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陳志偉處長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7 日

污水下水道第六期建設計畫
推動方向之探討

— 優化服務提升競爭力，達成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







內政部營建署

污水下水道重要發展歷程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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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工程建設
污染管控

減碳永續
預防管理

污水下水道建設思維翻轉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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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整體污水處理率(%) 48.90 50.90 52.90 54.90 56.90 58.90 60.90

用戶接管普及率(%) 26.10 27.60 29.10 30.6 32.10 33.60 35.10

資源永續工程建設

污水下水道第
五期建設計畫
(104~109年)

建設95處
污水下水
道系統

放流水回
收再利用

污泥減量
再利用

永續營運

節能延壽

103年9月10日「污水下水道第五
期建設計畫」奉院核定

﹠

備註：普及率及處理率計算係依據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修正以接管戶數乘以各縣市戶量除以各縣市總人口數而得。

計畫總經費
1068.07億元

計畫目標

用戶接管普及率 污水處理率

每年提昇1.5%
至109年達35.10%

每年提昇2%
至109年達60.90%

污水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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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建設95處
污水下水道系統 水回收再利用

污泥減量、再利用

第五期建設計畫主要工作項目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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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5

歷期計畫經費投資與接管率比較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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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784.3億元
•普及率提升6.29 %

年度 98 99 100 101 102 103 共計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共計

計畫經費(億元) 222.45 265.2 279.71 278.38 280.48 278.31 1604.53 146.56 156.33 167.78 182.71 197.89 216.80 1068.07

實際投入(億元) 205.62 173.14 115.08 108.48 107.63 115.08 825.03 116.63 133.55 123.87 160.79 534.84

計畫目標(普及率) 15.74 17.35 19.27 21.21 23.10 25.04 提升
10.54% 27.60 29.10 30.60 32.10 33.60 35.10 提升

10.06%

實際達成 16.69 18.76 20.84 22.87 24.78 26.57 提升
12.07%

28.35 29.95 31.96 33.72 提升
7.15%

第四期建設計畫 第五期建設計畫

•經費392.5億元
•普及率提升4.94 %

•經費534.84億元
•普及率提升7.15%

經
費

(

億
元

)

普
及
率

(%
)

第四期 第五期
•經費825.03億元
•普及率提升12.07%

第三期第二期第一期
•經費448.4億元
•普及率提升0.69 %

•普及率提
升2.58 %

先前



內政部營建署

污水下水道建設成果(98~107年)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完成1座
水再生資源廠

(供水量2.5萬CMD)

用戶接管已突破
2,946,000戶

累積完成管線長度
1,085萬7,000公尺

累計已完成66座
污水處理廠

(處理量404萬CMD)

� 納列辦理88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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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重點河川水質改善情形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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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條重點河川整體水質由100年的2.85~6.45降至107年
的2.62~5.81，水質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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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流域 南崁溪流域 老街溪流域 濁水溪流域 新虎尾溪流域 北港溪流域 急水溪流域 鹽水溪流域 二仁溪流域 阿公店溪流域 愛河流域

100年 107年

RPI

輕度污染

未(稍)受污染

嚴重污染

中度污染



內政部營建署

再生水工程分布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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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8座已設置或規劃乾燥
� 臺北市迪化廠(間接加熱，臺北市自設)

� 宜蘭縣宜蘭廠(間接加熱，代操廠商設置)

� 宜蘭縣羅東廠(間接加熱， BOT廠設置)

� 新北市淡水廠(間接加熱， BOT廠設置)

� 高雄市楠梓廠(間接加熱， BOT廠設置)

� 臺南市安平廠(冷凍乾燥，廠商規劃設置)

� 新竹縣竹北廠(間接加熱，廠商規劃設置)

� 高雄市鳳山溪廠(間接加熱，廠商規劃設置)

11座已核定規劃乾燥
(第五期建設計畫補助)

桃園市龜山廠、臺北市八里廠
新北市林口廠、臺中市福田廠
花蓮縣花蓮廠、新竹市客雅廠
屏東縣六塊厝廠、金門縣榮湖廠
雲林縣斗六廠、嘉義縣朴子廠
高雄市臨海廠

3座規劃再利用示範
(下水污泥處理再利用第一期計畫補助)

