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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用水風險管理

經濟部工業局108年「產業用水效能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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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介紹



服務單位:國立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面對經營環境與國際趨勢的快速變遷，企業面臨許多持續營運的挑戰。為協
助企業因應大環境的改變，本中心針對企業的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透
過各項輔導、訓練與整合，期許成為企業永續發展與創新經營的策略夥伴。

陳峙霖
現職：國立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經理
學歷：東海大學環境科學系研究所碩士
專長：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撰寫服務
生命週期評估
溫室氣體盤查管理實務
產品碳足跡盤查管理實務
碳中和暨碳權管理實務
水足跡暨水風險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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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介紹

「成大產業永續發展中心簡介」

面對經營環境與國際趨勢的快速變遷，企業面臨許
多持續營運的挑戰。為協助企業因應大環境的改變
，「國立成功大學產業永續發展中心」針對企業的
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服務，透過各項輔導、訓練與
整合，期許成為企業永續發展與創新經營的策略夥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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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國際脈絡，執行專案經驗豐富。
•擁有綠色永續管理之專業團隊。
•具備彚整資訊流之管理能力。
•妥善的整合企業永續發展之各項資源。

團隊關鍵優勢

無分地界，全方位服務

大陸 越南

豐富的環境永續管理系統輔導經驗

ISO9001/
TS16949

ISO
14051

ISO
28000

ISO
14001

ISO
14064 碳足跡

水足跡 ISO
50001

綠色工廠/
清潔生產 綠建築 節能檢測

ESCO

OHSAS18001/
THOSMS/
ISO45001

ISO
22000

人力資源
管理

CSR

經濟 環境 社會

環境足跡

50家 88家 192項

15家 57項 61家

26家 26棟 92家

近100本

32家 7家 8項 69家 15家

28家

AEO 139家
政府

補助計畫
(SBIR…)

26家

統計至106年5月
企業永續

碳標籤 218項

團隊經驗
單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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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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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營運的威脅
7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營運持續管理
持續狀態下
的營運風險

能源成本
及效率

品質控制

用水依賴

職業安全
維護

進出口規
範障礙

政府法令 客戶要求

違反道德
責任

財務失效

產品研發
競爭能力

生產穩定
能力

供應鏈
管理

營運瞬間
中斷風險

資料主機
損毀

經營事故

廠區事故

政府法罰 居民陳情

供應鏈
中斷 天災

全球最大保險集團AON的研究報告指出，
企業的營運中斷是2011年全球必須面對的第三大風險。
美國企業在面臨不可預期的災難後，有43%的企業將倒閉，29%則會在兩年內結束營運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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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極端化

極端氣候過去10年台灣有7年水災
官方首度證實地層下陷高鐵撐不到10年(2011-6-14 中國時報)

2016年6月豪雨季
印度近100人被雷劈死

印度從6月以來就進入了雨季
，其中大雨也伴隨而來的就
是強烈的打雷，但也因此造
成許多人被雷擊中而死亡。
根據印度政府統計，進入6月
豪雨季，因為被雷劈而死亡
的印度人，近百人

2017年6日2日
超大豪雨瞬間湧入，公車
宛如開在河裡乘風破浪

受到滯留鋒面及西南氣流影響，
北海岸及南部均降下大雨，強大
雨勢宛如海水倒灌，讓道路瞬間
變成河流；新北市金山區國光客
運公車司機遇到瞬間湧入的雨水
，只能繼續往前開，驚險畫面宛
如開在河水裡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量
美國：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為360公升
台灣：
•每人每日生活用水為274公升
•台灣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高出全球平均值14%
•工業循環用水只有57%，德國及日本都達90%以上。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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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年平均氣溫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中央氣象局

工業革命

高於0.85度
2017包含陸地及海洋
的全球平均氣溫比過去百年( 1901- 2000年)平均值

1880年至2017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趨勢約為每10年上升0.07℃

最近30年，每10年上升0.18℃

台灣
1898年至2017年13個平地站溫度上升趨勢為每10年上升0.13℃

最近30年，每10年上升0.23℃

台灣均較全球溫度上升幅度來得明顯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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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資料來源：世界經濟論壇 Global Risks Report 2017_CN_Final

