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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 

水資源為國家發展命脈，攸關全民福祉及社經發展，更為經濟

發展基礎。有鑑於近年氣候變遷衝擊之下，極端氣候發生頻仍，以

致近年多次發生乾旱缺水事件，影響我國民生及產業發展。而考量

地下水具有水量穩定之優勢，且國際上多有以地下水資源作為當各

種緊急事件影響原有供水系統時之重要備援水源，故經濟部水利署

於民國 105 年辦理北部及南部地區水資源經理計畫第一次檢討歷

程，經彙集產官學研各界意見，於「彈性調度」策略下，將地下水

防災備援井網納入作為未來辦理之重要措施，以穩定國內水源供給，

創造優質產業發展環境；更已於民國 105 年下半年，針對供水相對

較不穩定，產業集中且無地層下陷潛勢之桃園、新竹及臺中地區，

評估地下水可抽水量，於地下水環境可承受之條件限制下，規劃可

納入自來水供水系統之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於符合抗旱救急之原則

下，於水情進入第一階段限水(黃燈)時啟動，可望減少農業停灌範

圍，有效避免或延緩進入對民生及產業衝擊較大之第三階段限水。 

此外，隨著台中市發展及人口規模持續成長，各區需水量日漸

增加，民眾對於用水品質之要求亦日漸增高。然而在整個台中供水

系統主要只依靠地面水源的情況下，台中各區常面臨到水壓不足及

減量供水問題，本計畫除辦理井體攝影、洗井、井體套補、配電抽

水設備改善更新等維護措施外，將尋覓適當地點增鑿深井，改善台

中地區供水瓶頸及用水品質。另外，為穩定屏東縣供水，改善屏東

地區缺水現象，增加屏東縣之供水普及率，提升該縣之生活品質，

爰本計畫將移用台糖既有深井水源，整備淨、廢水處理相關設備及

導送水管，以因應未來極端氣候的供水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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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穩定我國水資源供應及降低缺水事件所引致之衝擊，經濟部

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之「水與發展」項下研提「防

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106-109 年)」，並奉行政院 106 年 7 月 10

日院臺經字第 1060022840 號函核定實施，計畫總經費 34 億元由特

別預算支應，期程自 106 年 9 月至 109 年 12 月止，由經濟部水利

署及台灣自來水公司共同推動辦理「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及「常態

備援水井建置」等二項主要工作，期望有效降低缺水風險並提高地

區供水效率及品質，確保國家穩定發展。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已於 106 年 9 月 13 日奉總統公布並編列第

1 期(106 年 9 月~107 年 12 月底) 特別預算 4 億元；為持續推動辦

理本計畫後續備援井建置工作，爰編列第二期(108~109 年) 特別預

算 24 億元。 

 

二、原計畫內容 

因應氣候變遷，為提供地下水作為枯旱或緊急事件之備用水源，

提高枯旱或緊急事件之應變能力，本計畫將於桃園、新竹、台中、

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等地區建置地下水防災緊急備援井網，納

入自來水供水系統，以減少移用農業用水，並避免或減緩進入第三

階限水為目標。故緊急備援井定位為抗旱救急使用，啟動時機為依

水情警戒標準、自來水停止及限制供水執行要點，實施第一階段限

水時。 

另為加強地下水與地面水聯合運用，於臺中、屏東等地區移用

台糖既有深井水源或尋覓適當地點增鑿深井，以恢復至計畫出水量，

以增加臺中及屏東地區自來水系統常態供水穩定度，改善部分水壓

不足及減量供水問題，加強管線末端復水能力，以提升用水效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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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品質。故常態備援井定位為提升常時用水品質，啟動時機主要

為原水濁度高、供水管網水壓不足或尖峰用水時。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包含「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及「常態備援

水井」等二項，其中，「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將其分兩階段辦理，

第一階段(106-109 年)依據水利署目前規劃成果優先辦理桃園、新

竹及臺中地區，第二階段(107-109 年)辦理嘉義、臺南、高雄及屏

東等地區，依據各地區缺水風險、備援需水量、地下水可使用量及

地方民意，於民國 107 年覆核檢討各地區備援需求及適宜建井位置；

原則以優先恢復既有抗旱井為主，不足再進行水井新鑿。另「常態

備援水井建置」辦理地區為臺中及屏東地區。計畫執行過程將配合

實際需要及調查結果，進行機動調度並滾動檢討調整因應，本計畫

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 先期調查規劃及用地取得。 

2. 既有水井更新改善或新設備援井工程。 

桃園、新竹及台中地區備援井建置地點規劃如下： 

(1). 桃園地區：核定緊急備援目標量為每日 3 萬立方公尺；備

援井網位置以石門大圳及桃園大圳沿線公地，及鄰近水公

司石門、大湳、復興淨水場為主(如圖 1)。 

(2). 新竹地區：核定緊急備援目標量為每日 4 萬立方公尺；配

合新竹平原水文地質特性，及水公司新竹、竹東供水系統

區位特性，分別於頭前溪上游之員崠、寶山淨水場及下游

之新竹第一、第二及湳雅淨水場取水點附近建置備援井網

(如圖 2)。 

(3). 臺中地區：核定緊急備援目標量為每日 8 萬立方公尺；依

據臺中地區目前供水系統的特性，分別於豐原給水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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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營運所、大甲供水系統、清水營運所、臺中給水廠、外

