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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024 年亞洲漏水控制研討會及展覽」是一個將焦點放在於漏水控

制管理與水資源可永續發展的國際研討會與展覽，本屆已是第十屆辦

理，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這個活動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水務專

家、政府官員、業界領袖和相關設備供應商，旨在促進全球範圍內的水

資源管理與技術創新，特別是面對現今極端氣候下，隨著全球水資源日

益緊張，漏水損失問題成為各國亟需解決的挑戰，尤其是在老舊的供水

基礎設施和不完善的管理系統中，漏水現象普遍存在。因此本次活動的

參與對於台水公司除增加各國水務公司的交流機會、促進新技術的應用

(AI 漏水監測)和後續計的畫推動(智慧管網)皆具有重要意義。 

        2024 年亞洲漏水控研討會主題分成兩大部分，一個是「亞洲對於漏

水控制管理的看法(Asian Perspectives on Water Loss Management)」，其

深入探討亞洲不同地區獨特挑戰和創新解決方案，更強調了無收益水量

(Non-Revenue Water)、基礎設施老化以及影響各國供水系統的氣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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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等關鍵問題，最後說明各單位合作努力、政策改革和永續實踐的重

要性，以確保現今亞洲各個快速發展的城市具有有效的水資源管理和應

對水資源短缺的能力。 

        另一個部分是「減少碳排(Carbon Reduction)」，其分享東南亞各國

有效漏水控制管理的方式，進而減少水處理和供水調度所需的能源，從

而降低碳的排放以履行國際，承諾特別是《巴黎協定》中的減排目標。

另外各國也展示其使用之智慧水網和 AI 漏水監測系統等先進技術，讓其

在面對水資源短缺與氣候變遷的應變能力有顯著的進步，也成為了東南

亞城鄉地區維護供水安全的主要關鍵。 

由亞洲漏水控制研討會所發表的議題或展覽上一些較先進的技術設備

上，其實可以發現台水公司在漏水控制上面的努力，不亞於目前東南亞

各國的表現及研發，像是台水公司目前執行的分區計量管網(DMA)，以

自行研發之大數據智慧水網分析系統(Water Advanced Data Analysis，簡稱

WADA) 監測及與工研院合作開發AI輔助檢測診斷等科技檢漏方法，採面

→線→點之降低供水損失策略及手段，有許多符合本次研討會的論文徵

稿的素材或作品，若能夠分析數據並分享其經驗加以撰寫成論文，參與

2025年的亞洲漏水控制會議的研討，台水公司將可獲得論文發表機會，

及增加國際水務公司間的曝光度，讓世界看的見台灣。爰此，提出以下

建議：在漏水防治業務上蒐集並彙整 Water Loss Asia 即將舉辦大會之時間、

相關論文徵稿議題、投稿期間等，協助業務單位進行投稿或參賽； AI 漏

水監測技術及智慧化管網開發，以利輔助降低漏水率、供水調配及減少

碳排放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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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在馬來西亞舉辦的2024亞洲漏控會議（WATER LOSS ASIA）是

亞洲水資源領域專業人士的重要盛會，旨在深入探討亞洲各國在應對水

資源管理中的挑戰，特別是在漏水控制和碳排放減少方面的創新技術與

實踐。當前，我們正面臨著極為嚴峻的環境挑戰，水資源短缺與污染問

題日益加劇，同時碳排放的持續上升也導致全球暖化與環境惡化。隨著

水資源的日益緊張，如何提高水源利用效率、減少水流失，已成為各國

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 

在此背景下，亞洲各國紛紛採取創新技術、策略政策以及推動公眾參

與等多方措施，積極應對水資源流失並減少碳排放。這些國家不僅依賴

現有技術進行改進，還在數位轉型與智慧水網建設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會議提供了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及業界領袖交流的寶貴機會，這

