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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文所述，近年來台灣工商業發展迅速，人民生活水

準提高，對水量及水質的需求，要求大增。但相對的水源開發

及水質的改善均不容易，這不但造成供水成本升高，而且有些

情況下還造成缺水的困境。面對著這些問題，吾人除了更加盡

力規畫開發水源、改善水質之外，更要設法從需求面的管理著

手，提升用水使用效率，期能合理的達到水資源供需的平衡。

目前在水資源需求面呈現的不合理現象有:農業灌溉用水

量佔總用水量的 75% '而農業產值占全國國民總生產值僅約

3%而己，工業部門用水量佔約 9% '而其產值約佔 35% 。隨

著我國產業結構的改變，未來我國的用水結構也會有所改變。

一般估計工業用水的比重逐漸增加，到民國 100 年時，預估工

業用水的比率將達 12.45% '而農業用水的需求將逐年下降至

66% 。

可見，未來工業用水部門及農業用水部門與其對產值的貢

獻比率，仍然相當的不均衡。當然，農業部門用水對社會福祉

的貢獻不僅僅在於經濟面，其對環境生態維護、地下水的補充

等亦不容忽視。但是農業用水量與其對國民生產總產值的比率

懸殊，確實是一項值得探討的大問題。過去曾有不少專家學者

提供農業用水對社會福祉貢獻的評估，但大多未能有嚴謹的論

證以獲取大家的共識。今後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產業未來發展趨勢頗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未來產業結構

走向未明朗化之前，其用水的成長率如何，實在難以確切地評

估。而足以影響我國工業部門產業結構的因素有許多，除了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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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在因素外，圍內方面諸如財經政策、環保政策、能源政

策、法令規章的變動等等都會對產業結構有影響。而在財經政

策及法令規章方面有幾項特別重要的是:水權分配、水權費的

開徵、水權移轉或交易以及合理水價的訂定等。所以，任何探

討水權或水價問題的研究均須對產業結構影響及用水的影響作

量的評估，才能知道水資源供需不平衡情況得以改善的程度。

總之，工業部門對水資源的利用與利用效率是互為因果的。但

何者為因，何者為果郤不甚明確。好在有一種綜合性，同時作

成決策的經濟模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它就是所謂一般均衡模

式。

在本文中，作者對於影響水資源使用的各項因子都有詳細

的探討。遺憾的是，沒有對各項因素可能影響用水量作出初步

的評估。所以，無法知道這些制度的改革到底會產生多大的影

響。如果水價能夠大幅度調整的話也許缺水的危機就可以解

除。如此一來，水權費或水權交易等問題可能就不再成為急迫

的問題，從成本效益的觀點而言，這可能是極為值得探討的策

略。

至於水資源的保育，其實是增加水資源供給及提升水質的

辦法之一。在水資源開發不易的情況下，保育幾乎是唯一增加

水資源供應的管道，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只是本文主題是以水

資源的利用與保育並重，但綜觀內文，卻發現絕大部分的篇幅

探討的是利用方面的問題，而且在利用方面還相當深入探討各

項制度的經濟誘因機制;但在保育方面卻比較偏重於技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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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這種不平衡的酒蓋方式不知是原先就已經作出此規畫，

亦或無心造成的結果。

總而言之，台灣水資源問題的核心是有缺水的可能性，如

果因為某項措施能夠大大降低這種可能性的話，也就可以不必

急於探討其他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作出某形式的排序是

必要的。透過這些問題探討，能有助解決台灣水資源的問題，

並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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