水危機風險度提高 水危機自2012年起
連續六年成為全球風險前五名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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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重要性

The Global Risk
Report 2019中指出，
Water crises 蟬聯全球
重大風險之一，不論從
民生或從企業的角度，
用水危機皆為需要高度
關注的議題。

The Global Risks Landscape 2019The Global Risks Landscape 201

極端氣候

天然災害

失敗的氣候變遷決策武器氾濫

水危機

網路攻擊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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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經濟活動產生大量用水

除基本生活
所需之外

大部分用
水來自於
經濟活動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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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應用於全球資源流動評估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14

國際工業產品水足跡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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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Country Blue Grey Total
No.15 Korea, Dem People's Rep 27.0 514 541
No.22 India 13.3 253 266
No.32 China 9.82 126 136
No.7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88 26.5 31.4
No.138 Germany 2.60 2.96 5.56
No.166 Singapore 0.16 0.00 0.16

Blue Grey Total
Global 

average 4.03 38.9 43.0

m3/1000USD

Country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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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的全面認知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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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策略及方向

物理性風險

企業形象風險

政策管理風險

財務風險

氣候變遷已確定為未來幾十年內各個國家、政府、企業與人民面臨的最大挑戰!

水資源管理
國際趨勢

企業將增加面對供應鏈或
自身營運時淡水資源短缺之風險

社會對於企業是否能妥善
使用水資源及有效管理之
疑慮，導致企業形象受損

當地政府可能性的增加限縮及
干預水資源之使用權

上述各項風險皆可能增加
財務支出以及減少企業獲利

衡量企業用水現況 水資源管理策略設定 利害相關者溝通 水資源管理資訊揭露

企業水資源管理策略建立

水資源相關風險掌握企業用水風險

Walmart Sustainability Index

CDP Water Disclosure 

DJSI(道瓊永續指數)

Ceres AQUA GAUGE

國際採購大廠及供應鏈管理平台要求

NGO

投資人

消費者

投資人

企業水資源管理步驟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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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投資指標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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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強制特定產業編製CSR報告書

從高雄氣爆到接連爆發的黑心油食安問題，企業的社會責任再度引發關注，因此，金管會今(18)
日表示，明(2015)年開始會強制203家上市上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報告書)，主
要規範包含食品工業、金融業、化學工業，以及實收資本額達到新台幣100億元以上的公司。

金管會將擴大強制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CSR報告書）適用對象，包括資
本額100億元以上公司，擴大為50億元以上公司，並增列光電、鋼鐵、污整等耗水、耗能及高
污染產業。

首次編製者得於2015.12月底前發布。

第二次公告

首次編製者得於2016.12月底前發布

為落實公司治理，證交所宣布，自民國106年起股本
達50億元、未滿100億元的上市公司須編製申報企業
社會責任報告書(CSR)，若年度有累積虧損者，得以延
至108年開始實施。

第一次公告

2015.5.6公告

2014.9.18公告

第三次公告

首次編製者得於2017.12月底前發布
2015年10月08日新聞

2015/10/20 公告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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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Standards對水的相關揭露建議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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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水資源優勢妥善運用-案例

中國鋼鐵2017 CSR 報告書-5.2.5 水資源

永續水管理獎：建構永續性及安全性供水系統
設施，揭露水資源減量顯著績效。

評選標準：

鼓勵企業主動建立氣候變遷與水資源供給需求評估

與因應策略，落實水資源管理及調適計畫，建構永
續性及安全性供水系統設施，揭露水足跡及減量績
效，推廣綠色經濟產業，供利害關係者參考。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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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紙停工令嚇傻台股台商與昆山市協商後暫緩實施

中國昆山市府要求吳淞江部分流域工業企業全面停產半個月，衝擊270家企業，不但讓當地台商紛紛跳腳，更
衝擊台股重挫近百點，有昆山台商表示，這並非停產半個月或一個月就能解決，這樣全面停產並非合理作法。
據了解，昆山市府和業者協商後，決定暫緩實施。