些互動將幫助台水公司了解亞洲各國在漏水管理與碳排放減少方面的創

新方法，並為本公司未來的水資源管理提供有益的啟發。 

台水公司近年來已積極推動分區計量管網（DMA）透過自行研發大

數據智慧水網分析 WADA 系統，並持續精進與工研院合作 AI 輔助檢漏偵

漏儀器設備，隨著 AI 時代的到來及數位轉型的深化，如何進一步提升漏

水控制策略的成效，將對公司未來水資源管理至關重要。藉由各國間的

協作與經驗分享，確保能夠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不僅需要政

府層面的政策推動，還需要企業和民間社會的共同參與，發揮集體力量

來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這樣的合作不僅能促進技術創新，還能推

動跨國界的資源共享與知識交流，為區域環境的改善做出實質成效。 

透過此次會議，台水公司將能學習並引進漏水管理、智慧水網建設及

碳排放減少等方面的先進技術與策略，並將這些技術應用於公司未來的

降漏業務中。有效利用數位化工具來提升管理效率、減少水資源浪費，

是當前水務管理的重要課題。因此，參加此次會議不僅是與國際間專家

學者建立聯繫的機會，還是學習其他國家先進技術的良好平台，推動台

灣水務領域的進步。最終，這些經驗與技術將有助於台灣水務產業在全

球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與碳排放減少方面發揮更大貢獻。 

 



9 
 

貳、 研習內容與行程 

2.1概述 

台水公司本次出國參加2024亞洲漏控會議，係由郭家憲副處長率隊及

第六區管理處漏防課陳柏維課長參加，進行研討會及工作小組會議，藉

由與多單位多面向交流，包含大數據的應用、降低無收益水量(NRW)的策

略、未來碳權與水務關係等，並針對數位轉型(例如：智慧管網、智慧檢

漏)的技術進行討論分享，俾蒐集各國在降低漏水業務上的執行方式與管

理措施，以利台水公司精進學習。 

亞洲漏控會議（WATER LOSS ASIA）是水領域專業人士的盛會，有

專業研討會、工作小組會議及水事業展覽，本次有500多人參與會議，10

多名主持人和近40場會議討論，另還有工作小組分別就「遠端監控在減

少無收益水和碳排放方面的好處」、「漏水管理的經驗分享」與「持續減

少水損失的綜合解決方案 」等多個議題做討論與分享。 

在3天的活動中(2024年11月19日至21日)，來自世界各地的水領域專業

主管、決策人員和業界代表共同參與會議，研商各種在降漏方面所面對

的議題解決方案，討論並交流相關見解，建立相關聯絡資訊，進一步成

立夥伴關係以帶動變革，以塑造水務事業的未來。 

2024 WATER LOSS ASIA 於馬來西亞吉隆坡皇家朱蘭酒店會展中心 

(Royale Chulan Kuala Lumpur)(圖1)(圖2)舉行，皇家朱蘭酒店（RCKL）位

於吉隆坡的市中心，位於著名地標吉隆坡國油雙峰塔(Menara Berkembar 

Petronas) (圖3)附近，可選擇搭地鐵或捷運前往；該酒店擁有 6,990 平方公

尺的會議空間、21間會議室、及多功能展示場，本次研討會議分成多個

議題於兩大會議室舉行，整個範圍相當廣，此次 WATER LOSS ASIA 於會

議室外設有報到處(圖4)(圖5)，報到時會發給識別證，以利進出各場次會

議室；每場會議通常由主持人負責引導；中間的多功能會展場地則為廠

商展覽區，共有近30家廠商參展(包含加拿大、英國、法國、馬來西亞、

荷蘭、印尼、與美國等國家廠商)(圖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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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皇家朱蘭酒店外觀    

 

 

 

 

 

 

 

 

 

 

 

 

 

圖 2 WATER LOSS ASIA 2024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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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吉隆坡國油雙峰塔(Menara Berkembar Petronas)  

 

 

 

 

 

 

 

 

 

 

 

 

 

圖 4 WATER LOSS ASIA 2024報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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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水公司漏防處副處長郭家憲(左1)及漏防課長陳柏維(右1)於報到與

IWA 秘書 Gary Wyeth 合影 

 

 

 

 

 

 

 

 

 

 

 

 

 

