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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行政院於 102 年開始推動放流水再利用政策，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積極配合推動，過程中經歷用水大戶意願調查、用水端媒合、契約簽

訂、水價確認或施工方案評估調整等等困難點，在政府端與民間企業

間多方溝通、跨機關部門協調與集思廣益，最終，全臺第一座供應高

科技廠商製成用水的再生水廠-臺南市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及再生水

廠)於 111 年 12 月 30 日正式通水啟用，每日供應 8,000 噸再生水，接

續臺南市安平再生水廠亦於 112 年 3 月 20 日正式通水啟用，雖然水

質與永康再生水廠一樣採行高標準，然安平再生水廠水量將大幅提升

至每日供應 10,000 噸(後續供應水量將提升至每日供應 37,500 噸再生

水)。除營運中之永康再生水廠及安平再生水廠外，臺南市還有全臺

第一座以換水方式供水的仁德再生水廠，工程進度推展已如火如荼的

積極趕辦，預計 113 年底完工，屆時可再增加每日供應 8,000 噸再生

水。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為順利推動再生水計畫，於 112 年 4 月 5 日至

4 月 9 日由石國宏科長率水利局同仁等一行 4 人，前往日本大阪區及

京都區參訪；除了事先的準備再透過實際觀摩、研習與討論，期能進

一步瞭解日本再生水及污水之先進處理技術等運作經驗。 

此次參訪地點包括久保田株式會社、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

(Nitto,Inc.)及東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TORAY)，並參觀日立造船株式會

社，預期這些考察成果可做為未來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推動污水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開發或海水淡化廠建置等相關業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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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人員名單 

 

 

人員姓名 職稱 服務機關  

石國宏 科長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養護工程科 

郭伯維 

科長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水利行政科 

詹時碩 正工程司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綜合企劃科 

王宗惇 副工程司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新建工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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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緣由或目的 

3-1 考察緣由及目的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遷以及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水資源的永

續、循環以及再利用已然成為鋒頭上的全球性議題。臺灣地區因特殊

地理環境因素，水資源主要補助源頭需依靠降雨，然而臺灣降雨量雖

多，但因特殊特性，雨量呈現南北不均之明顯差異，導致南部地區偶

有用水緊張之情事，於供水穩定性造成嚴峻挑戰。爰此，為強化枯水

期穩定的水源供給，持續辦理各項穩動供水策略，以減低對可能降雨

不均的依賴，政府從106年起就已在前瞻計畫陸續推動各項水資源建

設，迄今已增加每日197萬噸水源，相當於全臺18%公共用水量。同時，

中央法規於111年5月18日修正「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內容，建置更

完善的制度並提升效益，足以顯示未來將繼續提升水的重複循環使用

率，讓水的使用次數最大化，以及水的使用噸數最小化之決心。 

 

面對氣候異常，造成南臺灣水資源之極大衝擊，中央、地方及民

間機構持續齊心抗旱，一起面對有限水量之使用共同努力。中央政府

朝向｢多省水、多找水、多調水｣為目標。經濟部水利署制訂2023年穩

定南部供水抗旱計畫:強化區域調度每日3.6萬噸(效益約110萬噸)、增

加南部地區每日13.6萬噸水源(效益約420頓)及提升淨水場處理能力

每日約5萬噸(效益約460頓)，顯示中央對於水資源推動極為重視。 

 

現階段臺南市民生及工業用水每日約108萬噸用水，主要補注水

源為依靠降雨的水庫蓄水，在有限水資源條件下，今年度(112年)3月

臺南市已實施橙燈減量供水，於執行第二週臺南市每日用水量為約

101萬噸，而其中其他水源(含再生水)供應2.8萬噸水量。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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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開發其他水源(如再生水)供應工業用水或非與人體接觸之使用

水，讓有限水資源用水調度更加彈性，促進民生與工業用水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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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考察內容及重點 

日期 研習內容 研習重點 

04/5(三) (下午班機)移動日  

04/6(四) 
久 保 田 株 式 會 社

(Kubota) 

1. 與 傳統活 性污泥 法

(CAS)相比，MBR 法可

以操作在更高的活性

污 泥 濃 度

(8,000~15,000mg/L) 可

以有效減少生物處理

槽容積。 

2. 於水淨廠中各種廢水

的 MBR 設施設計及維

護處理。 

04/7(五) 

1. 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

司(Nitto ) 

1. RO、UF 及 MF 膜於生活

中應用之範圍。 

2. 日東電工技術介紹 (黏

合、塗佈、高分子功能

控制及聚合物分析與評

估)及產線參觀。 

2. 東 麗 株 式 會 社

(‘TORAY’) 

1. 先進水技術處理整合

工法及系統產品分享。 

2. 專業分析實驗室介紹

及 Toray 小型博物館參

觀。 

04/8(六) 日立造船株式會社(Hitz) 

1. 前處理系統技術分析。 

2. 臺南城西焚化爐設備供

應商。 

3. 太陽能供電蓄電設備與

污水廠結合，朝向碳零

排放目標 

04/9(日) (下午班機)移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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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程 

此次日本考察過程，就污水及再生水處理技術專業技術分四

家重點公司及單位進行參訪，相關參訪過程、簡介及內容如下。 

 

4-1 久保田株式會社(Kubota) 

人類生存不可或缺三大領域:食物、水跟環境，為解決社會課

題，Kubota 將｢提高食物生產力與安全性解決方案｣、｢提升城市

環境與生活環境解決方案｣及｢促進水資源與廢棄物循環解決方

案｣融合各類產品、技術與服務的綜合解決。 

其中｢促進水資源與廢棄物循環解決方案｣，Kubota 著重於減

少社會生活或產業活動中的環境負荷，將生活排水與污水進行淨

化處理或是循環再利用，並且於處理過程中構建 CO2減排，對於

生態環境影響降至最低。 

Kubota 之膜品在全球已達 6,600 處工程實績，且在日本高度

淨水處理設施中採用率約 80%以上，可見 Kubota 品質及產品定

符合客戶端所要求。 

膜生物反應器(MBR)是一種經過驗證的廢水處理方法，結合

了生物處理技術和膜過濾技術，用於最終固液分離。MBR 不需

要傳統活性污泥法所需的沉澱池。與傳統活性污泥法(CAS)相

比，MBR 法可以操作在更高的活性污泥濃度(8,000~15,000mg/L)，

可有效減少生物處理槽容積。 

KUBOTA Submerged Membrane Unit(SMU)久保田液中膜是專

用於 MBR 技術的膜設備。液中膜可直接進入在活性污泥中，透

過｢平板｣液中膜的固液分離濾出乾淨的放流水。膜材質為氯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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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最大孔徑為 0.4µm(平均孔徑:0.2µm)，可阻擋活性污泥中的

