 之間為普養，50 以上者則為優養(水質較差)。100 年臺灣主要水庫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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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指數以日月潭水庫 38.4 最低，翡翠水庫(43.5)石門水庫(49.2)皆低於 50 屬於普

養水質，高於 50 的優養水質則有鏡面水庫、澄清湖水庫、阿公店水庫及鳳山水

庫(表三)。 

表三 100 年臺灣主要水庫優養指數 
水庫名稱 卡爾森優養指數 水庫名稱 卡爾森優養指數

日月潭 38.4 南化 44.3

蘭潭 38.8 鯉魚潭 46.4

德基 39.4 白河 47.5

霧社 39.4 寶山 47.9

烏山頭 42.7 石門 49.2

仁義潭 42.9 明德 49.5

永和山 43.1 鏡面 50.3

翡翠 43.5 澄清湖 52.7

新山 43.9 阿公店 53.4

曾文 44.0 鳳山 73.3

牡丹 44.0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觀察近年翡翠水庫及石門水庫卡爾森優養指數，可發現翡翠水庫 CTSI 值均

低於石門水庫，但兩水庫之優氧程度均介於普養範圍，水質安全無虞，惟石門水

庫因年蓄水量僅 2億噸，枯水期供水就拉警報，影響供水順暢，俟 106年 6月「板

新二期供水改善工程」完工，翡翠水庫將完全供應本市板橋、新莊、泰山、五股、

蘆洲、八里、三峽、鶯歌、土城、樹林、中和與三重等區之飲用，解決 9成市民

用水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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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翡翠水庫及石門水庫卡爾森優養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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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各國自來水平均價格及概況 

資料來源: 台水公司七區處蔡茂麟經理,認識自來水(101-7-10)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整理  

由於新北市分由兩水庫供水，導致長期存在「一市兩水價」問題，然觀察世

界各國自來水帄均水價(表四)，臺灣帄均水價每度 10.6 元確實已遠低於其他國

家，但審視他國自來水政策概況，可發現高水價的背後存在的是對於水源保護的

決心與對水質處理的用心，如瑞士興建高密度的汙水處理廠與汙水處理管線，德

國有高密度的水質監測點與每年更新固定比例管線，並為防止自來水遭受「二次

汙染」而對於家戶管線之監控，又如日本自來水讓民眾隨時隨地打開水龍頭皆可

放心生飲，「提供高價及高品質的自來水」背後所節省的煮水成本、包裝飲用水

使用量、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與以價制量下所喚起民眾對水資源的珍惜、企業妥善

處理汙水回收...等等，亦都是其所帶來的種種高附加效益，值得我國檢討自身自

來水政策及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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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
自來水價格

(新台幣/度)
自來水概況

瑞士 81.6

1.制訂近40部法律保護森林及水資源， 以完整的法律屏障生態系統。

2.建造近1,000座汙水處理廠與鋪設高密度的汙水管線，對於汙水處理

   採取汙染者付費之原則，並由環保、農業、河川及衛生部門共同擔負

   水源保護責任。

德國 81.5

1.對水質處理主要採取預防政策，即重視汙水處理與水源保護措施，並

   廣設密度極高的水質監測點。

2.每年固定更換一定比例之自來水管線。

3.為防止自來水進入家戶管線時遭受汙染，家戶管線必須符合自來水使

   用標 準，確保所有自來水管中流出之水皆須符合飲用水標準。

日本 43.8

為保護水源，對於水廠取水地點及水質檢測次數皆有具體規定，並限制

未經處理標準之廢水排放，從原水到家戶水龍頭皆有厚生勞動省之水質

檢查，讓民眾隨時隨地打開水龍頭皆可放心生飲。

美國 31.7

1.訂有完整的水源保護制度，而飲用水安全檢測則由中央環保署及各州

   環保署共同執行。

2.因供水系統設施老舊及淨化水質功能下降，增加水汙染風險。

香港 18.2

1.自來水水質皆符合歐盟生活飲水標準及WHO所訂之飲用水水質準則。

2.部分老舊建築因水管及水龍頭材質生鏽造成二次汙染，已制定強制更

   換及維修老舊水龍頭計畫。

臺灣 10.6

1.臺灣雖屬缺水國家，水價卻長期低廉，但也因此無力達到國際水協

 （IWA）管線年汰換率應大於15％之建議，線路漏水嚴重。

2.近年自來水水質已大幅提升，惟因氣候及地形環境影響，頻繁出現供

   水異常情形 ， 用戶不得不加裝水塔及蓄水池 ， 易造成自來水二次汙

   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