圖 6 廠商展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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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會主題 

2024年亞洲漏控會議主題係以「亞洲對水損失管理和碳減排的看法

(Asian Perspectives on Water Loss Management and Carbon Reduction) 」展開

討論。本次會議匯聚了來自各國的專家、政策制定者和產業領袖，共同

面對和探討亞洲地區在水流失和碳排放方面的挑戰，並尋求切實可行的

解決方案。 

會議的主題強調了水管理與碳減排之間的密切關聯，特別是在快速城

市化和氣候變遷背景下，如何通過高效的水資源管理和改善基礎設施來

顯著節約能源並降低碳足跡。亞洲各國在應對水資源流失問題上面臨的

挑戰與機遇具有獨特性，本次的會議及工作小組將深入探討這些問題，

並分享來自不同地區的成功案例和創新技術，特別是在水資源短缺與碳

排放管理之間找到平衡的最佳實踐。 

大會邀請傑出的主題演講者，包含馬來西亞國家水務委員會 (SPAN)

的執行長 Dato' Ahmad Faizal bin Abdul Rahman、國際水協(IWA)的漏水防

治組秘書 Gary Wyeth、甲骨文公司(Oracle) 能源與水務部的副總裁 Matt 

Gleeson 、瑞士聲波測技術和智慧檢漏古特曼公司的執行長 Uri 

Gutermann………等39位專家學者，來針對本次會議主題分享其經驗。 

連續三天的主題演講及 workshops 以「亞洲對漏水管理和減碳排的看

法」為核心主題進行討論，涵蓋多個面向議題，包含大數據資料分析、

自來水的分區計量管網運用、AI 智能監控漏水、各國案例經驗分享、降

漏與減碳的關係。 

本次大會總共安排近40場的技術會議研討及1場的工作坊(Workshops)，

共有500多人參加會議。在11月19至20日所進行的研討會詳表1及表2，共

分11個專題(Track)主題兩個不同的會議室依序進行的包括： 

Track01‐ 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d Analytics) 

Track02‐ 漏水管理(Leakage Management) 

Track03‐ 智慧化水網(Smart Water Networks) 

Track04‐ 無收益水量削減計畫(NRW Reduction Programs) 

Track05‐ 用戶計量 (Customer Metering )  

Track06‐ 各國經驗分享(Country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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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07‐ 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Track08‐ 進階漏水檢測(Advanced Leak Detection) 

Track09‐ 資產狀況評估(Asset Condition Assessment) 

Track10‐ 碳評估及其對水資源損失的影響(Carbon Assessment and its Impact 

on Water Losses) 

Track11‐ GIS 運用於水力建模(GIS – Hydraulic Modeling) 

    另第三天(11月21日)舉行的「無收益水 (Non-Revenue Water, NRW) 工作

坊」中詳表3，專家與業界領袖深入探討了智慧化技術在減少水資源流失

及降低碳排放中的應用。此工作坊以「智慧解決方案與可持續的水損減

少策略」為主題，內容涵蓋碳排管理、遠端監測的優勢，以及智慧水表

與漏水檢測技術的最新進展。讓與會者除了了解如何藉由數位技術提升

供水效率外，還學習到最佳實踐案例，強調跨領域合作才是在實現水資

源管理目標中的關鍵角色。這場工作坊不僅提供理論指導，更提出具體

行動方案，為本公司應對無收益水挑戰開啟了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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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ATER LOSS ASIA 2024   11月19日大會主題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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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WATER LOSS ASIA 2024   11月20日大會主題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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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WATER LOSS ASIA 2024   11月21日無收益水工作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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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會開幕式 