大多數微生物。平板膜的設計提供足夠間距能有效於讓污泥暢通

流動，避免污泥中的雜物推機或纏繞。久保田膜片可在池內實施

藥液清洗，無須從池內取出膜組。 

Kubota SP/SP-A 系列是專為中大型廢水處理應用而優化的

MBR SMU 型號。SP 系列的｢膜匣｣是由 40 片平板膜所組成的，

每匣具有 10.00m2 的過濾膜總面積；SP-A 系列的｢膜匣｣是由 45

片平板膜所組成的，每匣具有 11.25m2的過濾膜總面積。此設計

提高膜組裝密度及減少曝氣量需求。使用卡榫裝置將｢膜匣｣疊放

在膜框架組合成｢膜組(膜組件)｣。此連結卡榫也同時為抽水處。

結構簡化，方便於安裝及現場維護與操作流程。此外，膜曝氣管

不僅有助於膜面維護(清潔)系統，還有助於提高氧氣傳輸效率。 

SP/SP-A 系列所需豐量變小、在相同池子大小所能容納的膜面

積變大，進而擁有了三大優點；｢所需曝氣量降低/節能｣、｢土

木成本降低｣及｢節省組裝時間｣。 

久保田液中膜 SP/SP-A 系列具有不同高度的型號，可滿足各

種水深跟廠房占地需求，更能滿足新憲有不同池子體積及有面積

限制的舊廠。 

Kubota 社研發在水領域應用 loT 的新型服務”久保田智慧基

礎設施系統(KSIS)”。目前根據與 NTT 集團合作協議進行 AI 設

備診斷等技術的研發，並一次應用到實際服務中。Kubota 可從產

品單項供應、成套設備產品到系統售後服務的整體解決方案，將

提升客後服務品質且提高操作管理效率。 

久保田株式會社（總公司：大阪市難波區，社長：木田正俊，

以下簡稱“本公司”）的“中濱污水處理廠水處理設施開發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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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下簡稱）已獲得大阪市的批准作為“這個項目”）。已

被訂購。通過首次引入智能 MBR“SCRUM”與老化設施維護相

結合，我們將增加設施的功能，為改善道頓堀河和東橫堀河的水

質做出貢獻。背景如下 : (資料源 https://www. kubota.co.jp/ 

sustainability/esg-policy/index.html) 

(一)、 中濱污水處理廠開始自來水已有 50 多年，設施日趨老

化。此外，由於它是將雨水和污水收集在一根管道中

的合流下水道，下雨時可能會將未經處理的水排放到

河川中。為保護出水水域環境，需要對合流制下水道

進行改造，並進行深度處理以去除氮、磷。 

(二)、 此外，大阪市正在推進水利設施的建設，尤其是改善

作為“水之都大阪”象徵的道頓堀川的水質是當務之

急。 

(三)、 該項目將隨著設施的開發引入最新的高速過濾技術和

智能 MBR“SCRUM”，實現節能並改善排放目的地

的水質，為大阪水邊的繁榮做出貢獻。 

(四)、 項目的特點:與東芝株式會社共同開發的 MBR 污水處

理系統節能技術 SCRUM，是一種風量控制技術，根據

運行情況預測膜堵塞，優化供氣量，可減少耗電量與

久保田 MBR 污水處理系統相比大約減少 50%。 

(五)、 將開發一種膜單元，通過提高膜的集成度，將用於膜

清潔的空氣量減少約 60%（與我們公司相比），以及

一種虹吸過濾系統，該系統利用水位差來減少將膜過

濾所需的電力減少約 99%。結合我們的專有技術，我

們的目標是將電力消耗降低到 0.25 kWh/m 3 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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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MBR 污水處理系統不需要沉澱池來分離處理後的

水，這在正常的污水處理過程中是需要的。對改造很

有用。該項目旨在通過將現有的沉澱池改造成高速過

濾設施來改進聯合污水處理系統。 

(七)、 MBR 污水處理系統通過孔徑為 0.2μm 的膜過濾，可

以獲得非常清澈的處理水，不含大腸桿菌。通過將這

種超高級處理水輸送到東橫堀川，我們將為改善道頓

堀川和東橫堀川的水質做出貢獻。 

該項目利用最新技術和我們迄今積累的經驗，解決污水處理

廠改造和更新中的各種問題，如處理廠老化、節能、合流制下水

道改造、河道水質改善等。解決我們將繼續挑戰解決包括下水道

在內的水環境領域的各種問題。 

節能技術概要 

在 MBR 污水處理系統中，水處理設施總耗電量的 90%以上

是用於向膜分離器和反應池供氣的鼓風機。在這次共同開發中，

我們建立了一種控制技術，可以根據每個污水處理廠的不同運行

條件優化空氣供應量，我們預計可以減少 50% 的電力消耗。

https://www.kubota.co.jp/kubotainfo/index88.html 

https://www.kubota.co.jp/kubotainfo/index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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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MBR 供氧監控已達鼓風機節能效率 

MBR 污水處理系統圖 

(資料源 https://www.kubota.co.jp/sustainability/esg-policy/index.html) 

久保田集團為了實現長期願景 GMB2030，正在推進久保田

獨有的 ESG 經營（K-ESG 經營）。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旨在實現

久保田集團的中長期增長，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通過商業解

決環境和社會問題將能夠創造出兼具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企

業價值。為此，重要的是要加速創新，與利益相關者產生共鳴和

參與，並建立可增強可持續性的治理。K-ESG 經營推進體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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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K-ESG 經營圖 

 

圖 4-1-3.  Kubota 膜生物反應器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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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Kubota 液中膜(SMU)介紹 

 

圖 4-1-5.  Kubota 液中膜(SMU)結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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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Kubota 液中膜(SMU)優點 

 

圖 4-1-7.  Kubota 膜匣及膜片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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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Kubota 膜匣型號越大，單位容積膜比面積越高，膜池所需面積越小 

 

圖 4-1-9.  Kubota 液中膜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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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0.  Kubota 液中膜優點 

 

圖 4-1-10.  Kubota 液中膜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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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1.  Kubota 液中膜優點 

 

 

圖 4-1-12.  Kubota 液中膜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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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3.  Kubota 液中膜第一座 SP 系列安裝照片 

 

圖 4-1-14.  Kubota 產品現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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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5.  Kubota 產品說明 

 

圖 4-1-16.  Kubota 液中膜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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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7. Kubota 產品說明 

 

圖 4-1-18.  Kubota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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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9.  Kubota 合影留念 

 

圖 4-1-20.  Kubota 產品說明 



23 

圖 4-1-21.  Kubota 歡迎入口 

4-2 日東電工股份有限公司(Nitto,Inc.) 

日東電工集團成立於 1918 年 12 月 25 日，資本額為 267 億日

幣，合併銷售額為8,560億日幣(約78億美元)，員工總人數為29,704

人。主要生產商品的範疇為高分子聚合物的工業材料及貼合技

術，以及與環境相關的尖端電子設備。 

日東產品應用在生活各處:汽車產業(輕量型防震材料、車身面

板加固防震材料、車身表面保護膜)、LCD、OLED、HDD(LCD 光

學膜、透明導電薄膜、HDD 專用電路懸架)、電子材料(多孔薄膜

濾材、電子光學配件、熱解膠片材)、環境(苦鹹水/海淡 RO 逆滲

透薄膜、廢水回收 RO 逆滲透膜、特殊應用 NF/RO 膜、超純水用

終端超濾 Final UF 膜)、醫療(治療透皮貼劑、經皮貼片、手術貼

片)及住宅建築材料(建築透氣防水膠帶、地板保護膠帶、不平整

面防水透氣膠帶)，上述材料皆為目前量產品，日東也持續在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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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新應用、新市場積極持續開發新產品，且為符合全球環境 ESG

議題，日東未來將持續朝向環境友善產品進行精進，以為環境保

護盡一份心力。 

技術分析: 