中國昆山市府日前發出一份「關於對吳淞江趙屯（石浦）等3個斷面所屬流
域工業企業實施全面停展的緊急通知」，讓收到通知的台灣企業紛紛跳腳
，包括富士康、日月光、緯創、統一、台玻等企業都在名單上。

公文指出，因昆山市水質監測數據差，無法達到中國中央要求，從昨（25
）日開始到2018年1月10日對吳淞江部分流域所屬工業企業區，包含昆山
開發區、昆山高新區、花橋經濟開發區、張浦鎮、周市鎮、陸家鎮、巴城
鎮、千燈鎮、淀山湖鎮等區域停產半個月，屆時會再視水質情況，決定是
否延期。
台商指出，今年年初開始，中國政府就開始嚴格落實改善環境汙染政策，
早在公文曝光前，12月開始，就陸續有廠商被迫停產，官方因為無法查出
造成水污染的來源，因而全面要求相關廠商停產。

昆山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台協）輔導會長李寬信指出，目前昆山有100
多條江河需要整治，個別企業排放不達標，可以要求停工或給予懲罰。

面對業者反彈，昆山市府和業者協商後，決定暫緩實施。有台商私下批評
，這次停工並非在整治河川範圍，是突然停工，太突然會導致企業措手不
及，就算停工令暫緩，對企業衝擊仍大，也會讓台商因而卻步。

昆山台協會長宗緒惠說，當地台商這兩天很關心此消息，美、日企業發展
也都走過汙染整治的路，他相信企業和政府共同努力可解決這問題。

中國昆山市府要求吳淞江部分流域工業企業全面停產半個月，
讓台商紛紛跳腳。（東方IC）

資料來源：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1226fin002/?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mmpage

2017.12.26 19:55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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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風險-水價調整大幅調漲、耗水費開徵

「耗水費」於2016年5月6日三讀通過「水利法」修正案

耗水費費額=徵收對象每半年總用水量*各用水級距費率

各類用水來源之費率基礎不同，故各類水源之費率基準訂定如下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耗水費減徵作業規劃意見徵詢 106年10月

￭各用水級距之費率：引用兩種以上之用水來源時，以各用水來源水量比例分別乘以該級距該水源之費率後加總

用水人類
別 用水來源

用水級距(月用水量)
(立方公尺)

水源費率
(元/立方公尺)

一般用水
人

自來水

逾6,000 3.00

3,000~6,000 2.00

1,000~3,000 1.00

自行取水
自來水事業以外之
其他單位供水

逾6,000 1.00

3,000~6,000 0.67

1,000~3,000 0.33

醫療機構

無區分 逾起徵條件之用水量 0.33
行政機關、
學校

為民服務
機關

耗水費三級制徵收費率 節水減徵獎勵措施及減徵比例

 減徵金額=耗水費費額* 減徵費額百分比
 [減徵金額+水污費抵減金額]*≦耗水費費額的60%

經濟部水利署估計，影響最大產業集中於化材業、電子業、造紙業、基本金屬業、紡織業、食品業、石油業等工
業用水產業。約占全國近80%工業用水量。為鼓勵用水大戶、廠商節水，經濟部開徵耗水費將針對用大戶分三級
制加徵「耗水費」。

每半年(或一年)
開徵一次


減徵項目 減徵費額之百分比

(%)

製造業回收率達一定標準值以上 最高25

使用系統再生水及非系統再生水 最高 15

清潔生產評估或綠色工廠標章(經濟部工業
局)或綠建築標章(內政部)或服務類環保標章
(環保署)或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經濟部)

取得1種 10%
取得2種 15%

取得3種以上 20%

水足跡盤查 5%

經濟部水利署節水績優 5%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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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以及企業永續管理相互關聯