2024 WATER LOSS ASIA 大會開幕式於11月19日(星期二)早上九時三

十分舉行，其開始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台灣國旗的飄揚(圖7)；開幕由國際

水協(IWA)的漏水防治組秘書 Gary Wyeth 主持(圖8、圖9)，表示：「當前亞

洲地區正面臨水資源短缺與無收益水(NRW)問題的雙重挑戰，這不僅對公

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造成壓力，還影響到環境與經濟。本次大會將圍繞數

位化轉型、網路技術應用，及政策推動上作深入探討。以促進跨界合作，

推動水資源管理創新，並為亞洲乃至全球描繪出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未

來。」，會上也邀請此次主辦國馬來西亞政府的國家發展部部長 Dato' Sri 

Haji Fadilah Yusof (圖10、圖11)致詞。 

此外，於開幕式中邀請馬來西亞國家水務委員會 (SPAN)首席執行長

Dato' Ahmad Faizal bin Abdul Rahman 針對有效管理無收益水（NRW）的重

要性發表演說(圖12)，他強調「馬來西亞在2008至2023年間雖然 NRW 有

逐步改善的趨勢，但仍面臨臨資金不足、專業知識缺乏、領導力不足和

基礎設施老化等挑戰，除透過各項監管措施，未來須將 NRW 管理納入業

務計劃和關鍵績效指標（KPI），並建議通過提高民眾的降漏意識及通報

漏水的獎勵措失來提高公眾參與。」。 

最後結論指出 NRW 管理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原則相一致，

並且是馬來西亞水務部門轉型2040（AIR2040）計劃的重點之一。並在會

議中呼籲亞洲各國可加強監管方法，推動行業標準，並投資先進技術以

應對未來的挑戰。這些努力將有助於實現更可持續的水資源管理和環境

保護目標。 

開幕式後，由國家發展部部長 Dato' Sri Haji Fadilah Yusof 親自率隊參

觀了會場外的水務技術展覽(圖13、圖14)，本次參展有全球頂尖水務企業

和廠商，展示了多項先進技術與設備，包括特殊檢漏器材、AI 智慧化偵

測漏水系統、智能水務管理平台等。這些技術不僅提升了漏水檢測的準

確度，還有效的降低無收益水（NRW），為本公司未來在水務管理提供了

新的解決方案。此不僅為各國間在水務工作提供了交流合作的平台，也

顯示了亞洲區在水務管理的積極態度。隨著全球水資源短缺問題日益嚴

重，本次會議將為亞洲水務管理帶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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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我國國旗於開幕式影片中飄揚 

 

 

 

 

 

 

 

 

 

 

 

 

 

圖 8  IWA 秘書 Gary Wyeth 主持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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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IWA 秘書 Gary Wyeth 於大會開幕式致詞 

 

 

 

 

 

 

 

 

 

 

 

 

 

圖 10  受邀貴賓 馬來西亞國家發展部部長 Dato' Sri Haji Fadilah Yu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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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國家發展部部長 Dato' Sri Haji Fadilah Yusof 於大會開幕式致詞 

 

 

 

 

 

 

 

 

 

 

 

 

 

 

圖 12  (SPAN)首席執行長 Dato' Ahmad Faizal bin Abdul Rahman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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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國家發展部部長 Dato' Sri Haji Fadilah Yusof 親率隊參觀會展 

 

 

 

 

 

 

 

 

 

 

 

 

 

 

圖 14  2024 WATER LOSS ASIA會場外水務技術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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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會專題演講 

本次2024亞洲漏控會議分成兩個會議室，在11月19日至20日中的每個時段

安排不同的專題演講，由與會者自行選擇有興趣的題目自由與會研討，

本公司本次以業務上所面臨的挑戰，就「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d 

Analytics)」、「智慧化水網(Smart Water Networks)」、「各國經驗分享

(Country Experiences)」及「進階漏水檢測(Advanced Leak Detection)」等

四大主題參加，其概述如下： 

 

2.4.1 11月19日【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d Analytics)】 

議題1：11:00~11:30 

降漏的數位策略_降低財務、營運及客戶影響 

(Digital Strategies to Reduce the Financial, Operational, and Customer 

Impacts of Water Loss) 

 

