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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兩岸交流

台灣河川污染整治
未來水的願景
文/溫清光（成功大學環境工系暨研究所教授）

從1960開始，為了整治淡水河之

污染，政府經由聯合國之協

助，規劃台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經

過半個世紀的努力下，清除高灘地的

垃圾，建造民生、迪化、八里和內湖

等污水廠及最近新北市環保局在大漢

溪流域所做的污水截流淨化設施，以

及河岸活化、生態廊道等，改善淡水

河的水質，營造河岸景觀。其他地方

河川的水質是否也有改進呢？生活污

水、工業和畜牧廢水三大污染源控制

的情況如何？以及污染如何改善？在

此提出個人觀察與建設。

河川水質改善成效

台灣地區大小河川很多，河川水質

台灣省政府自1975年開始做有系統之

採樣分析和建檔儲存，環保署成立後

在57條較重要之流域設有水質監測

站。可以從河川水質的歷史資料，評

估污染改善情況。表一是環保署近

20年來調查水質，計算河川污染指數

(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得

到各種污染程度的百分比。由該表可

看出1996到2001年間水質逐漸變好。

該期以後輕度污染的減輕至未受或稍

受污染，中度污染減輕變成輕度污

染，而嚴重污染逐漸減少為中度污

染。若再從河川氨氮、BOD、SS和

DO四項水質目標達成率（簡稱達標

率，列於表二）看，1996年以後之達

標率，每年約以1.5%之速度逐年增

加，但還沒有超過四成。而這四項水

質項目中，又以氨氮達標率最差。

污染源及其消減速率

河川污染主要來自生活污水、工業

廢水和畜牧廢水三種。台灣經過二次

大戰之破壞，50年代以農村復建為

主，工業也是與農業有關之糖廠、肥

料廠、以稻梗為原料的紙漿廠和以蕃

薯為原料的製粉廠，後兩種產業廢水

嚴重污染到河川。60-80年代的初期

的紡織染整業和後期的石化業，80年

起養豬竄起，廢水嚴重污染河川，一

直到1997年發生口蹄疫止，養豬頭數

才從一千多萬頭降到六、七百萬頭，

使農業縣一些河川的水質突然改善很

多。90年代以後電子工業，使污染物

的種類起了很大之改變，加上很多工

廠出走大陸，對河川污染減輕不少。

根據歷年來環保署之估計，河川污

染以前是以工業污染量最大，但經過

多年之管制，最近幾年以生活污水排

出的污染量最大，約佔47%（以生化

需氧量BOD計），畜牧廢水（主要為

養豬廢水）次之佔36%，工業廢水雖

然產生之污染量最大，但因控制較

好，排出之污染量只佔17%。台北、

南投、澎湖、宜蘭及花東地區以生活

污水的污染為主，桃竹苗地區以工業

污染為主、台中、高雄地區以生活污

水和工業廢水污染並重，其他中部及

南部地區以養豬廢水的污染為主。

 

1.生活污水污染量之消減

生活污水靠污水廠之處理污水，營

建署對污水處理率的定義是公共污水

下水道、專用下水道收集污水處理之

人口數，和建築物處理設施處理污水

之人口數的比率，不包括截流處理的

雨污水量。其實台灣大部分的污水下

水道系統，第一期工程常用截流雨水

下水道的污水處理，例如淡水河流域

等截流系統等皆是。到2010年11月污

水處理率為52.8％，公共污水下水道

用戶接管率為25.8％。其實目前對建

築物處理設施的處理並沒有達到正常

的效果，對用戶接管率也有高估的現

象，因為用戶接管率是用接管戶數的

比例計算，而一戶以四人計算，比實

際每戶人數多，加上很多有戶籍的空

屋，在計算接管戶時也計算在內。例

如台北市接管率，到去年底早已超過

100％，但根據台北市政府下水道工

程處實際統計接管人數除以人口總

數，接管率只有65%。

台灣因雨量多易淹水，所以比較重

視雨水下水道，已接近全部普及，但

污水下水道的建設較被忽視。1991年

以前接管率只有3%（如表三），到

2010底大約是26%，20年來只增加

23%，平均一年不到1.2%接管率。第

四期下水道建設計畫目標是每年增加

3%，假設生活污水所佔的污染比例仍

維持47%，則河川每年大約可減少

1.4%的污染量。第四期計畫已執行了

一年，要達到3%的目標似有困難。

2.養豬廢水污染量的消減

養豬廢水排出之污染大約佔總污染

的36%，廢水處理效果普遍不佳，不

易管制。一頭豬的污染相當於四個

人。2007年發生口蹄疫，全台養豬頭

數從1991年的1009萬頭（如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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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2010年的613萬頭，共減少了

38%，總污染量約減少14%，對幾個養

豬大縣河川水質的提升大有幫助。

3.工業廢水污染的消減

工業廢水雖然還有很多污染問題，

但是卻三種污染源控制最好的一種。

根據環保署統計，2001年產生之污染

量是2258公噸/日（以BOD計），排出

是473公噸/日(7)，削減率是79%。工

業廢水排出之污染量雖佔不到兩成，

但對有害物質的控制是當務之急。

河川污染整治願景與方法

河川污染整治的願景是將河川整治

成清淨、優美而自然的河川，吸引人

親近。良好的水質是親水的先決條

件，削減、控制流入河川的污染，才

能使河水清淨。為了達到這個願景，

環保署每年提高四項水質目標達成率

到「2%」。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須相

關單位配合，控制方法建議如下： 

1.加速生活污水處理和污水下水道

建設

營建署對用戶接管率增加的速度，

每年至少要達到3%以上

2.污水、廢水處理後再利用，以降

低污染量和增加水資源

由於自來水之用水量逐年增加，開

發新的水資源常遭抗爭，不易推行；

加上水處理技術日漸進步，成本逐漸

降低，將污水廠放流水再經高級處

理，回用為工業用水或補充水源，不

但可增加水資源，還可減少水污染。

3.工業廢水之管制

加強石化和高科技工業廢水管制，

提升放流水水質項目和標準，獎勵零

散工廠遷往工業區，以利管制。

4.推行豬糞資源化，削減養豬廢水

之污染

規劃養豬專業區，獎勵零散養豬戶

遷入，集中收集豬糞，發酵回收沼氣

和肥料。豬糞是資源是能源，不是污

染物，應好好利用。

5.截流受污染之排水處理

由於每年3%的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處理污水的速度太慢，養豬廢水又難

以管制，河水水質改善速度無法合乎

民眾要求，截流處理是一種最快最有

效的方法。除了淡水河外，高雄的愛

河、台南的運河整治等都是使用這種

方法，才能迅速改善水質。環保署和

營建署應互相配合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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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台灣地區河川水質污染程度變化表(1)

表二：台灣地區河川水質目標達成率(2)

表三：台灣地區污水下水道用戶接管率與污水處理率(3-5)

表四：台灣地區養豬頭數統計(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