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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質的惡化意味著家庭、農業和工業用途的水資源減少，目前國際著重在如何
獲得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儘管這些問題相當重要，在國際舞台上仍沒有得到
很好的解決方法。 

 縱使各國有相似的文化、地理、環境等，但水資源管理辦法卻大不同。WEPA

成員彼此提供對於空間與季節不同的水資源管理，讓水環境管理可以更全面性
的考量不同面向的事情。 

 在每個國家的執行情況不同。在某些國家，水質普遍改善；在一些地區，尤其
是在城市和城郊地區，依然存在著嚴重的污染問題。寮國與柬埔寨等國家雖被
認為水質良好，但隨著人口的增加、經濟的活絡，尤其在旱季汙染更為嚴重。 

 自2000年以來一直加強水環境管理的框架，許多WEPA夥伴國家，不斷反映每
個國家水環境的實際狀態。 

 

 

 

本計畫之目的： 



儘管水環境管理的有效性面臨許多挑戰，此報告提出大家關心議題與有效措施如下： 

1. 管理權力下放：一些國已將水環境管理的權責下放置地方政府，有助於管理的
實施。有些國家未將地區與國家權責區分清楚，造成政府工作人員管理面臨問
題，尤其是該地利害關係業者。 

2. 適當的監測和收集監測數據，以確定是否目標水保護環境實現與否：WEPA會

員國家已經建立了水質標準與水環境管理的目標。但水質監測並非全然有效，
技術人員的能力也必須注意，確保資料收集的正確性與完整性。 

3. 污水處理設施的引進和管理：對於沒有集中污水處理設施的國家，尤其是在城
市地區，引進污水處理設施是至關重要，以便讓各國應對日益嚴重的污染負荷。 

4. 政策上的一致性：水環境管理政策和河流/湖泊流域管理政策的一致性綜合水

資源管理、流域管理，是一個重要的概念改善水環境治理。在一些已經引入流
域層面管理國家，但水質管理等方面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5. 公民意識與法律的建立 



WEPA成員國水環境管理法規基準： 



WEPA成員環境水質標準： 



WEPA成員環境水質標準(續)： 



WEPA成員汙水排放標準： 



WEPA成員汙水排放標準(續)： 



WEPA各國水環境管理概況與未來挑戰 



國家 概況 未來挑戰 

柬埔
寨 

該國部份地區在乾季時，面臨水源短缺，特別是在家庭
及灌溉用水方面，主要因基礎建設不足（如蓄水池、水
庫、運河及灌溉系統）。水源主要用於農業(56%)其次為
家庭(17%)、畜牧(13%)、工業(4%)、其他(10%)。預計未
來10年隨著人口、經濟繁榮將會加重水需求與汙染。 

1. 要建立國家及地方政府的能力，並加強國家及地方的制度；    
2. 國際社會／捐助者提供的技術支持；3. 利用其它方法提昇公共
意識，加強公眾參與；4. 加強施行環境法規；5. 在國家預算中，
加入提昇公共意識及相關議題的預算，以及；6. 與該地區中的各
國進行密切合作。 

中國 

中國的總水資源量佔全球第6位，但因中國大量人口，每
人平均分配的水資源量很低，僅為2200 立方公尺，相當
於全球平均的1/4。另外，中國的水資源分配相當不平均，
南方地方非常豐富，北方則很貧乏，這與中國人口、田
地、及經濟的分佈不一致有關。七大主要河流如遼河、
海河受到嚴重汙染(過錳酸鹽指數、油、氨氮) 

 

根據國家的第11次5年環境保護計劃，確認了以下的優先議題：
確保達成COD減量目標、確保飲用水源的安全性，以及促進主要
河流流域的水污染預防與控制。 
 

印尼 

2億5千萬的印尼人口中，最少有80%的人無自來水可使用。
因為乾淨水源難以取得或取得有限，大部份人仍然直接
使用河水做為飲用、洗澡及清潔用，但近年來這情況已
呈現下降趨勢。在2006年，平均每人年度的水資源減少
比率為15-30%，可用乾淨水量正在加速減少，正成為該
國嚴峻挑戰。 

僅管因為中央分權的關係，水資源管理機構已轉為地方政府，但
是也設立了省市雙層政府架構，省及市都可以直接訂定法規；設
備與人力資源也已分配給地方政府，但是某些地區的水環境行政
管治機構，仍然面對不同的難題，像是預算不足及能力發展的問
題，水質測量方法的欠缺，以像是對於地方排放標準的法規宣傳
不足。在未來，如何鼓勵地方政府建立水質管理的能力，也是重
要問題之一。 