1. 黏合技術:將其在膠黏技術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新技術相結

合，以創造最適合客戶需求的膠黏劑。將針對膠黏劑設計

技術、膠黏劑性能評估、層壓技術、離型技術、姬材設計

及膠黏劑合成技術進行分析及評估。 

2. 塗佈技術:在高性能膠片的製造中，日東著有專有處理技

術。精密塗佈技術、聚合技術、乾燥技術、分離混合技術、

基板轉印技術及黏合技術。 

3. 高分子估能控制技術:日東設計許多獨特的聚合物來符合

客戶的各種需求。聚合物設計、拉伸技術、表面處理技術、

配劑技術、光敏聚合物技術、控釋技術、聚合物共混/合

金技術及有機/無機雜化技術。 

4. 聚合物分析與評估技術:檢查優化聚合物合成和生產，以

向客戶提供可靠的技術和可靠性。附著力評估、電氣/電

子性能評估、食用評估、光學性能評估、分子模擬、聲振

動特性分析、房地產模擬、安全性評估、形態觀察及高分

子結構評估技術。 

日東集團事業擴展至全球各地，目前共有 3 個膜相關的大型

製造工廠和超過 20 個 NF/UF/RO 膜相關的銷售和技術服務據點。

而此三大膜製造工廠分別為日本滋賀工廠(Shiga plant)、美國加州

工廠(Hydranautics plant)和上海松江工廠(SongJiang plant)。而此三座

工廠分別有其任務，簡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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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滋賀工廠：膜研發中心、膜分析中心、膜片製造、捲

製 8 吋/4 吋膜、終端超濾 UF 製造。 

➢ 美國加州工廠：膜研發中心、膜分析中心、膜片製造、捲

製 8 吋/4 吋膜、特殊用膜製造。 

➢ 上海松江工廠：僅捲製 4 吋 RO 膜。 

日東膜品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從自來水廠過濾(UF/RO)、建築

物廢水回收處理(UF/MF)、農業用水(UF/MF)、食品廠(RO/UF/MF)、

水純化(RO/UF/MF)、超純水系統(MF+RO+UF)、電廠鍋爐給水除

鹽(MF+RO)、海水淡化工廠(UF+RO)至離岸油井硫酸鹽去除裝置

飲用水(NF/RO)，皆可依客戶需求，進行可行性評估及最適化之膜

品項搭配，以利在系統設計時，將所有可能之風險，將其明確化

並協助找出解決方案，以達水處理後產水要求之規範。 

除膜品技術開發之外，日東集團針對 RO 膜殼密封裝置上的

排氣孔技術進行研究改良，並獲得相關專利。採用新型端板排氣

構造，允許在啟動過程中快速將水導入並釋放在膜管中的空氣，

可以快速地進行膜殼內與膜元件之間的氣水交換，以降低啟動過

程中壓差過大，而發生爆裂風險，亦可保護元件避免破裂。此設

計最主要目的為保護人員生命安全，並避免客戶端的 RO 系統在

高壓操作下發生意外，不論是人員意外或系統意外，發生後皆對

客戶產生莫大損失(人員/財產/操作效率…等)，所以日東在發展膜

相關事業的同時，也是對於安全非常重視。 

經由日東日本滋賀工廠的專業詳細說明介紹，看似簡單的製

造技術流程，卻有非常多的專業技術囊括在內，且日東也對於缺

水缺電危機也能感同身受，所以日東在節能(電)、大水量及超高

壓(零排放、高濃度濃縮)的膜產品上也持續進行研發，以為未來

能夠在水處理領域能有盡環境保護的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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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理念: Nitto Group 的企業理念由三個要素組成：我們

的企業使命，使我們的思維方式與實現使命相一致的願景，以及 

Nitto Way，即我們的價值觀。 

使命：以創新理念為客戶創造價值貢獻力量我們 Nitto Group 

希望保持不懈追求客戶認為有價值的產品、系統和創意的態度。

我們的使命是不僅向我們直接聯繫的客戶而且向每個利益相關

者提供安全、繁榮、舒適和富裕。 

願景：創造奇蹟，為了實現我們的使命，即作為一個團隊“以

創新理念為客戶創造價值做出貢獻”，全球所有 Nitto 員工都必

須持有相同的願景或前景。我們將這一願景定為“創造奇蹟”。

每一位員工都將挑戰自我，去探索和啟發世界；換句話說，我們

將努力在日常工作中創造奇蹟。他們將共同產生在許多不同領域

改變世界的力量。 

日東之道:Nitto Way 是一套價值觀，表明每位 Nitto 員工都應

該踐行什麼，以實現 Nitto 的未來願景。Nitto Group 的所有員工

都應該理解“The Nitto Way”並積極工作，注意身體安全和心理

健康，以實現我們的“使命”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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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只有 Nitto Group 才能展示出的價值 - 歷史悠久的優

勢以及自創的商業模式，讓一切成為可能。 

除了以之為本的多年來不斷發展的聚合物合成和加工技術的

核心技術實力和企業文化的基本優勢之外，Nitto Group 很榮幸能

擁有多樣化的業務領域和具有競爭力的知識產權，這些都源於上

述的基本優勢，以及涵蓋廣泛工業領域的寶貴客戶群。從長遠來

看，為了達成持續增長和不斷增加企業價值的目標，我們必須極

盡努力擴大我們的業務領域，就是「三新 活動(三個「新穎」活

動)」和「利基市場頂級策略」──日本 Nitto Group 的兩個初始

的 商 業 模 式 ─ ─ 讓 一 切 成 為 可 能 。 (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nitto.com/) 

從現有產品中發展「新的」應用產品，針對這些產品，以新

技術加之或利用新技術開發「新的」產品並擴展他們的用途，從

而創造「新的」需求－直譯為「三個新穎活動」，三新活動是 Nitto 

Group 的專有行銷方法，我們透過重複三個「新穎」的循環以持

續進步，努力遵循了 50 多年。 

最初有塑膠膠帶，這是一種常見的產品，其主要用途是電絕

緣。透過開發各種新技術／功能和產品用途，我們創造了新興行

業新客戶的需求，包括電線製造商、住房開發商，以及汽車製造

商。Nitto 致力於研發、生產和銷售的三新活動，同時採取以客戶

為導向的方法，已經成為 Nitto 推動創新的「DNA」，並且是 Nitto 

成長的驅策引擎之一。 

https://www.nit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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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日東電工(株)滋賀事業所(資料來源：

Nitto

 

圖 4-2-2. 日東集團公司參訪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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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日東集團參訪合照 

 

圖 4-2-4. 日東集團參訪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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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日東集團參訪解說 

 

圖 4-2-6. 日東集團參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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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7. 日東集團參訪合照  

 

圖 4-2-8 日東電工公司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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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日東電工公司太陽能發電及水處理之顯示板 

 

圖 4-2-10. 日東電工公司零排放處理過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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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日東電工公司海水淡化廠技術介紹及實績 

 

圖 4-2-12. 日東集團之簡介圖片(資料來源：Ni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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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3. 日東集團之簡介圖片(資料來源：Nitto) 

 

圖 4-2-14. 日東電工公司膜相關製造工廠及全球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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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5. 日東電工公司 UF/NF/RO 膜的應用範圍 

 

圖 4-2-16. 日東/Hydranautics 提供全部粒子區間分離的 RO NF UF MF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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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7. 日東/Hydranautics RO 滲透結構  

 

圖 4-2-18. 日東/Hydranautics 捲式 RO 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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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9. 日東電工公司膜能夠在更安全的環境下操作 

 

圖 4-2-20. 日東電工公司膜能夠在更安全的環境下操作 



38 

 

圖 4-2-21. 日東電工日本滋賀廠的自動捲膜設備 

圖 4-2-22. 日東電工大事記 



39 

4-3 東麗株式會社(‘TORAY’) 