� 宜蘭縣宜蘭廠(乾燥、碳化)
� 臺南市仁德廠(乾燥、燒結)
� 臺中市台中港廠(納入第二階段)

21廠*

污水下水道(9/10)

下水污泥減量、再利用推動

※宜蘭廠係已設置廠並同時為再利用示範廠

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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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鳳山溪廠 (22萬度/年)

中區廠 (>25萬度/年)

楠梓廠 (65萬度/年)

福田廠+石岡壩廠
(120萬度/年)

污水處理廠推動太陽能設施
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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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污水下水道永續營運管理體系推動策略
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 改善推動計畫執行辦法
及專案查核驗證

� 執行廠站設備改善推動
專案計畫

� 建置電腦系統化資訊管
理平台

� 推動ISO50001能源管理
國際標準之示範

� 成果效益驗證與推廣

� 建立廠站設備延壽及能耗專
案管理模式

� 研提廠站設備延壽及節能改
善方案

� 開發廠站設備延壽管理與能
耗模擬技術

� 建立污水下水道雲端管理雲

� 建立智慧管理系統

� 評估環保設備驗證場和下水
道職能訓練場建置

建立運作機制
與智慧管理系統

落實延壽及
節能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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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一、發展歷程及現況

永續
營運

制度建立/技術開發 推動措施

成果展現

效益驗證

� 建立延壽、能節制度
� 評估設備驗證場與訓練場

� 綜整績效
� 第六期建設計畫將下水道

建設工程可行性評估、選
址、規劃、設計、施工、
營運、維護管理和汰舊換
新等納入節能減碳措施

� 污水廠改善效益分析
� 宣傳說明會

中央
� 籌組延壽、節能審議委員會
� 遴選設備延壽、節能示範廠
� 建置污水下水道管理雲

地方
� 提出設備延壽及節能申請
� 建置污水下水道維護管理

平台
� 建置電腦系統化資訊管理

平台、水質自動連續監測

污水下水道永續營運管理體系執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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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節能減碳及延壽仍須持續辦理

� 預計於109年底前完成污水下水道雲端管理雲。
� 節能與延壽、建置電腦系統化資訊管理平台第六期建設計畫賡續辦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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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國家競爭力評估指標仍處落後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評估國家競爭力時，主要評比項目為「經濟效能、政府效能、
企業效能及基礎建設」。

� 「污水處理率」係屬「基礎建設」之「醫療與環境」指標之一，我國近年來本項
指標仍處落後，尚需急起直追。
報告年份=2019(108年)

各國資料引用年份
=2017(106年)

排名 污水處理率(%)
13. 香港 93.0
14. 南韓 92.9
31. 馬來西亞 78.8
32. 日本 78.3
33. 拉脫維亞 77.3
34. 波蘭 72.6
35. 哈薩克 68.4
36. 愛爾蘭 67.3
37. 斯洛伐克共和國 65.8
38. 約旦 65.0
39. 臺灣 55.9
40. 哥倫比亞 54.6
41. 沙烏地阿拉伯 54.0

「基礎建設-醫療與環境」弱勢項目

項目 臺灣名次

4.4.18 再生能源占總能源需求比率 56

4.4.09 醫護支援 45

4.4.15 CO2排放 44

4.4.16 CO2排放密度 44

4.4.17 平均人口暴露PM2.5的程度 44

4.4.03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 43

4.4.12 能源密度 42

4.4.01 醫療衛生支出 40

4.4.13 污水處理率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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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少子化及高齡化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 我國總人口數將於3至10年間轉為負成長。且已於2018年成為高齡社會(老
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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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標準趨嚴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適用對象 氨氮限值
(mg/L)

總氮限值
(mg/L)

硝酸鹽氮
(mg/L)

公共污水下
水道系統

(流量>250
CMD)