水資源相關
風險

企業水資源
管理策略

企業水資源
優勢運用

產品/組織
水足跡

水資源管理
工具導入 水資源管理人才訓練

用水策略整合各項外部要求文件節水績效確認

資訊揭露

水資源相關風險
掌握

企業水資源管理
策略建立

企業水資源
優勢妥善運用

創造企業競爭力、永續經營能力

產業水資源風險評估方案

壹、掌握水資源管理國際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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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台灣水資源與風險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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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世界排名第十八位的缺水國家
（地區）
＠台灣地區平均每年有二千多毫米的降
雨量
＠地狹人稠、山坡陡峭、雨勢集中再加
上河川短促
＠大部分的雨水都迅速地流入海洋。
＠人為破壞水土流失。
＠水資源被污染。
＠台灣地區每人每年平均可以分配到的
水量，只有全世界平均雨量的七分之一
而已
＠換算成每人每年可用水量大約只有一
千公噸（1,000立方公尺）

水資源現況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台灣水資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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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資源情況

台灣枯水期與豐水期降雨量比較

＊水太多
＊水太少
＊水太髒
＊水太濁
＊土沙問題
＊地層下陷
＊氣候變遷

水環境挑戰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台灣水資源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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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國際普遍認為最有可能發生的
為 A1B 情境

全球環流模式降尺度資料的選用結果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全球氣候變遷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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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多數地區的年雨量可能僅微幅
(0%~5%)減少

＊豐水期雨量則可能小幅(5%~10%)減少
＊枯水期雨量則可能中幅(10%~20%)
或大幅 (20%以上)減少

年雨量方面：
臺灣北區與東區可能小幅減少，其他地區僅
微幅減少。
豐水期方面：
絕大多數地區為小幅減少，僅澎湖微幅減少
枯水期方面：
東區可能大幅減少，南區、金門以及澎湖為
中幅減少，其他地區則為小幅減少。
月雨量方面：
除 5月與6月外，絕大多數地區的月雨量可
能減少10%以上

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未來台灣降雨情境模擬



29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氣候變遷下臺灣水資源的主要衝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台灣水資源主要衝擊與風險



30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氣候變遷下臺灣水資源的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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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臺灣水資源的主要衝擊與風險識別：
主要風險包括三項:
「地表水資源由於溫度上升與不降雨日數增加而減少」
「水庫蓄水功能由於溫度上升、不降雨日數增加以及降雨強度增加而降低」
「農業用水由於溫度上升而增加」

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氣候變遷下臺灣水庫供水營運風險分析方面：
主要風險來源包括五項:
降雨強度增加
淤積量持續增加
底孔被淤滿或阻塞
渾水現象增加
旱季時期變長

氣候變遷可能導致未來臺灣水庫容量加速減少，大幅降低調蓄功能。
以近十年的平均淤積速率推估，臺灣六座案例水庫於目標年(西元 2020~2039 年)的淤積程度最
高可能超過 70%。其中，石門、明德、德基以及曾文水庫的上游來砂率皆偏高，因此最為嚴重
。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台灣水資源主要衝擊與風險



32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台灣水資源主要衝擊與風險



33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未來臺灣雨量情境下生活用水需求可能無法被滿足的風險地
圖

未來臺灣雨量情境下工業用水需求可能無法被滿足的風險地圖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用水需求風險地圖



34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水庫供水脆弱度



35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水資源調適範圍



36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水資源調適架構



37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水資源調適架構



38資料來源：水利署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貳、氣候變遷與台灣水資源風險現況

南部地區水資源調適方案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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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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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依循標準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
為Water Footprint 
Network (水足跡網絡組

織)於11/2009公告，
02/28/2011公
告第二版

參、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企業/產品水足跡定義：企業/產品於生產製造過程中所消耗的

直接與間接用水量

 水足跡計量重點
•water volumes consumed (evaporated or otherwise not 
returned)
•polluted per unit of time

 水足跡評估類別:
Product 產品型水足跡
Consumer or group of consumers 消費型水足跡
Business企業(組織)型水足跡

●早期- WFN ●目前- ISO 14046：2014 (Water Footprint)

 ISO14046於2014年7
月通過，其對水足跡的界
定與WFN有所不同，強調
水足跡的評估或盤查是由

生命週期分析的觀點評估
水資源相關的環境衝擊。

 只有當其評估是完整的，其結果才能稱為
「水足跡」，否則必須加以標示水足跡的
特性，例如，水稀少性足跡（water
scarcity footprint）。

 根據ISO 14046，水足跡為量化水資源相
關的潛在環境影響的矩陣(metr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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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的水足跡