東麗集團在全球共有 29 處的營運處，其子公司或相關企業

遍佈世界各處，日本小計 116 處，海外地區則有 201 處，共計

317 處，員工人數更達 48,842 人，規模範圍相當廣大。東麗集

團追求極限永不間斷，力求創新，故在研究與技術開發方面，

以有機合成化學、高分子化學、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為核心及

基礎，進一步開發聚合、製紗、纖維應用加工、製膜、有機合

成等重點技術。除此之外，更拓展至電子與資訊材料和圖形材

料、碳纖維複合材料(碳纖、碳纖複合材)、生命科學(醫藥、醫

療器材)、水處理(廢水處理薄膜與相關設備)與各事業範疇，不

斷研發先進材料並投入市場，以達滿足客戶需求度。正確理解

顧客需求與技術價值、充分發揮集團整體能力，正是推動東麗

創新的重要基石。 

東麗集團除了提供客戶達標滿意度外且能安心使用的產品

外，並持續改善品質標準，提升品質目標。另外，東麗集團亦

致力於自然與環境的調和，區域與社會的共生，自主持續提升

環境水準，留給子孫富有的生活與良好的環境。於是，近年來

致力於「綠色創新」與「生命科學創新」領域中，跨組織活動、

緊密合作以及技術交流等，分別投入 50%與 30%的經費，讓社

會資源能多次使用且資源永續留存。 

業務多元化產品類中，在水處理與環境相關業務方面，提

供水處理膜技術以解決全球性的水資源問題，並供應各式產

品，協助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改善健康及美化生活。其中，水

處理 RO (逆滲透) 膜無論是技術水準或市占率，均在全球位居

領先地位。 

‘TORAY’逆滲透(RO)和納濾(NF)螺旋纏繞膜自 1968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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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直在生產，從醋酸纖維素膜元件開始。如今，產品線包括全

系列最先進的交聯聚酰胺複合膜，都是根據 ISO-9001 認證製造

的，以確保產品和服務質量的一致性。RO 膜為去除各種溶解污

染物最佳可用技術，可去除農業有機材料、多價離子及一價離

子，生產優質再生水。另外，針對處理水樣水質不同(如海水)，

東麗集團亦提供產品手冊，可依產水需求選用不同膜系列及膜通

量。 

超濾(UF)元件系列（包括加壓和浸沒式配置）採用 PVDF（聚

偏二氟乙烯） 中空纖維，具有業界最高的機械強度和耐化學性

（氧化、pH）之一，可有效去除懸浮物和病原體等微生物，適用

於各種淨水應用。水處理將從膜管外側擠壓到到內側的概念，其

孔徑相當於 1 根頭髮的 1/5,000，因此可去除水中不分的懸浮物、

膠粒、細菌及病毒，為 RO 生產高質量的預處理給水。 

自 1926 年成立以來，企業是公共機構的信念一直是東麗集

團的基本經營原則。一直致力於通過我們的業務活動為社會做貢

獻，並於 1986 年確立了我們目前的企業理念“通過創新理念、

技術和產品創造新價值，為社會做貢獻”。2020 年，東麗將其自

創業以來堅持的企業理念和其他經營原則整理成“東麗哲

學”，並將其貫徹到業務活動中。 

在此背景下，令人遺憾的是，在 2021 年，東麗宣布了東麗

與美國保險商實驗室 (UL) 對某些樹脂產品的認證有關的不當行

為。對於讓這種情況發生深表遺憾，並就由此造成的關注和不便

向所有利益相關方表示誠摯的歉意。在調查此事的專家委員會報

告建議的指導下，東麗高級管理層將繼續領導執行董事會制定的

明確措施，以防止事件再次發生，盡一切努力重新獲得客戶和公

司的信任。更廣泛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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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面臨許多必須克服的挑戰，以確保全球可持續發展，包

括氣候變化、資源和能源問題、人口增長帶來的食物和水資源短

缺、自然環境的破壞以及安全和健康問題。然而，正如聯合國可

持續發展目標 (SDG) 和《巴黎協定》等倡議所闡明的那樣，我

們的共同目標和為確保人類擁有光明未來而必須解決的問題是

明確的。我們相信，我們的持久使命是通過利用我們創新的先進

材料為世界面臨的問題提供根本解決方案，從而做出獨特的貢

獻。 

東麗集團於 2018 年公佈的可持續發展願景概述了東麗集團

在 2050 年設想的以下四個世界觀。一個淨零排放世界，溫室氣

體排放完全被吸收抵消—換句話說，一個淨零排放、碳中和的世

界資源得到可持續管理的世界。一個自然環境得到恢復、人人享

有潔淨水和空氣的世界，一個人人享有良好健康和衛生的世界。 

東麗集團已經開發出有助於建設我們設想的世界的先進材

料，包括用於飛機和風力渦輪機葉片的碳纖維；生物質纖維；和

用於海水淡化的反滲透膜。以產水量計，反滲透膜累計出貨量已

達 1.05 億立方米/天，可滿足 7.3 億人的日常用水需求。 

作為我們幫助建設碳中和世界的努力的一部分，我們還在開

發技術並擴大氫和燃料電池組件的生產設施，開發 CO 2 分離

膜，並促進由回收的 PET 瓶製成的纖維。通過不斷創造諸如此

類的創新技術和先進材料，我們將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內為減少 

CO 2 排放量和吸收溫室氣體做出貢獻，從而幫助世界在 2050 年

之前實現碳中和。此外，東麗集團自身我們的目標是到 2050 年

實現碳中和，我們將通過減少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和利用碳回收

技術來實現這一目標。 

在東麗集團，我們的目標是實現健康、可持續的增長，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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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財年以來一直在我們的中期管理計劃 AP-G 2022 項目

下致力於實現這一目標。企業社會責任 (CSR) 被定位在最高層東

麗管理重點和我們的 2022 年企業社會責任路線圖指導我們在中

期系統地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活動。這些活動著重於道德和合規等

主題；安全、事故預防和環境保護；促進人權和人力資源開發。

東麗集團綜合實施經營戰略和 CSR 舉措，不斷踐行企業理念。 

自成立伊始，東麗集團就堅信研究和技術開發是建設明日東

麗的關鍵，不斷對先進材料進行研究和開發。材料之所以低調，

是因為它們隱藏在最終產品中，但歷史證明，先進材料創造了下

一代產業。例如，合成聚合物的發明激發了許多行業的誕生，包

括今天的合成纖維和塑料行業。同樣，半導體的發現導致了晶體

管、LSI 和現代 IT 行業的出現。今天，由於碳纖維複合材料的

出現，一個新的飛機工業正在發展。為了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

社會和經濟挑戰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追求

技術和材料的創新。沒有這樣的創新，就永遠不會有對市場有吸

引力的最終產品。 

開發和商業化一種材料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時間。例如，

東麗在 1961 年就開始研究碳纖維，10 年後的 1971 年開始商業化

生產，如今這些纖維被用於波音 787 等眾多飛機上。許多海外化

學公司退出了碳纖維的開發或規模化儘管東麗放棄了他們的努

力，但東麗看到了它們作為一種材料的潛在價值，並堅持不懈地

工作，通過在釣魚竿和高爾夫球桿中的應用創造現金流並提高他

們的技能，同時著眼於飛機的長期應用。這種看到材料價值的能

力和堅持到底的強烈意願是東麗研發的優勢，也是產生真正創新

的背景。此外，我們的管理層提供持續的 R& D 投資，不受經濟

氣候起伏的影響，多年來我們的研發支出佔銷售額的百分比沒有

發生重大變化。這些要點也證明了東麗研發對遠距離長期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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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諾。 