講者為 Oracle Energy and Water 的副總裁 Matt Gleeson(圖15、圖16)，

他指出無收益水 (NRW) 是全球供水系統的重要挑戰，特別是在亞洲地區，

每年約 290 億立方公尺 的水因漏水與非法用水而流失，造成 90 億美元的

財務損失。若要減少50%的 NRW，預估需投入200億美元，約每年20億美

元，平均每立方公尺的減少成本為500美元。 

為了降低水損，會中也介紹了 SCADA 系統的應用，透過數據採集與

可視化分析，提升監測效率。SCADA 可即時監控水壓、水流與漏水點，

並利用 GSM 通訊與遠端數據記錄器（RTU）提升資料傳輸準確性。此外

夜間的流量分析、壓力管理與智慧水網也是關鍵策略。 

另外 Matt Gleeson 也強調管理水損的挑戰，如管線老化、資金不足、

設備改造昂貴、數據可視化困難等，這些問題影響決策與行動速度。透

過智能監測、數據整合與設備升級，可提升水務管理效率，進一步減少

財務損失並提升供水系統的永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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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Oracle Energy and Water 副總裁 Matt Gleeson 演說 

 

 

 

 

 

 

 

 

 

 

 

 

 

圖 16  副總裁 Matt Gleeson 針對降漏的數位策略提出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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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11:30~12:00 

具成本效益的漏控管理數位化平台 

(Cost-Effective Digital Platform for Water Loss Management) 

  講者為 Yokogawa Engineering Asia 的水務區域業務開發經理 Puranut 

Wisutjindaporn (Pong)，在全球水資源日益短缺與氣候變遷挑戰日益嚴峻

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管理與減少漏水已成為水務產業的核心議題。

Puranut Wisutjindaporn（Pong）在其演說中，深入探討了「成本效益的數

位化平台於漏水管理中的應用」，強調數位化技術在提升水資源管理效率

與降低營運成本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傳統的漏水管理方式多依賴人工巡檢與現場經驗，這不僅效率低下，

且常因無法及時發現問題而導致大量水資源浪費與基礎設施損壞。相較

之下，數位化平台透過整合先進的物聯網（IoT）感測設備、智慧型數據

分析系統及雲端管理工具，實現即時監控、快速異常偵測與精準漏水定

位。這不僅縮短了問題處理的反應時間，也大幅降低了因漏水延誤所產

生的維修成本與無收益水損失。 

此外，數位化平台不僅著眼於即時監控，更具備強大的預測分析能

力。透過長期數據的收集與大數據分析，水務單位可以識別出潛在的高

風險區域，預測管線老化或故障的可能性，進而提前進行預防性維護。

這種由被動式維修轉變為主動預防的管理模式，有助於延長基礎設施壽

命，優化資源配置，並提高整體營運的成本效益。 

演說中還特別提到，數位化平台的導入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升級，

更是一種營運思維的轉變。透過數據驅動的決策模式，管理層能夠根據

即時數據與分析結果，快速做出精準決策，提升管理透明度與應變能力。

此外，這些平台還能與現有的水務管理系統無縫整合，進一步強化資源

的整合利用。 

總而言之，數位化平台的應用為水務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管理優

勢，不僅提升了漏水管理的效率與精確度，還在降低成本、延長設施壽

命及提升服務品質方面展現了顯著成效。未來，隨著科技的持續進步與

應用場景的不斷拓展，數位化平台將成為推動全球水資源永續發展與智

慧化管理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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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12:00~12:30 

利用多種現有感測器數據提升飲用水管之破管偵測的準確性 

(Research-Backed Approach to Enhancing Burst Detection Accuracy in 

Drinking Water Pipes Using Multiple Existing Sensor Data)  