排放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內
10

15

50

6**

排放於自
來水水質
水量保護

區外

收受處理事業廢水、截流水或
水肥之設計最大量達許可核准
最大量20%以上

既設廠
75* –

30** –

新設廠 20 –

未收受處理事業廢水、截流水
或水肥者，或收受之設計最大
量未達許可核准最大量20%以
上者

既設廠 10*
50*

35**

新設廠
10

20
6**

*    (第一階段)施行日期110.1.1
**   (第二階段)施行日期113.1.1
***   (第三階段)施行日期116.1.1

� 環保署於106年12月25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流量大
於250 CMD者，依據所在區位、建設時間和收受處理事業廢水、截流水或
水肥之情形，區分不同加嚴方案，並給予緩衝時間進行改善期限(110年及
11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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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全球暖化及極端氣候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氣候變遷造成澇旱問題加劇，缺水問題亟需因應。

因應全球暖化，減碳目標將由各部門共同承擔。

� 氣候變遷造成極端氣候問題日趨嚴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預估至2027年，全
世界有1/3人口面臨水資源枯竭。

� 臺灣水資源整體使用效率偏低，未來將遭遇水資源短缺之問題。

� 「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設定我國109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基準年94年
減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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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需求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 經濟部能源局於106年4月17日修正發布「能源發展綱領」，其中「能源安全」
之綱要方針提及應促進再生能源加速發展。

� 部分污水處理廠已設置污泥厭氧消化單元，可將下水污泥轉化為沼氣，沼氣回
收後可用於產電，惟部分污泥厭氧消化單元仍有餘裕處理量，尚待妥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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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發展差異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

107服務當量人口

� 我國污水下水道目前主要服務當量人口約765萬人，主要集中在
• 新北市(237萬人)、臺北市(209萬人)、高雄市(118萬人)，佔服務人口73.7%

� 其他19縣市服務當量人口約50萬人以下，佔服務人口26.3%。

須兼顧均衡城鄉發展及資源
有效分配，合理建設。

50萬 100萬 150萬 200萬 250萬 300萬 350萬 400萬20萬0

服務當量人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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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過去優先開辦人口密度高區域
� 建設以「人多先接」優先建設。
� 已開辦區域人口密度（5,253人/km2）>都計區現況人口密度（3,887人/km2）

>
>
>
>

人口密度
(人/km2)

20

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新北市

臺北市

高雄市

下水道建設區域人口密度

現況人口密度

城鄉發展差異

地區 已開辦區域人口密度
(人/km2)

都計區現況人口密度
(人/km2)

新北市 12,433 2,973
臺北市 20,639 9,872
高雄市 9,742 5,925
全國 5,253 3,887



內政部營建署

缺乏備援系統及防災演練二、面臨挑戰及困難

� 天然災害之發生不可避免，需建立備援系統以減少系統風險。
� 國內未曾做過污水下水道防災演練，地方缺乏緊急應變經驗。

緊急時期
通訊設施

污水下水道
雲端管理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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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建設計畫依據三、推動方向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左列事項：
一、下水道發展政策、方案之訂定，下水道法規之訂定及審核，縣市
下水道系統發展計畫之核定，縣市下水道建設、管理與研究發展之監督及輔導，
下水道操作、維護人員之技能檢定及訓練，下水道技術之研究發展，跨縣市下水
道規劃、建設及管理之協調，其他有關全國性下水道事宜。

1. 加速都市計畫人口密集區之污水下水道建設，積極辦理已完工污水處理廠服務
區域內之用戶接管工程，同步規劃建設新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污水處理廠及主次
幹管；並優先加強水庫集水區內都市計畫地區生活污水處理規劃與建設。

2. 持續推動公共污水處理廠放流水回收再利用計畫，將已完工運轉污水處理廠轉
型成都市水庫，創造生活污水循環使用的永續價值。

3. 污泥處置方向以「中間處理為手段，多元再利用為目的」，逐步建構我國
下水污泥再利用之本土技術，帶動產官學界參與污泥再利用技術之研發與推動。

下水道法

全國國土計畫

國家發展計畫(106至109年四年計畫暨106年計畫)
六大施政主軸之「區域均衡與永續環境」項下「開發及保育水資源」，將「污水
下水道第五期建設計畫(104至109年)」列為國家發展計畫之一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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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軸及解決對策三、推動方向