東麗研發的另一個獨特之處在於巧妙地融入不同領域和文

化，通過整合創造新的價值。Toray 已將其所有研發職能集中到

一個名為技術中心的組織中。將多個領域的專家聚集在這個獨立

的研發組織中，更容易通過整合技術創造新的創新，同時使公司

能夠通過積極利用多個領域的技術和知識來解決單一業務的問

題，從而發揮綜合實力區域。在東麗近年來特別關注的可持續創

新業務和數字創新業務中，擁有一個通過跨組織活動促進整合的

組織尤為重要，密切協作和技術互動。創新的關鍵是準確把握客

戶需求和技術價值，充分發揮集團綜合實力。 

“The Deeper, the Newer”這句話已作為東麗的關鍵詞流傳下

來，並且是我們研究人員和工程師 DNA 的一部分。這背後的概

念是，當你深入挖掘某樣東西時，結果將是新的發現和發明。我

們一直在追求極致。這種對研發的追求不能以自滿的態度來實

現；它必須基於時代的宏偉願景和社會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

創造出對社會和經濟有價值的真正創新。 

東 麗 集 團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的 方 法 如 下 :(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toray.com/global/sustainability/tcfd/) 

東麗集團秉承“通過創造新價值貢獻於社會”的企業理念。

這符合東麗自 1926 年成立以來的原則，即企業是公共機構，應

該通過業務為社會做出貢獻。基於這一企業理念，東麗集團幾十

年來一直專注於創造創新技術和先進材料，為包括全球環境問題

在內的各種社會挑戰提供解決方案，並為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

世界做出了貢獻。 

該集團將通過擴大東麗長期以來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創新 (SI) 

業務（包括可再生能源、氫和電氣化材料），幫助減少全球溫室

https://www.toray.com/global/sustainability/t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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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排放並幫助到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的世界，並通過開發有助

於吸收溫室氣體的產品，例如 CO 2分離膜。 

此外，東麗集團的目標是到 2050 年減少自身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 1 和範圍 2）並實現碳中和。它將通過擴大可持續發展創

新業務來實現這一目標，這反過來將為東麗集團提供可持續能源

和原材料材料，以及通過開發和引入利用 CO 的創新工藝和 CO 

2回收技術 2 作為資源。此外，集團亦致力推動範圍三減排，以減

少整個供應鏈的溫室氣體排放。 

為了加快應對氣候變化的舉措，集團成立了以總裁為主席的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作為監督應對氣候變化措施的組織，以及在

該委員會主持下工作的氣候變化小組委員會和循環經濟小組委

員會， 2021 年 4 月。氣候變化小組委員會致力於減少東麗集團

的溫室氣體排放（範圍 1 和範圍 2），以及整個供應鏈的溫室氣

體排放（範圍 3）。循環經濟分委會制定了促進循環經濟的政策

和行動計劃，作為應對氣候變化舉措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些活動

的進展情況會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此外，為了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東麗集團認識到需要在

非常規理念的基礎上進行變革和技術創新的飛躍，以及需要不局

限於單個公司的努力，而是涉及行業、政府和更廣泛的社會共同

努力實現這一目標。該集團與附屬經濟組織、行業協會和政府進

行討論和對話，與這些實體合作，到 2050 年實現碳中和和《巴

黎協定》的目標。 

主要附屬機構：組織/委員會/小組委員會（部分列表）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商業聯合會）：全球環境分委員

會，環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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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業高管協會：環境與能源委員會（日文報告） 

日本化學工業協會：技術事務委員會 

日本化學纖維協會 

日本工業環境管理協會 

 

圖 4-3-1. 東麗集團對於碳中和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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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東麗集團對於碳中和之目標 

 

 圖 4-3-3. ‘TORAY’參訪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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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TORAY’參訪合照 

 

圖 4-3-5. 薄膜製造展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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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現場導覽及解說 

圖 4-3-7. 場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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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場導覽解說 

 

圖 4-3-9. 場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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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0. 場導覽解說 

 

圖 4-3-11. 場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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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2. ‘TORAY’海外發展 

 

圖 4-3-13. ‘TORAY’RO 膜全球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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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4. ‘TORAY’臺灣重要實績 

 

圖 4-3-15. ‘TORAY’ 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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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5. ‘TORAY’ RO 膜構造 

4-4 日立造船株式會社(Hitz) 

成立於 1881 年 4 月 1 日，總部位於日本大阪市及東京市。

業務內容包含垃圾焚燒發電廠、海水淡化廠、水和污水/污泥循

環利用廠、船用發動機、壓力機、工藝設備、精密機械、橋樑、

水閘、防災設備等的設計與製造。 

日立造船特別創造企業角色”常三

千”，是用船舶材料製成的大象形機器人，

出生日期：2002 年 10 月 1 日，工作地點：全

球。首要任務 :保護地球免受災害和環境破

壞，擅長:收垃圾發電，把海水變成飲用水。 

Hitz 集團認識到積極解決環境問題是建立企業與社會之間

信任和共生關係的必要條件，也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並努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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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環境保護。制定了 2030 年的長期願景“Hitz 2030 Vision”，

旨在通過我們的業務實現“清潔能源”、“清潔水”、“環境

保護、抗災和繁榮城市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社會“。 

Hitz SDGs 推動在“用科技和真誠為社會創造有用價值，為

繁榮的未來做貢獻”的企業理念下，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

貢獻，旨在提高企業的長期價值。因此，通過產品，提供可再

生能源(CO2 減少)及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透過 Hitz 主要產品

之一的垃圾焚燒發電設備，將垃圾焚燒、衛生處理並同時發電

的設備，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有甲烷發酵系統、陸上

和海上風力發電、燃料電池、全固態鋰離子電池、利用剩餘電

力的製氫設備，以及利用產生的氫氣將 CO2轉化為甲烷氣體的

甲烷化系統，將在廣泛的能源領域做出貢獻。還有，防止因工

業發展引起的環境惡化，海水淡化廠建置來解決無法獲得安全

飲用水地區的長期缺水和嚴重缺水問題，廢水處理系統防止伴

隨工業發展的工業用水對河水造成污染，將在支持工業發展的

水資源相關領域做出貢獻。 

Hitz 焚化爐廢棄物處理技術上，在臺灣多處已有相當實績

表現，例如:臺中后里、彰化溪州、雲林、臺北北投、臺東還有

施工中的臺南城西焚化爐都有相當亮眼表現。而在水處理方

面，海水淡化、回收水再利用、養殖處理水、民生污水、工業

廢水及垃圾滲濾液皆有開發不同處理技術設備產品。 

Hitz 主要服務有海水淡化技術。Hitz 的集團公司 Osmoflo 

Holdings Pty Ltd（總部位於澳大利亞；以下簡稱 Osmoflo）是一

家專門從事反滲透技術的海水淡化、礦山廢水和工業水處理公

司。Osmoflo 在澳大利亞、中東和印度設有辦事處，已經完成

了 450 多個項目，涉及採礦、發電廠、石油和天然氣、食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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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市政等各個領域。在全球範圍內供應飲用水、內部工藝用