埔供水系統、烏日營運所及沙鹿營運所等區位建置備援井

網(如圖 3)。 

3. 導水管工程：規劃建置連結備援井及自來水供水系統間之導

水管路等設施。 

4. 各別井網聯合試水與整備：為確保本計畫所建置備援井，於

枯旱時期能發揮計畫功能，將進行聯合試水，以檢視備援井

出水成效是否進行調整；另建井前先進行補充調查與試探井

試驗，以釐清井位及有效含水層厚度合宜，確保可達到計畫

出水量。 

5. 精進地下水觀測系統：為強化台灣地區地下水文資訊，因應

各地區枯旱應變需求，並加強監控備援井網操作對地下水水

位影響，將辦理地下水觀測站網密度補強、即時傳輸系統規

畫建置、觀測網維護管理、觀測資料品質提升及預警機制等

工作。 

 

(二)常態備援水井 

1. 先期調查規劃。 

2. 既有水井更新改善或新設備援井工程：核定增加臺中地區供

水能力約每日 7 萬立方公尺(如圖 4)、屏東地區供水能力約

每日 3 萬立方公尺(如圖 5)，合計約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 

3. 自來水管線工程及原配水池改善：自來水管線工程及原配水

池改善：配合深井之改善或新鑿，辦理連絡深井至淨水場或

至既有自來水供水管網之管線工程(如圖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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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計畫桃園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井網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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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原計畫新竹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井網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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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原計畫臺中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井網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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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原計畫臺中地區地下水常態備援水井工程位置圖 

 

圖 5 原計畫屏東縣常態備援水井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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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原計畫屏東縣萬丹鄉供水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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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屏東縣潮州鎮供水工程位置圖 

 

為客觀評量本計畫執行成效，茲訂定本計畫目標、績效指標及

目標值如表 1，以利於執行期間滾動檢討，視需要研訂策進措施，

健全本計畫成果與績效管理。 

表 1 本計畫目標、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目標 
績效 

指標 

109 年 

達到目標值 

各年度量化目標 
小計 

106 107 108 109 

增 加 地

下 水 備

援水量 

地 下 水

緊 急 備

援 供 水

量 

桃園、新竹及台

中地區總計每日

15 萬立方公尺 

規劃 

、設計 
3 6 6 15 

嘉義、台南、高

雄及屏東等地區 
 

規劃 

、設計 

以不進入第三階段 

限水為目標 

地 下 水

常 態 備

援 供 水

量 

台中及屏東地區

總計每日 10 萬

立方公尺   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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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計畫說明 

本計畫於 107 年上半年主要辦理用地調查、水文地質、水質試

驗及工程設計等作業，惟調查結果桃園、新竹及臺中地區防災緊急

備援井網因出水量未達原規劃水量、部分既有水井不堪使用、用地

無法取得等因素，經檢討無法達成原目標須辦理計畫書修正，已研

擬修正計畫草案依程序報院，並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召開水資源

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獲原則同意修正，目標 107 年底前奉院核定。 

修正計畫主要係依據環境條件變遷及現地調查結果之客觀條

件，為發揮計畫效益，避免預算無法有效運用，各工作內容、目標

及經費依調查成果辦理調整，以符合實際需求，修正後區域緊急備

援目標量，由每日 15 萬立方公尺下修至 8 萬立方公尺，常態備援

目標量維持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為利本執行計畫書撰擬，後續內

容將暫以修正後內容呈現，嗣後配合院核定結果調整修正。修正內

容說明如後： 

(一)主要修正項目 

1. 「桃園地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原訂目標提供緊急備援供

水每日 3 萬立方公尺下修為每日 1 萬立方公尺。主要施作內

容於龍潭打鐵坑溪設置 7 口井(井網分布如圖 8)，實際建置

井位將視計畫執行狀況滾動檢討調整。 

2. 「新竹地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原訂目標提供緊急備援供

水每日 4 萬立方公尺下修為每日 3 萬立方公尺。主要施作內

容包含隆恩堰下游頭前溪左岸 10 口既有水井維護操作、設

置 3 口新井，以及右岸設置 4 口新井(井網分布如圖 9)，實

際建置井位將視計畫執行狀況滾動檢討調整。 

3. 「台中地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原訂目標提供緊急備援供

水每日 8 萬立方公尺下修為每日 4 萬立方公尺。主要可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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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口井，包含既有井重鑿及新設井部分(井網分布如圖 10)，

實際建置井位將視計畫執行狀況滾動檢討調整。 

4. 原核定，緊急備援井之定位及啟動時機為：「抗旱救急，於

水情(黃燈)進入第一階段限水時啟動」，修正為「抗旱救急，

於水情稍緊(綠燈)時啟動」。 

 

(二)經費及計畫效益修正前後對照情形 

計畫修正後總經費為 26.13 億元，分年經費需求數修正前

後對照如表 2，計畫效益修正前後對照如表 3，計畫目標、績效

指標及目標值修正前後對照如表 4。 

 