 講者為 HULO 的聯合創辦人兼首席技術官 Frank van der Hulst(圖17、

圖18)，他指出水資源短缺與管網破管漏水已成為全球水務管理的核心挑

戰。而透過整合大數據分析與即時機器學習技術，為提管網漏水檢測準

確性提供了創新解方。這項技術不僅回應了氣候變遷加劇水資源危機的

迫切需求，更降低無收益水（NRW）與營運成本開闢了新路徑。 

        就目前亞洲各國的水務管理公司面臨了多重困境，包括高漏損率、

檢測成本昂貴、誤報率居高不下，以及數據處理延滯等問題。傳統方法

如分區計量（DMA）雖能提供基礎監測，卻因硬體密集、數據孤島化而

效率受限。其公司 HULO 的研究指出，整合分散的感測器數據（如流量、

壓力），並結合控制系統理論與即時機器學習模型，可有效的突破這些瓶

頸。例如，透過即時交叉驗證感測數據、同步時間序列，系統能快速辨

識異常訊號，將檢測與定位時間縮短至15分鐘內，誤報率降低80%，並將

定位範圍縮減至管網的0.5%-0.8%，大幅提升維修效率。 

        他於會上也提供案例顯示，此技術在荷蘭、拉丁美洲與中東等地均

展現顯著成效。以拉丁美洲為例，僅需2個流量感測器與17個壓力感測器，

即能監控32公里管網，並在一年內減少20%的 NRW，此可在本公司內嘗

試運用於科學園區內，以減少破管造成停水所帶來的損失。這些成果不

僅驗證技術的可擴展性，更凸顯其經濟效益——以人均2美元的投資成本，

即可實現每立方米0.5美元的水資源節省，為水務公司創造可觀的投資回

報。未來展望：數據整合與技術深化 

        最後 Frank van der Hulst 強調，未來發展需進一步打破數據孤島，建

立統一儲存平台，並優先信任即時感測數據而非模型推論。同時，結合

自我學習系統（如新管線安裝後的動態壓力校準），可持續優化檢測精度。

甚至將技術延伸至即時壓力優化、管網狀態儀表板等應用，協助水務公

司實現全週期智慧化管理，以跨領域整合（如水利工程與人工智慧）為

其水務改革樹立了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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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HULO 的聯合創辦人兼首席技術官 Frank van der Hulst 演說 

 

 

 

 

 

 

 

 

 

 

 

 

 

圖 18  首席技術官 Frank van der Hulst 針對破管偵測的準確性提出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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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11月19日【智慧化水網(Smart Water Networks)】    

議題1：14:00~14:30  

即時壓力優化在供水網絡中的應用-維持網路中所需的壓力 

(Real Time Pressure Optimization in Water Supply Network - Maintaining 

Just Needed Pressure in the Network)  

        講者為 Schneider Electric 的智能水務顧問 Keshvinder Singh(圖19、圖

20)，他在會議中闡述了水務行業在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方面的重要性，並

提出了通過即時壓力優化來減少無收益水（NRW）和能源消耗的策略。

這包括使用智能儀表和流量計數據來預測水需求，並自動調整壓力調節

設備以僅提供所需的壓力；本公司目前也有相似的設備(進階水壓管理,利

用時間調控水壓)，運用於在部分山區或高壓的供水區，藉由夜間調節水

壓，減少漏水的發生。其方法不僅可以延長網絡的使用壽命，還可以降

低泵送成本，從而實現顯著的能源和成本節約。 

        Keshvinder Singh 還分享了丹麥 VandCenter Syd 公司通過現代化的供

水調配網絡，實現對1100公里管線長度的全面控制，並將水損失降低到

6%。在運用程式自動計算和控制網絡的壓力，成為當今先進的水務公司

之一。而這場演說內有以下幾個重點： 

1. 水務行業的能源消耗與碳排放：水務行業佔全球電力消耗的3.7%，並

且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之一。通過減少無收益水和優化能

源使用，水務行業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 即時壓力優化的技術與應用：通過使用智能儀表和流量計數據，水務

公司可以預測水需求並自動調整壓力調節設備，從而僅提供所需的壓

力。這種方法不僅可以減少能源消耗，還可以延長水務網絡的使用壽

命。 

3. 未來展望與挑戰：隨著氣候變化的加劇，水務行業面臨著越來越大的

壓力。通過採用先進的技術和策略，水務行業可以在應對這些挑戰的

同時，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碳中和目標。 

     最後 Keshvinder Singh 提出透過即時壓力優化和智能水務管理，水務行

業可以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目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還能提高