水和高純度循環水。其主要海水淡化技術採用反滲透膜法

(RO)、多級閃蒸法(MSF)與多效蒸餾(MED)。 

1. 反滲透膜法：該技術通過將加壓高於滲透壓的海水供應至

半透膜來生產淡水。從 1970 年代開始，透過自己的開發在

這個過程中努力，並且有很多建設成果，主要是在沖繩的

偏遠島嶼。近年來，在卡塔爾建設了大型反滲透裝置，日

供水量約為 270,000 m 3 。已在 19 個項目中建造了 35 個單

元。 

2. 多級閃蒸法(MSF)：它是一種海水淡化技術，在減壓蒸發器

中將加熱的海水煮沸，並將產生的蒸汽冷凝以生產淡水。

回收產生的蒸汽冷凝時放出的熱量，提高熱效率。在中東，

發電設備往往與海水淡化設備並排安裝，許多大型多級閃

蒸海水淡化設備正在運行，因為發電設備的剩餘蒸汽可以

用於海水淡化設備。自 1978 年以來，已在 17 個項目中建造

了 49 座反應堆（累計總產水量：約 166 萬立方米/天）。 

3. 多效蒸餾(MED)：連接多個效罐，第一效罐的熱源使用來自

發電設備等的蒸汽，但第二效罐和後續效罐的熱源使用前

效罐產生的蒸汽，並且數量效果等於效果數。反復蒸發以

有效地產生淡水。根據安裝在內部的傳熱面形狀大致分為

立管式（VTE）、臥管式（HTE）、板式（MEP）。於 1960 年

代以 VTE 型多效淡水機進入淡水市場。2001 年開始開發臥

管式 MED，完成驗證試驗，2011 年 7 月首台機組開始運行。 

除此，Hitz 還有緊急供水服務(海水淡化設備租任服務)，提

供使用反滲透膜的海水淡化和廢水處理設備的租賃服務。根據

客戶的要求，定制並提出租賃設備的種類、設備數量、設備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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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此外，通過將所有設備佈置在一個集裝箱內並製成集裝

箱型，可以輕鬆快速地完成到現場的運輸和安裝工作，並可以

在短時間內開始運行。從 1991 年起至今已經有 70 項租賃紀錄，

客戶含括電廠、石化公司、煉油廠及政府機關單位等等。 

除此之外，Hitz 也擁有利用太陽能發電進行海水淡化之技

術，它可以在不排放溫室氣體的情況下進行造水。即便在夜間

或是因天候不佳等因素無法發電時，也可利用儲存在儲能系統

中的太陽能電力來進行 RO 造水，與傳統海水淡化廠相比，可

以 100%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目前政府也訂定了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之目標，使用綠能

來創造無 CO2 的海水淡化水是符合這個政策的。雖然綠能無法

產生一定的電量，發電量是波動的為其瓶頸，但 Hitz 的技術結

合能源管理系統可有效地運轉 RO 造水設備，意謂著可實現穩

定供水。 

至於太陽能的發電量因條件差異，不能一概而論。例如，

如果要產出 1 噸的海水淡化水，大約需要 10 ㎡的太陽能發電設

備。太陽能發電需要廣大的面積，在地狹地區執行上有其難

度，建議可先確保使用地點，根據可產生的太陽能電量計算出

可以產出的海水淡化水，然後使用太陽能海淡技術。目前臺南

海淡廠規劃廠內 10%電力採用綠能，如果可將太陽能海淡技術

也納入規劃，亦能降低臺南海淡廠碳排量為環境盡一份心力。 

Hitz 近期朝向淨零排放目標，主要概想在 RO 設備上裝設太

陽能板，利用太陽能電力供應海水淡化膜組 RO 設備運作，達

到溫室氣體零排放。並且在夜晚或天候不佳無太陽能光狀況

下，RO 設備仍可依靠蓄存之太陽能來供應所需用電量。現階

段關鍵克服點在於太陽能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天候因素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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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因此，設備操作之能源管理將成為解決再生能源蓄電問

題。 

HitzSDGs 推進政策: 在“用科技和真誠為社會創造有用價

值，為繁榮的未來做貢獻”的企業理念下，為社會的可持續發

展做出貢獻，旨在提高企業的長期價值。 

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 旨在動員所有國家保護地球、消除

一切形式的貧困、消除不平等和應對氣候變化，同時不讓任何

人掉隊。這是聯合國通過的旨在實現的目標到 2030 年。 

目前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的問題包括全球環境惡化，特別是

由於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導致的氣候變化，工業發展導致的空

氣和海洋污染，有時還會發生能源衝突。我們集團的創始人 EH 

Hunter 從現在的北愛爾蘭搬到了日本，並用自己的資金創辦了

一家造船公司。集團將繼承創始人 EH Hunter 的“挑戰精神”，

通過解決各種社會課題，為實現國際社會的共同原則 SDGs 而

努力。 

 

 

 

 

 

圖 4-4-1. Hitz SDG 目標 



58 

提供可再生能源（CO2 個減少） 

 

主要產品之一的垃圾焚燒發電設備是將垃圾焚燒、衛生處理並

同時發電的設備，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有甲烷發酵系統、

陸上和海上風力發電、燃料電池、全固態鋰離子電池、利用剩餘電

力的製氫設備，以及利用產生的氫氣將 CO2 轉化為甲烷氣體的甲

烷化系統。將在廣泛的能源領域做出貢獻，例如開發垃圾焚燒發電

廠(圖 1)、沼氣發酵系統(圖 2)、風力發電(圖 3)。 

 

圖 1. 垃圾焚燒發電廠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energy/garb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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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沼氣發酵系統 

 

圖 3.風力發電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energy/methane.html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energy/wind-pow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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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防止因工業發展引起的環境惡化 

 

海水淡化廠解決無法確保安全飲用水地區的長期缺水和嚴重

缺水問題，廢水處理系統防止伴隨工業發展的工業用水污染河水。

我們將在支持工業發展的水資源相關領域做出貢獻。 

圖 4.海水淡化廠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water/desalination.html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water/desalin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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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供水/污水/工業廢水處理系統 

食品安全、食品損失和解決食品問題 

 

通過食品記錄記錄食品加工過程，通過異物分選機檢測切碎的

蔬菜和食品原料中混入的異物，解決食品安全和食品損失問題，從

而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我們還致力於通過利用陸基水產養殖水處

理技術中培養的技術來提供穩定的食物供應。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water/drainage.html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water/drain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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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生產線錄像系統 

 

圖 7. 異物分選裝置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foodmedical/image-processing.html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foodmedical/foreign-mat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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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陸基水產養殖設施水處理系統 

彈性城市發展 - 保護人類生命免受自然災害 - 

 

 

圖 9. 拍門式水災對策設備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water/aquaculture.html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business/field/infrastructure/movable-seaw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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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年來，橋樑業務一直致力於支持人們生活的基礎設施建

設。近年來，我們開發了翻板閘門式防洪設備和海底安裝式設備，

以防止因氣候變化引起的暴雨和長雨造成的洪水災害，以及地震和

颱風引起的海嘯風暴潮造成的洪水災害。我們通過開發拍門式操作

防波堤為減少損害做出貢獻。此外，我們正在為防災領域做出貢

獻，例如在發生海嘯時使用 GPS 海洋觀測系統加快疏散命令。此

外，盾構機創造的地下空間用於防止洪水氾濫。 

推進多元化經營 

 

 

除了促進女性的積極參與外，我們還大力推進多元化經營，以

此培育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個人能力的企業文化。我希望當每個員

工在尊重各種價值觀的同時工作時，無論其屬性如何，創新都會誕

生。 

推進工作方式改革 

為了創造一個讓每個人都可以舒適工作的工作場所，我們正在

努力完善遠程辦公、衛星辦公室、超級彈性工作時間、全公司集中

時間和準時下班日等製度。此外，我們正在推進工作方式改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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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使用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提高生產率，從而提高員工的工作和生活

積極性。 

環保啟蒙活動 

 

 

在日本各地運營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等環境相關設施，為當地社

區提供設施參觀和環境啟蒙課程。在海外，在老撾，我們通過面向

高中生和大學生的環境啟蒙活動以及面向小學生的學習材料製

作，通過衛生垃圾處理和回收利用來提高人們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

認識。還在大阪科學技術博物館舉辦了關於環境啟蒙的常設展覽。 

 