表 2 分年經費需求數修正前後對照表 

單位:億元 

修
正
前 

項目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總經費 

需求數 0.50 3.50 10 20 34 

修
正
後 

項目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總經費 

需求數 0.33 1.80 10 14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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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計畫效益修正前後對照表 

項

次 
工程名稱 

計畫效益 

修正前 修正後 差異 

1 
桃園地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緊急備援： 

每日3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1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2萬立方公尺 

2 
新竹地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緊急備援： 

每日4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3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1萬立方公尺 

3 
臺中地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緊急備援： 

每日8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4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4萬立方公尺 

4 
臺中地區 

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常態備援： 

每日7萬立方公尺 

常態備援： 

每日7萬立方公尺 
未修正 

5 
屏東地區 

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常態備援： 

每日3萬立方公尺 

常態備援： 

每日3萬立方公尺 
未修正 

合計 

緊急備援： 

每日15萬立方公尺 

常態備援： 

每日10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8萬立方公尺 

常態備援： 

每日10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 

-每日7萬立方公尺 

常態備援： 

未修正 

表 4 計畫目標、績效指標及目標值修正前後對照表 

目標 
 

績效指標 109 年達到目標值 
各年度量化目標 

小計 
106 107 108 109 

增 加 地

下 水 備

援水量 

修 

正 

前 

地下水緊急

備援供水量 

桃園、新竹及台中

地區總計每日 15

萬立方公尺 

規劃 

、設計 
3 6 6 15 

嘉義、台南、高雄

及屏東等地區 
 

規劃 

、設計 

以不進入第三階段 

限水為目標 

地下水常態

備援供水量 

台中及屏東地區

總計每日 10 萬立

方公尺 

  5 5 10 

修 

正 

後 

地下水緊急

備援供水量 

桃園、新竹及台中

地區總計每日8萬

立方公尺 

規劃 

、設計 
1 4 3 8 

嘉義、台南、高雄

及屏東等地區 
 

規劃 

、設計 

以不進入第三階段 

限水為目標 

地下水常態

備援供水量 

台中及屏東地區

總計每日 10 萬立

方公尺 

  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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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修正後桃園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井網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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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修正後新竹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井網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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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修正後臺中地區地下水緊急備援井網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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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期(年)執行策略 

(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 桃園地區 

水井(含機電設備)工程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執

行，水井與既有供水系統銜接之導水管工程由台灣自來水公

司第二區管理處執行。 

桃園地區規劃於龍潭打鐵坑溪設置 7 口井，總計畫備援

目標每日 1 萬立方公尺，106-107 年度主要辦理現地調查、

試驗及設計作業，並於 107 年下半年完成工程發包作業，預

計 108 年底完成每日 1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分年建置規劃

如表 5。 

2. 新竹地區 

水井(含機電設備)工程由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負責執

行，水井與既有供水系統銜接之導水管工程由台灣自來水公

司第三區管理處執行。 

新竹地區規劃設置備援水井共計 17 口，主要施作內容

包含隆恩堰下游頭前溪左岸 10 口既有水井維護操作、設置

3 口新井，以及右岸設置 4 口新井，總計畫備援目標每日 3

萬立方公尺。 

106-107 年度主要辦理現地調查、試驗及設計作業，為

達分年備援目標量，工程預計分 2 標(既有水井 1 標，新鑿

水井 1 標)分批發包辦理，分別於 107、108、109 年完成每

日 1 萬、1 萬、1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預計於 109 年完成

總計每日 3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分年建置規劃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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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中地區 

水井(含機電設備)工程由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下簡

稱中水局)負責執行，水井與既有供水系統銜接之導水管工

程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 (以下簡稱四區處)執

行。 

台中地區規劃設置備援水井共計 14 口，主要施作於霧

峰區等 9 個行政區，總計畫備援目標每日 4 萬立方公尺。

106-107 年度主要辦理現地調查、試驗及設計作業，為達分

年備援目標量，工程預計分 2標分批發包辦理，分別於 108、

109 年完成每日 2 萬、2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預計於 109

年完成總計每日 4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分年建置規劃如表

5。 

4. 第二階段嘉南及高屏地區： 

將於 107 年由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覆核檢討嘉南及

高屏地區備援需求及適宜建井位置。惟因目前台灣西南沿海

地區縣市，農業、民生及工業均普遍抽用地下水，已有超抽

造成地層下陷及地下水汙染情形，致近年相關地下水資源開

發工程皆遭遇民意強烈抗爭。為加強資訊公開，促進民眾參

與，使地方更瞭解前揭計畫規劃情形及後續執行作業規劃，

將於 108 年辦理嘉義、台南、高雄等地區地方說明會，與地

方相關機關、代表及民眾充分溝通，倘建置方案確實可行且

與地方達成共識，將由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及自來水公司辦

理後續工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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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1. 臺中地區 