水務網絡的效率和可靠性，從而為客戶和環境帶來顯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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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Schneider Electric 的智能水務顧問 Keshvinder Singh 演說 

 

 

 

 

 

 

 

 

 

 

 

 

 

圖 20  智能水務顧問 Keshvinder Singh 針對即時壓力的應用提出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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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14:30~15:00 

提升管網中漏水定位能力：Maynilad 運用壓差分析對 DMA 診斷的經驗 

(Enhancing Leak Localization in Water Distribution: Maynilad's 

Experience Using Pressure Differential Analysis for DMA Diagnostic)  

        講者為菲律賓 Maynilad 水務公司（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的水

務專員 Ryan Chico Revilla (圖21、圖22)，他介紹了其公司運用壓差分析

（Pressure Differential Analysis, PDA）來找出分區計量區（DMA）的問題，

此技術的核心在於利用管網中不同壓力點的變化，來快速辨識潛在的漏

水區域，尤其在不需中斷供水的情況下，仍能維持高效偵測，顯示出其

在現代化漏水管理中的高度應用價值。 

         Ryan Chico Revilla 詳細闡述了 PDA 與傳統徒步檢漏（Step Testing）

在漏水偵測上的差異與互補性。徒步檢漏雖能提供更直接的漏水量化結

果，但其操作需涉及管網閥門的頻繁開關，可能導致供水中斷、壓力波

動，進而影響用戶的生活。相較之下，PDA 無需進行大規模的閥門操作，

僅透過高頻率壓力監測即可快速鎖定可疑區域，大幅降低了營運風險與

時間成本。 

        從其分享菲律賓的實證經驗顯示，PDA 不僅可有效辨識大型明顯漏

水，對於隱蔽性高、傳統方法難以察覺的小型漏水同樣具備優勢。結合

歷史壓力數據與即時監測結果，PDA 可進一步優化漏水偵測的精準度，

並協助技術團隊快速決策，縮短漏水損失時間。而這個方法目前在本公

司已開始嘗試使用，希望能朝更進一步的 AI 智能檢測漏水來發展。 

        此外，Ryan Chico Revilla 提出 PDA 的應用不僅限於漏水定位，亦能

作為整體管網健康監測的一環，幫助預測潛在風險區域，進一步提升供

水系統的韌性與可靠性。另也強調將 PDA 與徒步檢漏、聲學偵測等技術

整合使用，能建立更為全面的漏水管理策略，為供水事業帶來長期的營

運效益；其菲律賓成功的寶貴經驗，為全球面臨無收益水（NRW）挑戰

的城市供水單位，開啟了高效、精準且具經濟效益的漏水管理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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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的水務專員 Ryan Chico Revilla 演說 

 

 

 

 

 

 

 

 

 

 

 

 

 

圖 22  Ryan Chico Revilla 分享菲律賓 Maynilad 水務公司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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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15:00~15:30 

有效地針對減少漏水損失並提升漏水檢測效率 

(Targeting Water Loss Reduction More Effectively & Improving Leakage 

Detection Efficiency)  