主軸：
優化服務提升競爭力，
達成國家永續發展目標

建構智慧化及
韌性系統

持續污水下水道
建設

實現循環經濟缺水問題

多元處理需求

全球暖化極端氣候

城鄉發展不均

環保法規趨嚴

遭遇問題及挑戰 六期建設計畫發展 解決對策及預期效果

人口減少及老化

擴大建設範圍，均衡
城鄉發展

建構1座廚餘共消化示
範廠，附帶處理廚餘

運用「污水下水道雲
端管理雲」，輔助建
立最佳化操作模式

達成永續環境、永續
產業、永續社會之國
家永續發展

持續推動再生水，減
輕自來水供水壓力

系統功能提升，放流
水質佳降低河川污染

建置備援系統，有效
因應天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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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計畫目標三、推動方向

�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功能提升
� 再生水持續推動
� 污泥燃料化、材料化
� 污泥厭氧消化之沼氣回收發電應用

� 改善環境衛生、提升生活品質
� 恢復清水環境、塑造親水都市
� 減少水肥處理與疾病醫療費用

� 資產數化管理、掌握
即時資訊

� 智慧化分析，供管理
決策參考

� 打造韌性系統、強化
抗災能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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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三、推動方向

計畫目標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每年接管戶 13萬 13萬 13萬 13萬 13萬 13萬 13萬
累計接管戶 318萬 331萬 344萬 357萬 370萬 383萬 396萬

建設績效指標：公共污水下水道每年接管13萬戶。
說明： 不採普及率為指標主要係接管戶不受戶量影響。仍每月公布接

管普及率，不影響現行制度。870萬戶 X 1.5% ≒13萬戶

計畫目標
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再生水量(CMD) 4.5萬 25.6萬

再生水發展績效指標：二級處理放流水回收供工業區及
科學園區每日再生水量25.6萬CMD 。
說明：因應經濟發展需水量增加，供應穩定、不受氣候影響之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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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建設績效指標」推動限制

「建設績效指標」：投入經費不足，增加推動用戶接管難度
� 地方政府歲入歲出賸餘增加不足，負債亦高，負債償還不佳，財政

拮据，無法投入多餘經費。
縣市 賸餘增減(%) 短絀增減(%)

債務餘額
106年度債務

長短期債務餘額近2年度增減金額
臺北市 -4.09 4,731 191,620
新北市 0.49 14,699 135,731
臺中市 2.43 23,743 119,877
臺南市 -2.95 -4,079 65,215
高雄市 -6.13 -4,211 248,745
桃園市 5.17 2,400 22,500
宜蘭縣 7.13 -482 21,709
新竹縣 6.46 229 19,488
苗栗縣 8.88 -335 38,555
彰化縣 5.05 1,041 26,108
南投縣 1.29 -1,014 14,212
雲林縣 0.29 -1,041 25,435
嘉義縣 3.45 -1,305 18,402
屏東縣 1.53 -2,428 19,404
臺東縣 1.6 -657 5,974
花蓮縣 1.32 -112 12,030
澎湖縣 2.31 -523 1,611
基隆市 -0.38 -751 9,377
新竹市 0.82 -670 12,178
嘉義市 -2.29 -272 30
金門縣 2.91 0 0
連江縣 2.66 0 0

單位：(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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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再生水發展績效指標」：無法強制開發單位使用再生水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開發單位
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水源供應短缺之
虞地區

水利署「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
區使用再生水辦法」第二條

法規依據現行法規

現階段尚可由經濟部審查用水計畫書或環保署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時，
要求開發者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仍將與經濟部及環保署合作推動再生水。

「再生水發展績效指標」推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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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主軸一：持續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

優先開辦原則依序為：
1. 目標年污水量一萬噸以上採促進民間參與方式辦理之鄉、鎮、市地區。
2. 配合河川污染整治或湖泊水質改善之鄉、鎮、市地區。
3. 可有效改善環保署11條重點河川污染狀況。
4. 水源保護區。
5. 有助於城鄉發展併重之非都市計畫區建設示範區，以建設費用與都市計畫區相近

之地區優先考量。
6. 具再生水潛勢之系統。
7. 直轄市、省轄市、縣轄市及人口五萬人以上之鄉、鎮、市地區。
8. 其他行政院專案核定之地區。

辦理方式 系統數 說明

政府自辦
系統 101

續辦前期76處系統。(註)