本工程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負責執行。規劃

設置備援水井共計 33 口，主要施作於霧峰區等 15 個行政區

及辦理太平區備援調節池建置工程，總計畫備援目標每日 7

萬立方公尺。主要採逐口分批設計及發包辦理，分別於107、

108、109 年完成每日 1.1 萬、3 萬、2.9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

標，預計於 109 年完成總計每日 7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分

年建置規劃如表 6。 

2. 屏東地區 

本工程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負責執行。規劃

設置備援水井共計 12口，主要施作於屏東市等 5個行政區，

另配合提升屏東縣供水普及率，辦理潮州鄉、南州鄉、萬丹

鄉及九如鄉送水管建置工程，總計畫備援目標每日 3 萬立方

公尺。主要採逐口分批設計及發包辦理，分別於 107、108、

109 年完成每日 1.1 萬、0.9 萬、1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預

計於 109 年完成總計每日 3 萬立方公尺備援目標，分年建置

規劃如表 6。 

(三)其他相關工作 

1. 台灣地下水觀測井無線傳輸設備建置 

經濟部水利署自民國 81 年度開始進行「臺灣地區地下

水觀測網整體計畫」，迄今共計有 794 口觀測井，持續辦理

地下水水位觀測工作，目前觀測井皆已採用自計式水位計進

行時水位觀測，除部分觀測井已裝設無線傳輸設備外，大部

分仍需仰賴水利署所轄河川局逐月收錄資料，藉由人工檢核

後彙整至資料庫，過程可能衍生水位觀測資料傳遞之即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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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缺少資料保存與人工檢核方式的一致性與合理性、水

位資料時空分布的應用性不足等潛在問題。 

地下水觀測井網持續獲取正確可靠之地下水資訊，為地

下水水資源政策推動及相關研究之基礎。同時，考量無線傳

輸技術漸臻成熟，透過地下水觀測井建置無線傳輸設備，可

使地下水管理工作更為即時與精進，降低各河川局人力負荷，

同時加強監控整體地下水資源使用狀況，故 107 年度上半年

預計辦理全台無線傳輸設備設計作業，目標於 107-108 年完

成全台地下水觀測井無線傳輸設備建置。 

2. 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工程調查及規劃 

為強化大高雄地區供水穩定及因應氣候變遷可能造成

之中長期供水缺口風險，水利署除積極推動多元水源方案，

以有效營管調度地面水源外，另陸續於屏東地下水分區內富

含地下水資源區域規劃開發地下水源，期與地面水源聯合運

用以滿足公共給水需求。 

配合大高雄地區枯水期備援水井供水規劃，有效經理善

用地區地下水資源及強化地區地下水補注與保育，水利署擬

於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週邊地區推動地下水復育計畫。將

先以地下水用水量較大之美濃區為示範區，以主動性的地下

水補注規劃調合地下水取用疑慮。 

本計畫將於自 107 年起至 109 年止，結合既有或已規劃

之滯洪(蓄水)設施，評估適宜之地下水補注方案，同時透過

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在地公民團體及利害關係人、相關機關

單位共同參與、分享與回饋，充分意見交流與確保資訊公開

透明，提出在地復育方案，以達有效使用及復育當地地下水

資源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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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地區防災緊急備援水井分期(年)建置規劃綜整表 

工項 縣市 編號 井名 行政區 建置方式 
出水量 

(CMD) 