日本 

僅管日本擁有很大的降雨量，但可用水資源卻受到季節
性河流流量的變化影響，一年中的可用水資源分配並不
穩定。隨著人口、經濟活動增加，家庭及工業用水量已
增加了將近3倍，家庭用水量卻呈現下滑趨勢。再加上工
業用水回收系統的發展，工業用水量已趨於穩定，所以，
已逐漸減少對水源（如河流）的額外需求量。農業用水
中有超過90%是用於稻田灌溉，用於旱田灌溉及牲畜的用
水比率，每年正些微上升中。 

在河口、湖泊和水庫，以及市區河流的水質並未有所改善，有害
化學物質的污染繼續變得更嚴重。與其它水體相比，封閉水體中
符合水質環境標準的比率很低，特別是河口、湖泊及水庫，因為
他們的排水區域中有很大的污染來源。另外，氮與磷的流入，也
造成藻類污染。至於地下水，被監測的水井中有4.3%不符EWQS

的硝酸鹽氮及亞硝酸鹽氮規定，大部份的水井被認為受到被施肥
的土壤、牲畜排泄物、及家庭污水的污染。為保護地下水，有需
要使用適當方法，防止污染，但是，商業設施的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的污染，像是三氯乙烯，是主要污染源，有待將來加以研究。 

韓國 

韓國的年度降雨量，為全球平均的1.3倍，但是，每人平
均降雨量僅為全球平均的1/10，平均每人可使用的家庭用
水資源也很低，為1550噸／年，而且根據聯合國資料，
韓國是全球缺水國家之一，僅管與其它OECD國家相比，
水使用率算較他國為高。 

環境部的水質政策將會更著重於不可分解的污染物及總磷。這政
策將會對一直管理不良的小型河川、河口及沿岸，進行水質管理
－目前政府水質政策多只針對上游地點的集水區及主要河流部份；
環境部計劃擴大泥沙與非點源汙染監測系統，以進行整體性的水
質評估。 



國家 概況 未來挑戰 

寮國 

全國人口約為6百萬，整體可利用地表水資源為332.5立
方公里，相當於每人每年可使用超過5.5萬立方公尺，與
其它亞洲國家相比，該國人均用水資源為最高，但寮國
幾乎沒怎麼發展全國的可用水資源。大型水庫的總蓄水
量為7立方公里，相當於每年表面水量的2.8%。農林部
的水質實驗室報告指出，根據過去15年的監測資料顯示，
寮國水質平均來說是好的，但主要城市地區仍有水污染
問題；另外，因為淤積、土地流失、及持續的乾旱，造
成水體及集水區水質繼續劣化。 

雖然在水質監測、模型及其它技術強化方面，存在不少挑戰，必
須要有一個更有系統的管理方法。目前，一些負責水資源的部門
及行政機構，獨立進行水質管理(水質監測及分析)。WREA需實行
它在水資源與環境管理方面的權力，在水質管理中扮演更積極領
導的角色，需要採用更強而有力的水質政策及策略，才能處理水
資源的快速發展。國家水資源政策及策略的更新，再加上可能修
訂水與水資源法，也要考慮修訂並設定協調的水質監測標準及處
理流程，對於負責整體及地區部份水質監測及管理的機構，及系
統化的合作處理流程與機制。 
 

馬來
西亞 

馬來西亞擁有豐富的水資源，僅管會出現季節上的變化；
地表水提供97%的家庭、工業、及農業用水，從河流中
取得的水，約有80%是用於灌溉，在將來，家庭及工業
用水佔地表水的比例，將會更大。飲用水提供範圍普及
全國大部份地區，少處偏遠隔離地區因地理位置，使用
地下水井或是鄉村供水計劃。 

目前主要的水污染來源，來自未被完善處理的污水、農業及製造
業的排放、以及牲畜養殖業的排放。從1990-2006年的河流水質監
測結果趨勢顯示，河流水質一直有所改善，但是，某些河流流域
仍被評定為＂污染＂，所以需討論這些河流流域的水質改善議題。
水質管理需討論的另一議題是河流重建，另外，適當管理水質源
的方法是整合性河流流域管理（IRBM）方法。 