  

 
WFN的定義

水的流動

ISO 14046的定義

參、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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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SO14046水足跡

ISO14046的定義

單位過程

來自自然環境之流量 流向自然環境之流量

流向技術圈之流量來自技術圈之流量

-降雨
-地面水
-地下水
-海水
-半鹹水

-蒸發
-蒸散
-排放至地面水、地下
水、海水和半鹹水

-排放至空氣、土壤，
水溫變化

-處理過的水（自來水、
可使用的放流水等）

-原料投入中的含水量

-處理過的水（自來
水、廢水處理等）

-產品中的含水量

排放到不同的流城或大海

蒸發

蒸散

產品的一部分或產品

在同一流域中水資源類別轉換
(如地下水轉換為地表水)

其他的使用形式

水回收
再利用

水使用的形式

參、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水足跡分析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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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
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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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評估步驟與原則

資料來源：ISO14046水足跡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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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建立

Ｑ1推動小組成員？事有人，工有責

確實分工執行

高階主管支持

成立推動小組

工務、廠務、研發、環
安、財務

確認水流向

確認用水資訊來源

確認水平衡

確認水管理策略

盤查結果檢討
改善方案評估

內部查證

外部查證

水足跡推動需求功能

水足跡

財務

工務

廠務

研發

環安 業務

成立水足跡推動小組，透過高層支持．確實分工與執行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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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

推動小組-架構建議

Ｑ1推動小組成員？事有人，工有責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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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生命週期盤查關鍵組成

蒐集活動數據
水足跡清冊
水足跡報告書

界定標的
產品/服務

水平衡圖
建立

間接水
排放係數
確認

衝擊分析
項目確認設定

功能單位

水足跡衝擊分析
SimaPro

供應鏈
資料確認

建立
推動組織

敏感度
分析

ISO14046:2014
查證

生命週期
地圖繪製

③
②

❹■執行步驟

❶



原料
階段

製造
階段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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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2盤查邊界如何設定？從預期使用者出發

原
料
採
取

零
件
製
造

產
品
製
程

配
銷

倉
儲

消
費
者

原料 製造 配銷/零售 消費者使用 廢棄/回收

搖籃到墳墓(Cradle to grave)

原料 製造

搖籃到大門(Cradle to gate)

B2C
產品

B2B
產品

製造

大門到大門(gate to gate)

組織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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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邊界設定(範例)

以生命週期地圖協助產品邊界設定

生命週期階
段 收集項目 細項名稱

原物料階段

1.直接原料 麥芽糖、砂糖

2.間接原料 -

3.設備耗材 設備機台潤滑油

4.包材 玻璃紙、白臘紙

5.廠務投入 鍋爐清罐劑

6.污染防治投入 廢水處理藥劑

製造階段

範疇一 燃料油、柴油

範疇二 外購電力

資源 自來水

廢棄物
運輸距離 至各地焚化廠距離

運輸重量 廢棄包裝材

鑑別投入產出並繪製產品生命週期流程圖
間接水 直接水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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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N的定義

貳、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水的流動

ISO 14046的定義

Ｑ3用水來源只有自來水？全面掌握水資源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51資料來源：ISO14046:2014

水足跡分析邊界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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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SO14046水足跡

ISO14046的定義

貳、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Ｑ3用水來源只有自來水？全面掌握水資源

單位過程

來自自然環境之流量 流向自然環境之流量

流向技術圈之流量來自技術圈之流量

-降雨
-地面水
-地下水
-海水
-半鹹水

-蒸發
-蒸散
-排放至地面水、
地下水、海水和
半鹹水

-排放至空氣、土
壤，水溫變化

-處理過的水
（自來水、
可使用的放
流水等）

-原料投入中
的含水量

-處理過的水
（自來水、廢
水處理等）

-產品中的含水
量

排放到不同的流城或大海

蒸發

蒸散

產品的一部分或產品

在同一流域中水資源類別轉
換

(如地下水轉換為地表水)