執行年度 

(起/迄) 
執行單位 

防
災
緊
急
備
援
井
網 

桃
園 

1 龍潭 1 龍潭區 新鑿井 2,000 107/108 

北區 

水資源局 

、自來水 

公司 

2 龍潭 2 龍潭區 新鑿井 2,000 107/108 

3 龍潭 3 龍潭區 新鑿井 1,300 107/108 

4 龍潭 4 龍潭區 新鑿井 1,300 107/108 

5 龍潭 5 龍潭區 新鑿井 1,300 107/108 

6 龍潭 6 龍潭區 新鑿井 1,300 107/108 

7 楊梅 1 楊梅區 新鑿井 800 107/108 

新
竹 

1 頭前溪 1 號井 新竹市 既有井恢復 2,000 107/108 

2 頭前溪 2 號井 新竹市 既有井恢復 3,000 107/108 

3 頭前溪新 1 號井 新竹縣 既有井恢復 1,500 107/108 

4 頭前溪新 2 號井 新竹市 既有井恢復 1,000 107/108 

5 頭前溪新 4 號井 新竹市 既有井恢復 1,500 107/108 

6 頭前溪新 5 號井 新竹市 既有井恢復 3,000 107/108 

7 頭前溪 3 號井 新竹市 新鑿井 1,000 107/109 

8 頭前溪 4 號井 新竹市 新鑿井 2,000 107/109 

9 頭前溪 5 號井 新竹市 新鑿井 1,500 107/109 

10 頭前溪新 3 號井 新竹市 新鑿井 1,000 107/109 

11 頭前溪左岸 1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2,000 107/109 

12 頭前溪左岸 2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2,000 107/109 

13 頭前溪左岸 3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1,000 107/109 

14 頭前溪右岸 1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2,000 107/109 

15 頭前溪右岸 2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1,000 107/109 

16 頭前溪右岸 3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2,000 107/109 

17 頭前溪右岸 4 號 新竹市 新鑿井 2,500 107/109 

臺
中 

1 水規所舊正辦公聽井 霧峰區 新鑿井 5,000 107/108 

中區 

水資源局 

、自來水 

公司 

2 水規所霧峰辦公聽井 霧峰區 新鑿井 1,500 107/108 

3 大里運動公園井 大里區 新鑿井 3,500 107/108 

4 烏日2號井 烏日區 新鑿井 2,000 107/108 

5 八張犁3號井 西屯區 新鑿井 3,500 107/108 

6 大湳1號井 豐原區 新鑿井 3,000 107/108 

7 大湳2號井 豐原區 新鑿井 3,000 107/108 

8 坪林公園1號井 太平區 新鑿井 3,000 108/109 

9 坪林公園2號井 太平區 新鑿井 3,000 108/109 

10 坪林公園3號井 太平區 新鑿井 3,000 108/109 

11 坪林公園4號井 太平區 新鑿井 3,000 108/109 

12 英才2號井 西區 新鑿井 1,500 108/109 

13 福星3號井 西屯區 新鑿井 1,500 108/109 

14 大湳3號井 豐原區 新鑿井 3,500 108/109 

合計 8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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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地區常態備援水井分期(年)建置規劃綜整表 

工項 縣市 編號 井名 行政區 建置方式 
出水量 

(CMD) 

執行年度 

(起/迄) 
執行單位 

常
態
備
援
水
井
建
置 

臺
中 

1 溪南公園新鑿深井 北屯區 新鑿井 3,500 106/107 

自來水 

公司 

2 舊社 4 號整修深井 后里區 新鑿井 2,500 106/107 

3 泰安 2 號井新鑿深井 后里區 新鑿井 2,500 106/107 

4 神岡 3 號新鑿深井 大雅區 新鑿井 2,000 106/107 

5 大肚 5 號新鑿深井 大肚區 新鑿井 2,500 106/107 

6 吉峰里新鑿深井 霧峰區 新鑿井 2,000 106/107 

7 廍興公園新鑿深井 北屯區 新鑿井 3,500 107/108 

8 東興公園新鑿深井 西區 新鑿井 3,000 107/108 

9 潮洋公園新鑿深井 西屯區 新鑿井 3,500 107/108 

10 嶺東公園新鑿深井 南屯區 新鑿井 3,500 107/108 

11 黎明社區汙水處理廠深井 南屯區 新鑿井 3,000 107/108 

12 
臺中市太平區光興路備援調

節池 1 號 2 號新鑿深井 
太平區 新鑿井 5,000 107/108 

13 后里四號公園新鑿深井 后里區 新鑿井 1,300 107/108 

14 新社區苗圃新鑿深井 新社區 新鑿井 1,500 107/108 

15 烏日五號自治公園新鑿深井 烏日區 新鑿井 1,300 107/108 

16 清水 17 號重鑿深井 清水區 新鑿井 2,000 107/108 

17 清水 18 號重鑿深井 清水區 新鑿井 2,000 107/108 

18 大甲 9 號深井更新 大甲區 新鑿井 1,000 107/108 

19 博愛公園新鑿深井 北屯區 新鑿井 3,500 108/109 

20 廍子公園 1 號 2 號新鑿深井 北屯區 新鑿井 5,000 108/109 

21 大進停車場重鑿深井 南屯區 新鑿井 3,000 108/109 

22 太平聯合里新鑿深井 后里區 新鑿井 1,300 108/109 

23 豐原 1 號 2 號新鑿深井 豐原區 新鑿井 1,000 108/109 

24 沙鹿 5-1 號更新井新鑿深井 沙鹿區 新鑿井 2,000 108/109 

25 北勢 1 號新鑿深井 沙鹿區 新鑿井 2,000 108/109 

26 水利署中水局新鑿深井 霧峰區 新鑿井 1,500 108/109 

27 霧峰區舊正 3 號井新鑿深井 霧峰區 新鑿井 1,200 108/109 

28 大甲 8 號深井更新 大甲區 新鑿井 1,000 108/109 

29 外埔淨水場 3 號新鑿深井 大甲區 新鑿井 1,000 108/109 

30 大肚 1 號新鑿深井 大肚區 新鑿井 2,000 108/109 

屏
東 

1 屏東淨水場 15號井 屏東市 既有井恢復 1,500 106/107 

2 屏東淨水場 18號井 屏東市 既有井恢復 1,500 106/107 

3 屏東台糖紙漿廠 6號井 屏東市 既有井恢復 3,000 106/107 

4 林後農場第 5號井 潮州鎮 既有井恢復 2,000 106/107 

5 林後農場第 6號井 潮州鎮 既有井恢復 2,000 106/107 

6 南岸農場第 6號深井 潮州鎮 既有井恢復 2,000 106/107 

7 南州糖廠深井 南州鄉 既有井恢復 5,000 107/108 

8 萬丹社安段 1號井 萬丹鄉 既有井恢復 3,000 107/108 

9 九如玉泉段 1號井 九如鄉 新鑿井 3,500 108/109 

10 九如玉泉段 2號井 九如鄉 新鑿井 3,500 108/109 

11 萬丹社安段 2號井 萬丹鄉 新鑿井 3,000 108/109 

合計 100,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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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效益 