規劃新增13處符合本期建設計畫優先開辦原則。

民間參與
系統 8 新北市淡水、高雄楠梓、宜蘭縣羅東、苗栗縣竹南頭份、桃園市桃

園、臺南市鹽水、桃園市中壢及桃園市埔頂等8處已簽約執行中。

本
期
建
設
計
畫
優
先
開
辦
原
則

※ 4處系統(梨山環山、石岡壩水源特定區、復興台地及明德水庫特定區)將建設完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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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1.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超過50%之直轄市及縣(市)，中央仍持續補
助用戶接管經費。

2. 自本期計畫開始，若縣(市)政府未全面收取「下水道使用費」則最
高補助比率降低5%，以鼓勵縣(市)政府積極開拓財源，並及早因應
後續維護管理需求，直至全面徵收「下水道使用費」 後恢復最高補
助比率。

補
助
方
式
調
整

縣市別
107年公共污水下水道

普及率(%)

臺北市 78.18

連江縣 71.43

新北市 59.19

高雄市
42.69

(預計於112年，普及率超過50%)

1.

評估補助方式調整可能受影響縣(市)
「下水道使用費」

縣(市)
2.

� 全面收取：臺北市、高雄市
� 僅收取事業用戶：宜蘭縣、桃園市及臺

中市
� 僅收取部分事業用戶：嘉義縣、基隆

市、新竹市及臺南市
� 未收取：其餘13縣(市)

主軸一：持續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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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功能提升

主軸二：推動下水道循環經濟

公共污水
下水道系統
功能提升

污水處理廠
設備功能

提升

推動
污水下水道
材料及設備
驗證機制

• 27座不具除氮功能之污水處理廠，提升方案為對既有池槽進行
改建或擴建缺氧槽，或增設/更換相關設備提升除氮功能。

• 18座具除氮功能之污水處理廠，提升方案為調整操作模式。

• 建立碳足跡評估方法及溫室氣體申報與管理制度。
• 設備改善，提升設備處理效能。
• 依廠站設備規模，訂出各廠站之經費上限。
• 由各縣市政府提報改善方案及預算。

• 於中正廠成立設備驗證場所。

• 輔導其他污水處理廠設立驗證場所。

• 通過認證材料3年用於下水道建設，不需重複檢驗節省材
料檢驗費用。

設備優化與效能提升

除氮功能提升(45座污水處理廠需提升)

(1/4)

30

符合法規最新要求、設備節能減碳及延壽、
建立設備驗證方法、維護工程品質



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再生水持續推動
再生水供水量

預估至115年底再生水
供水量為25.6萬噸/日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總經費

鳳山溪廠 1.83
永康廠 3
臨海廠 8.17

先期作業費 0.2
豐原廠 17.15
福田廠 27.59
安平廠 29.88
桃北廠 33.78

經費(億元) 27.66 20.41 11.1 20.87 20.09 21.47 121.6

期程及經費
再生水供水量(萬噸/日)

• 以個案計畫核定。
• 依據用水契約簽定狀況

，滾動檢討調整補助標
的，經評估備選再生水
廠標的為仁德廠、岡山
橋頭廠、楠梓廠或竹北
廠。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115年

114年

113年

112年

111年

110年
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臨海污水處理廠

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主軸二：推動下水道循環經濟
(2/4)

建設費用 PCM費用

0.8
2.1

9.65

13.65

20.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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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污泥減量及再利用

主軸二：推動下水道循環經濟
(3/4)

� 辦理內容
� 延續前期計畫辦理污泥乾燥及再利用設施1年試運轉。
� 辦理再利用產品性質及使用後情形追蹤。
� 優先推動污泥材料化及燃料化，鼓勵業者提出再利用技術試驗計畫。
� 未設置污泥乾燥設施之污水處理廠，可於擴廠或設備功能提升時一併

考量辦理增設。

乾燥污泥

材料化

燃料化

推動污泥公告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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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污泥厭氧消化之沼氣回收發電應用
� 辦理內容