其他的使用形式

水回收
再利用

水使用的形式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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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向/水平衡圖製作範例

水源

純水處理
系統

軟水處理
系統

生活用水
單元

冷卻

鍋爐

餐飲

其他生活用水單元

製程1 製程2 製程3

廠內
廢
水

處理系
統

工 業
區 污
水 處
理廠

製程水回收系統

蒸發

蒸發

耗用

蒸發

蒸發蒸發
產品的一部分

鍋爐回收水

放流

水流向 蒸發或耗用 循環使用

產品的一部分

蒸發

蒸發

其他用水
單元
單元

澆灌

消防

溢流和蒸發

溢流和蒸發

污泥含
水量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註：1.x表示水流向之水量；x為耗用（蒸發、逸散或溢流）之水量
2.製程可能是單一連續性製程或不同的多個製程

●進出平衡(包含各種使用形式)
●數據可追溯及再現
●用水資訊節點清晰

●線段代表水流向
●方塊代表用水點
●線段上數字代表水用量

用水數據來源

直接量測
水錶
流量計

分配
設備需水量分配
人員分配
其他物理性分配

水足跡分析應用-製造業廠內用水平衡圖範例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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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Ｑ5用水點數據估算方案須有佐證
數據來源依據

(1)以計量器優先，例如:流量計之每日抄表紀錄。（是否校正？）

(2)參數推估法
•冷卻水塔:原廠數據資料-蒸發損失及飛濺損失
•鍋爐排水:原廠數據資料-排水量及頻率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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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5用水點數據估算方案須有佐證
數據來源依據

堰測法

容積法

★ 用於明渠水流量測定
★ 測量精密度低

★ 利用已知容積，測量依定時間內流入
之液體體積後計算水量

其他 ★ 以水泵特性曲線估算
★ 以設備之額定水量估算
★ 運用類比法和替代法估算
★ 以測量之流速乘過水斷面面積估算
★ 利用經驗法和直觀判定法估算

(3)其他推估法

各項推估法之也要有所依據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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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總整理

1)水平衡圖：無水平衡圖、或水平衡圖為建廠時申請水
措繪製，與現今水流向情形已不符合。

(2)水平衡圖數值無法平衡，放流水量大於用水量。
(3)各用水點數據估算數值及計算公式無法證明(如：冷
卻水塔蒸發逸散、生活用水量等數值)。

(4)用水來源(地下水、雨水、冷凝水等)未完全包含。
(5)水表：主要耗水點未裝設或裝設不完全，水表未進
行校正或故障，抄表數值誤值。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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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水足跡相關標準及企業運用

其他注意事項

(1)各用水點數據，若原無水表，可先以加裝之後數據回
推未裝水表之前的數據。

(2)各用水點數據估算時，可以規格書上建議數值計算。
(3)原水表裝設位置為用水點的進水或出水口需確認。
(4)產品本身若有含水，需納入計算
(5)廢水污泥清運時有含水率，需納入計算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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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盤查表單
參、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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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盤查表單

類型 進水量 排放水量 耗用水量

水源類型
(組織流入之水量)

投入原料含水量 X

地面水 X

地下水 X

自來水 X

雨水 X

冷凝水 X

…

組織流出之水量

排放至地面水體 X

排放至工業區污水處理
廠 X

蒸發、溢散 X

廢棄物含水量 X

產品含水量 X

…

組織水足跡盤查表單-盤查清單(範例)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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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生命週期評估軟體支援
資料庫搜尋

選用符合資料

輸出衝擊結果各階段資料輸入數據資料分析衝擊結果分析

參、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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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評估結果-ISO14046模式
參、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

水
匱
乏
性
足
跡
評
估
報
告
書

用水量 水質
項目 數量 單位 項目 數量 單位

直接耗水量 2,726 M3/年
直接BOD量 20   KgBOD/年
直接COD量 735  KgCOD/年
直接SS量 50   Kg SS/年

組織層級水匱乏足跡彙整表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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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Ａ 廠Ａ

水足跡分析應用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水足跡分析應用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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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查證作業流程
參、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

客戶產品生命週期主張

初始審查

標準符合性評估

數據品質&現場查證

技術審查

自行查證
2nd party

第二者查證

3rd party

第三者查證

符合性品質等級低 高

•確立查證邊界(B2B)
•保證等級
•實質性...etc.