(一)增加桃園、新竹、臺中等地區總計每日 8 萬立方公尺緊急備

援水量，可作為因應氣候變遷、枯旱及災害緊急事件發生之

備援水源，並可減少移用農業用水及進入第三階段限水之機

率，對於民生及國家經濟穩定發展有助益。 

(二)提高臺中、屏東兩地區總計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常態地下水

備援水源，有助於穩定颱洪期間、枯旱時期供水穩定度，降

低因河川原水濁度過高、水文枯旱而影響供水之風險，改善

部分地區水壓不足及減量供水問題，加強管線末端復水能力，

提升用水效率及供水品質。 

(三)完成 303 站地下水觀測井網無線傳輸建置及改善工程，作為

緊急備援用水取用地下水監控之用，藉以提高地下水觀測即

時性，掌握地下水資源情勢。 

(四)完成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規劃，掌握較佳之地下水補注

區域、補注方式，建立居民地下水復育觀念與復育後之願景

圖，並做為本署與地方溝通橋樑，減低美濃地區居民對於地

下水抽用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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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瞻第 1 期(106-107 年度)執行情形 

一、進度及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7 年 10 月底) 

(一) 工作進度情形： 

1. 計畫總累計執行進度：預定 10.53%，實際 10.39%，落後

0.14%。 

2. 107 年度截至 10 月執行進度：預定 55.3%，實際 53.87%，

落後 1.43%。 

(二)預算執行情形： 

1. 計畫總經費：3,400,000 千元。 

2. 前瞻第 1 期(106 年至 107 年)可用預算數：252,350 千元。 

3. 前瞻第 1 期(106 年至 107 年)截至 10 月執行率：95.30%。 

4. 107 年度截至 10 月執行率：95.22%。 

二、重要執行成果及里程碑達成情形 

(一) 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 桃園地區：工程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上網，預計 11 月 16

日開標。 

2. 新竹地區：工程分 2 標辦理，第 1 標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

決標，預計於 107 年 11 月 7 日開工。 

3. 臺中地區：工程分 2 標辦理，第 1 標於 107 年 9 月 17 日

開工。 

4. 第二階段嘉南及高屏地區：已完成規劃方案覆核檢討、水

文地質及水質調查作業。 

(二) 常態備援水井建置： 

1. 臺中地區：已完成 19 口水井發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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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屏東地區：已完成 2 口水井，可出水量每日 0.4 萬立方公

尺，另完成 3 口既有井發包。 

三、年度績效目標達成情形、總體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一)107 年度目標增供桃園、新竹及臺中地區每日 3 萬立方公尺

緊急備援水量，109 年度總計增供每日 15 萬立方公尺緊急備

援水量：目前備援井工程桃園地區已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上

網、新竹地區第 1 標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決標、台中地區第

1 標於 9 月 17 日開工，尚無工程完工。 

(二)107 年度目標完成第二階段防災緊急備援井網檢討、調查與

基本設計：嘉南及高屏地區已完成規劃方案覆核檢討、水文

地質及水質調查作業。 

(三)107 年度目標增供臺中及屏東地區每日 2.2 萬立方公尺常態

備援水量，109 年度總計增供每日 10 萬立方公尺常態備援水

量：目前已完成屏東地區 2 口，可增供每日 0.4 萬立方公尺

備援水量。 

(四)桃園、新竹及台中地區緊急備援水井均已完成現地勘查、工

程設計及用地調查，因出水量未達原規劃水量，部分既有水

井不堪使月，用地無法取得等因素，研擬因應對策致落後，

且無法達成原目標，擬提報修正計畫，已於 107 年 10 月 31

日召開水資源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目標趕辦 107 年底前奉

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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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108-109 年度預定執行項目 

一、年度可支用預算數 

(一)108 年 

108 年可支用預算數：10 億元，其中水利署執行防災緊急

備援井網工程 5.60 億元，投資台水公司執行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導水管及常態備援水井建置工程 4.40 億元。 

(二)109 年 

109 年可支用預算數：14 億元，其中水利署執行防災緊急

備援井網工程 2.55 億元，投資台水公司執行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導水管及常態備援水井建置工程 11.45 億元。 

二、年度預定執行工作及里程碑 

本計畫延續 106-107 年度辦理之工作，擬定 108-109 年度各工

作項目之重要里程碑如下。 

(一)防災緊急備援井網 

1. 桃園地區 

 108 年 7 月完成每日 1 萬立方公尺水井工程。 

 108 年 8 月完成新建導水管發包作業。 

 108年 12月完成緊急備援目標量每日 1萬立方公尺。 

2. 新竹地區  

 107年 12月完成緊急備援目標量每日 1萬立方公尺。 

 108 年 1 月完成第 2 標工程發包。 

 108 年 12 月完成每日 3 萬立方公尺水井工程。 

 109 年 1 月完成新建導水管發包作業。 

 109年 12月完成緊急備援目標量每日 3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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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中地區 