� 善用既有厭氧消化處理單元餘裕量，協助處理廚餘。
� 規劃於「鳳山溪資源回收中心」或「楠梓污水處理廠」設置

1座廚餘共消化示範廠，產出沼氣回收或發電使用。

善用既有設備，協助廚餘清除處理
鳳山溪水資源回收中心

楠梓污水處理廠

主軸二：推動下水道循環經濟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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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主軸三：建構智慧化及韌性系統

污水下水道雲端管理雲

污水下水道
雲端管理雲

智慧化加值分析

污水處理廠操作
營運系統

污水下水道系統
即時監控數據

� 辦理內容
� 持續建置「污水下水道雲端管理雲」。
� 介 接 即 時 數 據 監 控 系 統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e

acquisition, SCADA)資訊，建立管網監測預警系統。
� 智慧化加值分析及應用，協助優化污水處理單元操作模式，找

出污水下水道系統風險弱點。

即時監控確保放流水品質
建立大數據資料庫、輔助智慧分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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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建置污水備援系統
� 主幹管人口多、流量大、地勢低、年代久，滿管或下游損壞無法通水時系統

風險突增。
� 督促各縣市政府擬定污水下水道系統長壽命化目標。

A污水區
A主幹管
φ1,500mm

B污水區
B主幹管

φ800mm

設替代通路(連絡管)因應

強化縣市災害應變能力，延長污水下水道使用壽命

大管擋水困難無法直接繞流大管擋水困難無法直接繞流

主軸三：建構智慧化及韌性系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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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運用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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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三、推動方向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總計
中央款(億元) 175.38 174.29 174.87 185.01 188.58 189.87 1,088
地方款(億元) 21.75 23.17 22.81 25.07 21.61 22.59 137

總計(億元) 197.13 197.46 197.68 210.08 210.19 212.46 1,225

億元 戶數

31.43 35.78 37.91 42.37 43.62 43.11 

221.67
224.04

229.53

231

233.28 235.21

33.03 25.98 17.19 
24.42 23.64 25.02 1.74 1.74 3.76 

2.52 4.52 4.52 

136,592 135,907 

132,099 

145,894 

139,916 

132,331 

 100,000

 110,000

 120,000

 130,000

 140,000

 150,000

 160,000

 170,000

 180,000

 190,000

 200,000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建構智慧化及韌性系統 推動下水道循環經濟 政府自辦系統
促參系統 接管戶

期程與資源需求

� 110年至115年，共計6年。
� 總經費1,225億元，中央款1,088億元，地方款137億元

37



內政部營建署

� 賡續辦理項目
1,182.3億元
� 政府自辦系統
� 促參系統
� 再生水持續推動
� 污泥減量及再利用
� 污水下水道雲端管理雲
� 約用人員協辦污水下水道建設

三、推動方向 經費分析

� 總經費1,225億元，包含
� 持續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含政府自辦及促參系統)，約佔85%
� 推動下水道循環經濟，約佔13% 。
� 建構智慧化及韌性系統，約佔2%。

� 新開辦項目42.7億元
�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功能提升
� 污泥厭氧消化之沼氣回收發電應用
� 建置備援系統

持續公共污水下
水道系統建設

(84%)

建構智慧化及韌性系統(2%)

推動下水道
循環經濟

(12%)

149.2億
18.20億

1028.87億

其他業務(2%)28.05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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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總結

� 掌握全國下水道即時營運資訊，營運資訊進行智慧化加值分析。
� 推動各縣市污水下水道系統延壽化。
� 建置備援系統，辦理防災演練示範，提升縣市災害應變能力。

持續污水下水道建設
� 每年提升公共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戶數13萬戶。
� 改善環境衛生與提升生活品質。
� 恢復清水環境，塑造親水都市。
� 減少水肥處理與疾病醫療費用。

實現下水道循環經濟發展
� 提升全國45座污水處理廠除氮功能。
�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減少碳排放量。
� 提升設備功能，延長使用壽命及提升處理效能。
� 輔導污水處理廠設置設備效能驗證場所。
� 推動7座再生水廠建設。
� 至115年累計可提供工業區及科學園區25.6萬CMD再生水。
� 下水污泥減量，並推動污泥材料化、燃料化。
� 建構1座廚餘共消化示範廠。

建構智慧化及韌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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