2017 年，集團制定了長期願景“Hitz2030Vision”，以成為“實

現循環型社會的解決方案提供商”為目標開展業務。我們以“能

源”和“水”的環境領域為核心業務領域，通過利用我們的技術能

力、交付記錄以及與客戶和社會的聯繫，我們正在努力加強盈利能

力並擴大我們的業務。以 SDGs 為目標的 2030 年也恰逢實現

“Hitz2030Vision”的未來願景之時，我們將匯集集團的集體力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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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貢 獻 。 ( 資 料 來 源 :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 

/sustainability/sdgs.html) 

應對具有強調環境價值特徵的可再生能源的需求，2019 年，

向長野縣 3 市 4 町 2 村組成的長野廣域聯盟交付了垃圾焚燒設施

“長野環境能源中心”，並與長野市簽訂了電力供需合同。在這種

商業模式下，我們將從長野縣環境能源中心購買所有剩餘電力（每

年約 3200 萬千瓦時），並將其供應給長野縣內的 80 所小學、初

中和高中。“這是一種模式。 

此外，還與長野市合作，在通電學校為孩子們講授如何利用垃

圾發電。俗話說，“混合就是垃圾，分離就是資源”。在環境問題

意識高的長野市，為當地社會的能源獨立和低碳社會的實現做出貢

獻，並提供近距離了解環境問題的機會，意義重大。 

 

 

 

 

 

 

 

 

 

https://www.hitachizose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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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與日立造船合影 

 

圖 4-4-2. 與日立造船討論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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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與日立造船討論及分享

 

圖 4-4-4. 日立造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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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日立造船臺灣實績 

 

圖 4-4-6. 日立造船臺南城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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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7. 日立造船污水處理流程介紹 

 

圖 4-4-8. 日立造船介質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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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9. 日立造船緊急水處理設備租賃介紹 

 

圖 4-4-10. 日立造船緊急水處理設備租賃案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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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1. 日立造船緊急水處理設備租賃案例介紹 

 

圖 4-4-12. 水處理系統與太陽能結合流程圖 



73 

 

圖 4-4-13. 水處理系統與太陽能結合流程圖 

 

圖 4-4-14. 水處理系統與太陽能結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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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5. 水處理系統與太陽能結合流程圖 

 

圖 4-4-16 水處理系統與太陽能結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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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心得 

臺南地區主要用水分別是農業灌溉用水佔 63%、民生用水佔

24.5%及工業用水佔 12.6%，是一個以農業用水為主且需兼顧民生

及工業用水城市，這點與鄰國日本非常相似，日本整體的農業灌

溉用水亦佔比為 63%，所以在水資源運用上的管理與規劃，日本

實宜我們研究參考。 

另外日本地形跟臺灣近似，屬狹長且多山地理環境，河流長

度偏短，高程落差大，下游之流域集水面積小。而日本降水量為

世界降雨量較多的地區，在夏季常有在短時間內集中降雨的情

況，常發生洪水氾濫的情況，因此造成相當程度的災害，影響民

生生活。日本年平均降水量約有 1,668 毫米，每人分配降雨量約

有 5,200 立方米/年，跟世界平均 23,000 立方米相比較僅有 1/4，雖

然降水量多，但每人分配可利用水資源卻低，因此日本對於水資

源益相當珍惜，除了依靠降雨量之外，也有湖泊蓄水，甚至部分

居民需建儲水池以備旱季用水，種種情況皆與臺灣地區有極大相

似，各種水資源經營策略與規劃，相當值得參採之方向。 

因氣候變遷因素影響，水資源短缺問題成為顯學，喚起群眾

及政府部門的重視。日本除持續修訂相關法案外，亦積極為水資

源的再生、循環利用找尋出路；透過政府機關與民間企業合作，

建置多處再生水廠及海水淡化廠，並結合市區下水道結合及污水

處理。因此，除了提升既有水源回收再利用外，亦積極開發新水

源，這也是目前很重要的課題之一。 

全球永續發展之重要目標及行動常以「一滴水至少使用兩

次」為口號，而以再生水量為各國推動永續水資源利用成效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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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標。經查經濟部水利署之「國際水再生利用推動經驗評析」

之內容，略以說明現行污水再生再利用量已超過 1 百萬 CMD 的

國家有八個，其中美國、中國和墨西哥之再生利用量均超過 4.6

百萬 CMD(約為 1,840 萬人之用水量，以 4 人/CMD 估算)。而再生

水量 1 百萬 CMD～2 百萬 CMD 之國家有五個，依序為埃及、沙

烏地阿拉伯、敘利亞、西班牙和以色列。至於義大利和日本之再

生水量亦相當可觀(0.574 百萬 CMD～0.8 百萬 CMD)。可知日本再

生水用量為高自來水水價，且因氣候異常及全球水資源供應吃

緊，各大城市近年調漲水價之情形相當明顯，日本也是如此。 

解決高自來水水價及水資源供應吃緊情形，日本將大量再生

水使用於都市河川清淨復活用途，乃因都市之清淨河川和水道對

於提升擁擠環境中之居住品質、保證環境衛生和提升房屋價值均

有極為正面之影響，對於與日本居住環境相似的臺灣而言，未來

追求高品質居住環境之時，應有其移植之必要性。對於水再生之

推動，日本雖無官方正式公告之政策目標，然而，日本地方政府

透過各種方式提升再生水之使用量，包括「公告缺水地區」和法

規規定強制建築物興設二元供水系統、提供水價優惠、或提升建

築物永續形象等，值得國內學習。日本推動水再生完全由政府主

導，中央政府僅補貼部分興建費用，其餘經費由地方政府自籌。

而其經費由地方政府依照當地缺水情形，收取高額之自來水水費

和再生水水費支應之，此點值得本次參訪學習和參考。 

2021 年的臺灣 1 月氣溫偏低且雨量偏少，春季及秋季雨量偏

少，而梅雨季(5-6 月)鋒面帶來雨量緩解旱象，在夏季時外圍環流

及雲系影響造成局部超大豪雨。雖然在西北太平洋上共有 22 個颱

風生成，但僅有一個颱風侵臺(燦樹颱風)，近 8 年侵臺颱風皆少

於氣候平均值。加上臺灣下雨分布不均，南北水情狀況皆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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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根據氣象局統計數字，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5 年期間，

臺灣 6 個百年氣象站(臺北、臺 中、臺南、恆春、花蓮及臺東)

累積雨量僅約氣候平均值一半(55%)， 達到 1910 年有紀錄以來

最少雨，堪稱為百年大旱。 

2021 年初臺灣西部地區水情吃緊，導致各地區進入不同程度

的減壓供水、限水、停耕、歇業等情況，但近 10 年來的民生用

水量不減反增，表示水資源為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促使政

府機關更加積極推動開創新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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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本行次參訪重點藉由與當地污水、再生水等水處理設備商等