 108 年 3 月完成第 2 標工程發包。 

 108 年 7 月完成每日 2 萬立方公尺水井工程。 

 108年 8月完成 108年度備援井新建導水管發包作業。

109 5 

 108年 12月完成緊急備援目標量每日 2萬立方公尺。 

 109 年 5 月完成每日 4 萬立方公尺水井工程。 

 109 年 6 月完成 109 年度備援井新建導水管發包作

業。 

 109年 12月完成緊急備援目標量每日 4萬立方公尺。 

4. 第二階段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 

 108 年 3 月完成嘉義、臺南、高雄等地區防災緊急備

援井網建置第一次地方說明會。 

 108 年 9 月底前提出改善策略與可行方案。 

 108 年 10 月完成嘉義、臺南、高雄等地區防災緊急備

援井網建置第二次地方說明會。 

 108 年 12 月完成嘉義、臺南、高雄等地區第二次地方

說明會。 

(二)常態備援水井 

1. 臺中地區 

 107 年 12 月第一階段常態水井完工(6 口)，完成常態

備援目標量每日 1.1 萬立方公尺。 

 108 年 12 月第二階段常態水井完工(10 口)，完成常態

備援目標量每日 4.1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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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2 月第三階段常態水井完工(17 口)，完成常態

備援目標量每日 7.0 萬立方公尺。 

2. 屏東地區 

 107 年 12 月第一階段常態水井完工(5 口)，完成常態

備援目標量每日 1.1 萬立方公尺。 

 107 年 12 月完成潮州鄉及南州鄉送水管工程設計。 

 108 年 12 月第二階段常態水井完工(3 口)，完成常態

備援目標量每日 2.0 萬立方公尺。 

 108 年 12 月完成潮州鄉及南州鄉送水管工程；另完成

萬丹鄉及九如鄉送水管工程設計。 

 109 年 12 月第三階段常態水井完工(4 口)，完成常態

備援目標量每日 3.0 萬立方公尺。 

 109 年 12 月完成萬丹鄉及九如鄉送水管工程。 

(三)其他相關工作 

1. 台灣地下水觀測站井無線傳輸設備建置 

 108 年 6 月完成 303 站地下水觀測站無線傳輸設備建

置。 

2. 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調查及規劃 

 108 年 3 月完成基本資料蒐集。 

 109 年 3 月完成外業調查工作。 

 109 年 6 月完成工程方案規劃。 

3. 高雄美濃地區地下水復育計畫-公民參與 

 108 年 9 月完成訪談與基本資料蒐集。 

 109 年 6 月前完成地方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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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進度控管機制 

為使本計畫可如期、如質、如度完成，將定期召開執行進度控管

會議及訂定工作里程碑及查核點，以確實掌握執行進度，並定期盤點

里程碑及績效達成情形，臺灣自來水公司及經濟部水利署進度控管會

議召開方式說明如下： 

一、臺灣自來水公司 

由自來水公司計畫主持人(副總工程師)每月召開進度控管會

議，掌握本計畫投資該公司辦理各項工作執行情形，以確保達成目

標備援水量及預算執行率。 

二、經濟部水利署 

由計畫經理人(副總工程司)每月召開本計畫控管會議，以掌握

整體計畫辦理情形及協助解決問題；總工程司每月召開水利署之列

管計畫會議，督促工進。並每月填報「行政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

將計畫辦理情形及預算支用狀況提報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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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計畫」 

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複評及考核小組第三次會議 

106-107 年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及辦理情形 

 
一、會議時間：107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會議地點：經濟部水利署台北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三、主持人：賴署長建信(鐘副署長朝恭代)              記錄人：蔡明道 

四、審查委員意見及辦理情形：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吳專家陽龍 

一、四個計畫已獲核定實施、執行單位

均明確列出執行內容及項目已發

包執行或正發包中，日後的執行控

管及連動式檢討修正至為重要，以

期計畫達成預計效果，作為後續推

動的參考。 

感謝指導。為利計畫順利推動，本計畫

已擬訂進度管控機制，按月召開管控會

議，持續滾動檢討計畫執行成效，相關

經驗將可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二、台北市部份亦由北水處辦理相關的

計畫，是否將其納入，請主辦單位

考量。 

感謝指導。本計畫建置之地下水備援井

係提供納入自來水供水系統作為備援

使用，以減少缺水風險並提高供水品

質；經査北水處刻辦理台北市 72 口防

災地下水井建置計畫，預計 107 年底前

完工，以提供重大災害事故發生時之生

活雜用水使用，其水質不可飲用或接觸

人體使用，與本計畫目的略有差異，建

議暫不納入。 

簡專家連貴 

一、本次水環境計畫水與發展，各案都

已依前次審查修正補充，大都屬示

範推展與研發性質，是有前瞻及符

合永續發展需求，各相關單位努力

推動，值得肯定。 

感謝指導。 

二、為落實計畫目標，建議應有滾動式

檢討機制，強化計畫整體遠景目

1.感謝指導。為利計畫順利推動，本計

畫已擬訂進度管控機制，按月召開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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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執行績效與社會經濟效益及政