緬甸 

水部門的目標就是要透過永續發展水及水資源，減輕貧
困並改善生活標準，並且也要保護環境。僅管緬甸有著
豐富的水資源，目前也不缺乏水源。農地上的水使用效
率仍然很低（約40%-50%）。錯誤的灌溉用水使用，造
成積水；因為滲透作用，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壤鹽化；
上游過度使用水，造成下流使用者無足夠水量可用，並
造成受污染的水回流，污染了淡水水資源。 

在緬甸水資源相關的次級部門，像是灌溉與排水、環境及生態系
統的水資源、飲用水、工業用水、及衛生，應將這些加以整合。
在水資源管理方面，環境影響評估仍很弱，因城市持續快速工業
化，都市化地區附近有很多工廠，需要傳播適當的污水處理知識，
才能控制工廠直接將污水排入河川的問題。其它水環境管理中的
弱點為缺乏適當的監測設施、水質控制的定期監測管理資料，以
及缺乏飲用水的基本水質標準。僅管有很多與水方面有關法律規
定，但是大部份的法規都需要修訂，因此需重新修訂法規才能重
新制訂統一的水資源法律，才能提出更有效的法規架構，夠促進
合作，並管理水資源。 
 

菲律
賓 

菲律賓擁有豐富的水資源，雖然可用水資源受限於地理
條件及季節影響。菲律賓永續發展中所面臨的重要議題，
便是水質惡化，預計每年因水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為
670億披索，包括衛生損失的30億披索，漁業產品損失的
170億披索，及觀光損失的470億披索。 

菲律賓有著許多與水資源相關的法律，但是執行力很低，再加上
很多問題，包括資源缺乏、資料不完整、及不同機關與地方政府
單位（LGUs）之間合作不良。 
 



國家 概況 未來挑戰 

泰國 

水質監測計劃的結果顯示，大部份集水區水質都符合
水質標準及指導準則，但是人口聚集地區的河流，則
受到不同點來源所排放的污水污染，因此需要利用各
種方法來減輕污染，像是是建立污水處理廠、處理危
險廢棄物、管理農業廢棄物、控制工業廢棄物、及管
理其它污染來源。地下水方面使用過量，因此造成了
嚴重的地層下陷問題，這地區也觀察到高度鹽化的問
題。依據國家環境品質加強與保護法，有兩種監測計
劃：排放水質及接受水質監測。對點污染來源的所有
者或持有者，需要對排放進行監測，並且要蒐集數值
及資料，並且要提出排放監測計劃的記錄及說明。政
府部門進行接受水質的監測，以維持水質，要提出全
國水質年度報告。 

1. 加強污水處理 

泰國自1992年即特別發展水環境管理，也制訂法律架構，並不斷改
善。在都市化地區，如曼谷主要由家庭污水所造成的污染，仍很嚴
重，因此要提倡發展污水處理，以減少污染量，但是，污水處理面
臨很大的挑戰，包括費用的設定及收取，還有知識缺乏的員工。所
有的建築物都被要求設有污水處理設施，並要符合排放標準，但是
仍存在非法排放及排放未充份處理的污水問題。 
2.鼓勵公眾參與及志願採取行動 

泰國政策鼓勵公眾參與及私人企業自願採取方法，來改善公眾用水
的水質，目前政府正在發展中小型企業綠色採購計劃（SMEs）。 
3.提倡流域管理方法  

水環境管理的新興挑戰之一，就是要提倡流域管理方法，這方法可
以整合水質及水量管理，改善水質，但是目前的管理系統，未能有
效互相合作來提倡這種整合。 
 

越南 

與環境標準比較下，該國水質普遍來說是好的，但是，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越南的地表水、地下水及沿岸
水，正受到污染。流經越南的河流均提供豐富的水資
源，每年有2550億立方公尺，但是，因為基礎建設發展
不足及資金缺乏，每年僅利用到530億立方公尺。越南
全國的降雨量分配並不平均，再加上乾季過長，在許
多地區造成嚴重的水源短缺問題。越南河流網路中許
多河流的集水區，源頭來自其他國家，這使得該國的
水資源，很容易受到上游國家用水及發展決定的影響。 

2005年的環境保護法中，明確指出要進行水環境保護，要保護水資
源，就要能成功實施該法及其它與水環境有關的計劃。為了改善該
國政策執行力，需要加強檢查環境法規的執行力及遵守程度，並要
考慮到財政投入及專業人員方面。訓練地方上的人員，也是重要的
方法之一。另外，也要加強水資源管理方面的國際合作，特別是與
柬埔寨、寮國、泰國、及中國的合作，因為很多國際河流都流入越
南。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