•範圍及邊界
•功能單位
•產品流程
•供應鏈

•生命週期評估工具
•活動數據/排放源
•一級數據及二級數據

......etc.

•供應鏈 •顧客

•數據品質規範、樣本、截斷原則及測試方法
•分配方法學、GWP值、排放係數
•數據蒐集流程、代表性...etc.

•所有發現事項結案提報技術審查
•查證意見出具

2nd party

(第二者查證)

3rd party

(第三者查證)

查證聲明書範本

企業可視需求進行外部查證作業 取得ISO14046查證證書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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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跡盤查輔導時程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

執行項目與作業事項 第一
個月

第二
個月

第三
個月

第四
個月

第五
個月

第六
個月

成立推動小組/選定盤查產品

水足跡相關條文解析

鑑別產品生命週期

建立廠內用水平衡圖

數據蒐集及分配原則建立

衛星廠資料確認及資料庫查詢

水平衡計算

完成盤查清冊水足跡盤查報告書及水資源依賴風險評
估報告書建立

完成外部查證作業

肆、水足跡計算暨盤查步驟說明及常見問題



66

伍 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ALLIANCE FOR WATER STEW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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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這一紙停工令嚇傻台股台商與昆山市協商後暫緩實施

管理補助：
獲得『AWS國際可
持續水管理標準』
認證，可獲得RMB 
10萬補助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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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水資源管理的全面策略

Nestle Waters於2018年6月，宣佈2025年前，所有生產場址，
皆將通過AWS認證。
藝康集團、可口可樂、Olam International和通用磨坊等大型跨
國企業也都在全球多地開展了AWS認證。另外，許多跨國零售及
消費品牌：例如：APPLE、Edeka，H&M和DELL等也都在推動供
應商開展AWS的實施與認證。

2008
AWS國際聯盟成立

2014
國際標準發佈

2019
全球首個認證頒佈

2017/18
全球超過100個會員機構

全球上百個工廠和農場項目
正在實施，遍佈所有大洲

截至目前，共有22個用水
場只獲得AWS及AWS黃金
認證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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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供應鏈水管理策略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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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發展大事紀

Phase 1: AWS Standard Development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Phase 2: AWS System Development & roll-out under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2015 2016 2017 2018

Corporate commitments to AWS Certification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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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伙伴

国家标准制定

项目伙伴

亚太区项目资助方

ICT产业

重點行業項目夥伴和進展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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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2.0)
2019.3.22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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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LL

PUS
H

污染物總量
限排

線上監控
IC卡管理

雨水管控

企業環境突發
應急回應備案

臨時性限產
停產

按日記罰

政府補貼節能
減排設備投入

減排量補貼

環境信用
評級

綠色供應鏈

管理提升獎勵（
e.g. AWS認證）

排放權交
易制度

懲罰性水價
/電價

綠色信貸

自然資產
審計

環境領跑者/
水效領跑者

AWS帶來的正面效益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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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與ISO14001:2015標準比較

同樣為PDCA循環管理的邏輯
AWS著重步驟化概念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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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目前之水管理相關標準

Risk assesment tools
風險管理工具

Water Accounting tools
用水計算工具

Water reporting tools
資訊揭露工具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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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目前之水管理相關標準涵蓋面

管理層承諾

收集數據、
分析水有關
的挑戰、風
險、影響與
機遇

制定改善計畫

實施
具體改善項目

評價
水管理績效

對水管理工作
進行溝通和訊
息公開 ISO14046水足跡

＠國際各項水管理相關標準，僅涵蓋數據收集（Step1)與對外
溝通(Step5)
＠ＡＷＳ具有水風險管理完整邏輯

肆、水足跡計畫推動說明伍、AWS國際可持續水管理標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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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峙霖
E-mail:foren0516@gmail.com
Tel: 06-2762477
Fax:06-2760680
地址：台南市東區大學路1號(勝利校區舊總圖後棟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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