策宣傳推廣。 

會議，持續滾動檢討計畫執行成效，原

規劃備援井建置地點倘因用地無法取

得、地下水水質水量不符預期等問題，

將檢討調整建置地點因應，以達計畫目

標。 

2.為強化整體計畫宣傳推廣，水利署將

建置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專屬網站，以

宣傳推廣本計畫目標及執行成效。 

三、主要推動防災緊急備援井網及常態

備援水井建，計畫目標、具體執行

內容與推動及進度管控機制，預期

成效明確，對降低缺水風險有助

益，大致符合要求。 

感謝指導。 

四、建議應有全國優先推動之需求分

析，以作為推動依據。 

本計畫為建置枯旱時期救急之備援井

網，於 105 年評估地下水仍有餘裕地

區、供水相對較不穩定、產業集中且無

地層下陷潛勢及 104 年度枯旱限水區

域，擇訂桃園、新竹及台中地區優先辦

理，並擬以第一階段備援井網建置經

驗，推動辦理第二階段嘉義、台南、高

雄及屏東地區；另為提高常態供水效率

及品質，擇定水文地質條件較佳之台中

及屏東地區辦理常態備援水井建置，相

關說明可參考行政院核定本及本執行

計畫書計畫概述章節。  

五、善用地下水資源，結合自來水系統

有其必要性，應依地下水資源及現

有水井分布，及水資源需求，建立

水井建置空間之規劃及水資源總

量供給評估。 

本計畫備援井建置地點已於規劃階段

進行區域水資源備援需求評估、地下水

可用水量分析、缺水衝擊分析、現有水

井調查等，並以地下水水文地質、水

量、水質較佳且臨近淨水廠及供水管網

等地區作為備援井建置地點，且優先採

用既有水井，必要時再鑿設新井，以避

免造成環境影響衝擊下，發揮最大備援

效益。 

六、防災及備援水井建置應有總量管理

及監測計畫，以避免影響既有合法

水井之使用。 

感謝指導。水利署已於全台建立共計

794 口地下水位觀測井，並訂定各觀測

井之管理水位，可作為區域地下水管理

之參據。並將於本計畫辦理全台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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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井網無線傳輸建置，以強化地下水

資源監測即時性及可應用性，後續將持

續檢討及補強觀測井網密度，並擬定操

作維護管理機制，以利地下水資源永續

利用。 

七、建議應進行水井水資源建置供給政

策環評，以利後續推動。 

感謝指導。本計畫為因應氣候變遷提供

枯旱救急備援用水使用，已於規劃階段

評估區域水資源供需狀況，委員意見將

納入第二階段備援水井建置推動參考。 

莊專家順興  

一、建議加強水位(安全出水量)及周遭

監測井之掌握。 

感謝指導。水利署已於全台建立共計

794 口地下水位觀測井，並訂定各觀測

井之管理水位，可作為區域地下水管理

之參據。並將於本計畫辦理全台地下水

觀測井網無線傳輸建置，以強化地下水

資源監測即時性及可應用性，後續將持

續檢討及補強觀測井網密度，並擬定操

作維護管理機制，以利地下水資源永續

利用。 

二、水井出水水質，建議加以掌握。 感謝指導。本計畫於規劃設計階段已將

地下水水質納入考量並進行相關檢測

工作，倘水質不符預期，將滾動檢討調

整備援井建置地點，以達計畫目標，並

將擬訂後續維護管理操作機制，以確保

出水水質安全。 

三、建議加強計畫效益之展現。 感謝指導。本計畫主要為提供抗旱時期

枯旱救急備援水量每日 15 萬噸，以減

少移用農業用水及進入第三階段限水

之機率，對於民生及國家經濟穩定發展

有助益；另提供常態備援水量每日 10

萬噸，可改善部份地區水壓不足及減量

供水問題，加強管線末端復水能力，提

升用水效率及供水品質，其可量化及不

可量化之經濟效益詳如行政院核定本。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黃簡任技正志元) 

一、本次會議 4 項計畫多為推廣或示範

性質的工作，符合前瞻推動宗旨，

爰表示支持及肯定。 

感謝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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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擬推動地區亦位於自來水系

統供水壓力較大地區，表示支持及

肯定；惟建議後續營運期間宜加強

地下水位監測工作，並積極與當地

居民溝通協調。 

1.感謝指導。水利署已於全台建立共計

794 口地下水位觀測井，並將於本計畫

辦理全台地下水觀測井網無線傳輸建

置，以強化地下水資源監測即時性及可

應用性，後續將持續檢討及補強觀測井

網密度，並擬定操作維護管理機制，以

利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 

2.本計畫推動期間各執行機關將與當地

代表及民眾充分溝通，以獲取地方共

識，俾利計畫順利推動。 

經濟部水利署(林組長元鵬) 

一、未來建議朝建置地下水即時監測網

(包括更多觀測點位)方向努力，俾

利能公開給民眾即時查閱及瞭

解。另本計畫如何與既有自來水供

水系統連結運用，建議宜與台水公

司密切溝通合作。  

1.感謝指導。水利署已於全台建立共計

794 口地下水位觀測井，相關資訊亦已

公開於「水文資訊網整合性服務系

統」、「地理資訊倉儲中心」及「政府資

料開放平台」等網站供民眾查詢參考使

用，惟大部份觀測井尚無即時資料，為

強化地下水監控及資料公開，水利署將

於目標108年完成全台地下水觀測井無

線傳輸系統建置，以提供即時且多元之

地下水文資訊。 

2.本計畫執行期間相關會議及現地勘查

等皆會邀請水公司相關執行單位密切

參與，以利順利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