進行水處理技術研發交流，並在日立造船公司解說下得知有關海

水淡化廠相關技術、緊急設備租賃及淨零碳排放技術，汲取國際

間水處理設備暨各項處理技術之發展，對於未來臺南再生水發展

更加多元。 

除了了解水處理技術外，對於再生水廠或污水廠的管理也有

所收穫。各廠商以逐步推行 loT 管理方式，使用物聯網管理和營

運操作方式，可降低人力需求並且提升污水廠處理效率，久保田

株式會社更提供從設備製程、產出到售後服務皆可由 loT 方式處

理及了解狀況，相關技術皆可納入後續既有污水廠設備更新或再

生水廠規劃設計之考量方向。 

污水廠及再生水廠設備維護更新，參考日本高效能膜品、能

量回收裝置或其他處理方式，降低用電量同時提升改善污水處理

效率，鑒於臺南地區近年因產業迅速朝向高科技工業轉型，用水

需求遽增且高科技產業對於缺水的容忍度低，面臨缺水時之潛在

損失亦大。因應臺南地區新興工業區之開發及高科技產業用水需

求，目前推動再生水與海水淡化廠計畫，以穩定供應該地區新興

工業區開發及高科技產業用水的需求，污水廠及再生水廠設備妥

善率是一門很大學問，設備使用狀況一般可分為正常、故障、備

用及閒置等類，為瞭解設備之整備堪用狀況，應對機械設備、電

動閥、大型電氣設施及主要監測儀表進行妥善率要求是非常重

要，妥善率計算為（正常設備數量+備用設備數量）/(總設備數量

-閒置設備數量)）之統計，統計項目應包括每月設備妥善率及設

備妥善率年度月平均值等，若有月設備妥善率偏低之情形時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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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了解原因，以本次參訪日本設施妥善率都非常高，而且設備商

也說明日本都是以聚落式污水處理屬於集中處理型態之中小型

生活污水處理系統，服務對象為小區塊集中型住宅區、遊憩區、

學校或營區。因處理規模小，可採就地處理方式設計，具有施工

期短、污水輸送成本低、施工容易、污水妥善處理率提昇等優點，

在管理面上因系統小且分散，可分散系統風險，在系統故障時影

響用戶較少，修復速度較快且花費較小。因此針對人口密度低之

公共污水下水道建設不易到達地區，依污水排放型態劃分處理規

模，以聚落式污水處理設施處理生活污水，實為可參考之污水處

理替代方案，故其設備商所提供之資訊確實值得應用在臺南污水

廠及再生水廠設備檢討妥善率的參考，重點可知污水處理中要能

發揮效能，最重要的是維持設備妥善率及池槽功能正常，按臺南

安平水資中心為例，因初期階段沒有調查數據，故以目標使用年

限（壽命）預測妥善率，平日應進行之點檢、油脂潤滑、除鏽補

漆、清潔等工作，均屬一般保養，以避免污物進入設備而產生設

備損耗及故障，助於維持最適當的妥善情況以符合設備正常狀

況，延長設備使用年限及提昇設備正常使用率，使設備發揮最大

效能。 

參考 Sheu and Chien (2004)指出機電設備更新的緣由其一為依

不同零件品質、特性、設計及安裝工程，在不同的環境下，有不

同的使用壽命。在不同的運作模式及使用狀況下，故障設備對於

運作系統有以下分類：可等待獨立設備故障修復期長、相關性較

大的設備則等待修復期較短、無法容忍設備故障（設備故障後造

成整個運作系統停止或者造成事故）。另一設備更新的緣由為科

技技術的進步，生產出效率更高的先進設備以取代陳舊設備。在

考量因壽限抵達前所採取的維修作為，如執行更換部分零件、執

行設備大修、預防性更換整組設備或者使用該設備至故障無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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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再行更換。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加上使用者需求，設備

製造商設計生產出效率更高的先進設備以替換技術壽命將盡或

不符合經濟的陳舊設備。參訪日本於設備模具的磨損，使得維修

費用及運作費用增加，隨使用時間增加而逐年增加費用，確定設

備的經濟壽命，有助於確定設備的最佳使用周期、壽限、折舊年

限、更新及報廢，以優化的成本管理，確保維修物料來源、提升

物料品質或降低維修效率考量，進行開發並確認可以取代原物料

或可供未來使用之物料，可得知各類型設備壽命分類，為進行設

備更新的技術經濟分析過程，彙整為可供選擇的經濟性設備更新

方案及其更新作為。 

再生水及海水淡化機電設備依類別分類有一般機電設備、工

業用設備、專用設備，於設備流通性分類有市售品/流通性佳、有

寡占品/特定數家販售、以及獨佔市場/特定廠家。部分非營運直

接相關之機電設備（屬一般機電設備）業已進行故障後汰換、大

修作為。而營運相關之機電設備等級屬工業級以上設備，其壽限

較長，但其更新汰換期亦即將分別到來。故如何決定該設備更新

方案，值得這次參訪去深思。本研究冀望透過一個完善且有系統

化的評選模式，作為決策者的參考之依據。一般過去在進行機電

設備更新評選的考量因素，不外乎是考量可行且價格最低者，或

是業者為了避免營運風險，往往購置與既有設備相同或新一代型

號設備進行更新作業。因為未有完善的評選機制及模式，難免容

易選擇非最佳方案的新設備。機電設備更新關鍵因素、架構及各

項評估準則之權重，定期進行檢討與改進，以達到最佳的設備更

新策略。在維持營運安全與可靠度下，逐步開發國產替代品，設

備及零件國產化，並持續提升服務品質、效率及備源，也是提升

及輔導國內產業很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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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署將水資源經理目標年由 120 年延伸至 125 年，朝水

資源永續利用願景推動，除強化推動各項管理措施外，並輔以開

源、 節流、調度及備援等策略，期達成維持供水穩定、加強供

水韌性及改 善供水環境等目標。 

臺南市因應都市開發及工業區發展，對於民生用水及工業用

水之分配需適度。近幾年中央推動放流水再利用計畫，且各開發

區為符合所提之用水需求量，逐漸使用再生水。國際產業間開始

提倡並注重 ESG，南部科學園區供應商配合政策使用再生水源，

降低與民生搶水外，更能達到節能、省水及使用綠色生產永續條

件，一同為環境出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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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效益 

本次參訪共計辦理 4 家廠商商務討論、3 廠次現場參訪，也與創

新水技術廠商實際應用案例分享，汲取新資訊及經驗可作為未來臺南

市政府水利局污水處理與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等相關業務推動之參考。 

推動再生水計畫效益重點： 

1. 藉由本參訪行程中於各參訪地點所蒐集之技術資訊結合與當

地廠商與專家之相關知識，經過整合與消化後，應用於未來

臺南之再生水推動。 

2. 與專業廠商討論中收集商業營利之營運模式資訊，包含於營

運期間辦理營運績效評定、財務評估及合理收益收費標準，

以進一步擬定更佳效益的營運規劃。 

效益說明： 

本次的參訪蒐集了再生水計畫推動各種不同層面的技術資

訊，如生物薄膜反應器(MBR)、超過濾 (UF)、反滲透(RO)及海水

淡化廠之技術研發創新等，在後續推動之再生水案皆可納入執行

設計規劃的知識庫。 

本次參訪亦瞭解日本廠商對於未來水資源永續利用的創新技

術及為重視，面對氣候變遷、人口成長、世界水資源匱乏與嚴苛

環境法規做改善，對此，且不僅針對水資源方向，更廣泛至淨零

碳排放或是綠能技術融合開發。臺灣水源非常依賴天候因素，如

何降低氣候變化和極端事件的影響，且又維持既有生態環境，都

是重要課題。 

未來，臺南在推動再生水政策時，亦可納入綠能技術，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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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水相關配套如、供需、技術、管理等層面之政策，應持續

關注及發展。另為呈現全臺水資源整體樣貌及各區域因地制宜作

法，經營策略建置需符合時宜之法規配套，亦可參照與我國國情

及地理環境相近之國家相關政策，開啟我國再生水新紀元。 

2023 年聯合國之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曾指出，依統計過去

40 年全球用水量每年約 1%的速度增長，若持續水資源短缺，全

球有 10%的人口生活在高度或嚴重缺水的國家。因此，建議可參

考日本水資源政策，讓水處理技術與永續政策相輔相成，為臺南

及我國的水資源利用邁向水與電能源共融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