        講者為英國 Crowder Consulting 水務公司的總監 Tom Crowder (圖23、

圖24)，他在會議中針對提升供水系統漏水偵測效率及有效降低水損的策

略進行了深入探討。Tom Crowder 強調數據驅動決策的重要性。透過先進

的監測技術如智慧水表、壓力感測器及流量計，能夠即時掌握供水系統

的運作狀態，快速偵測異常。搭配地理資訊系統（GIS）及壓力管理策略，

能夠更準確地定位潛在漏水區域，縮短修復時間。 

        接著他提到持續性的 DMA（分區計量管理區）分析是提升偵測效率

的關鍵。透過壓差分析與區域性數據比對，能夠發現微小但持續的漏水

問題。此外建立有效的監測與維護計劃，定期進行漏水巡檢及壓力測試，

能夠預防潛在風險，才能降低突發性漏水事件的發生。這個部分跟本公

司目前在推行的水安全計畫(WSP)相似，可見各國水務針對防範未然皆有

共識。 

還有 Tom Crowder 指出跨部門合作與人員培訓的重要性。良好的團隊

協作及專業技能培訓，能夠確保技術人員具備最新的偵測技術與分析能

力，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而本公司設有專業的專訓中心負責培訓外，

更有知識管理系統能將專業傳承，此證明了本公司能與世界一流水務公

司並駕齊驅的能力。 

最後，Tom Crowder 說明降低水損不應僅侷限於技術層面，更需從政

策規劃、經濟效益及社會參與等多角度綜合考量。結合科技創新、制度

優化與公眾教育，才能建立健全的漏水管理體系，確保水資源的永續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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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Crowder Consulting 水務公司的總監 Tom Crowder 演說 

 

 

 

 

 

 

 

 

 

 

 

 

 

圖 24  Tom Crowder 針對降漏並增加漏水檢測效率提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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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15:30~16:00 

智能漏水檢測：選擇合適的技術來推動水務單位的無收益水減少 

(Smart Leak Detection: Choosing the Right Technology Fit to Drive NRW 

Reduction for Water Utilities)  

        講者為美國 EFAS Technologies, Inc.的執行長 James Valle (圖25、圖26)，

他在會議上展示了最新的人工智慧(AI)與數位孿生技術在水資源管理與漏

水檢測中的應用。從傳統的硬體檢測方法到基於 AI 的智能分析，強調了

技術進步如何改變水資源管理的格局。而本方法有點相似本公司目前在

用利用現有的監測數據投入於水力模型分析，進而找出理論數據與現場

實際值的差異，進而找出漏水點，這也將是本公司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James Valle 從所提供的對比圖表中顯示，傳統的檢漏技術，如壓力感

測、視頻檢測、聲學傳感器與熱成像，雖然在某些情境下仍具效用，但

普遍面臨高成本、低準確性、高誤報率與低自動化程度的問題。相比之

下，基於數位孿生與 AI 的解決方案能夠持續監測、精準分析異常模式，

並顯著降低誤報率與營運成本。 

         EFAS Technologies, Inc.開發了 GAILL (Global AI Leak Locator)這套軟

體，利用物理模型與 AI 結合的數位孿生技術，透過現行水壓與流量模擬

來識別異常。這種方法不僅提高檢測準確率，還能縮短定位時間，進一

步強化供水系統的效率與韌性。James Valle 也展示的一個南亞案例，其

GAILL 僅透過5天的數據，即識別出142個管網異常點，並在實地驗證中

達成100%的準確率。 

         最後，James Valle 強調了水資源管理正從人工作業、被動修復轉向

智能監測與預測性維護，這也是本公司將要努力的目標。透過數位孿生

與 AI 的整合，供水系統可以達到更高效的營運，同時減少無收益水 

(NRW) 的比例。未來隨著技術進一步發展，AI 驅動的智慧水管理系統將

成為全球水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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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EFAS Technologies, Inc.的執行長 James Valle 演說 

 

 

 

 

 

 

 

 

 

 

 

 

 

圖 26  James Valle 提供 GAILL 協助南亞智能 AI 檢漏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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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5：16:00~16:30 

智慧水網：供水效率、韌性與安全性的未來發展方向 

(Smart Water Networks: The Next Frontier in Water Efficiency,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講者為法國 LACROIX Group 的亞太區業務發展總監 Mathieu 

Peretti (圖27、圖28)，他表示隨著全球水資源挑戰日益嚴峻，智慧水網

的發展已成為提升水管理效率、韌性與安全性的關鍵。其公司透過物聯

網（IoT）技術與數據驅動的解決方案，幫助水務單位實現數位化轉型，

提升資源管理能力，確保供水穩定與永續發展。 

       Mathieu Peretti 強調水資源管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包括

資源短缺、營運效率低落、網絡安全威脅以及日益嚴格的法規要求。透

過智慧水網能將傳統水管理模式轉變為數據導向的決策系統，確保即時

監測與快速應對。對本公司而言目前監測所蒐集回來的大數據，如何將

這些資料加以應用變成能夠決策的智能系統，將是未來努力的方向。參

考 LACROIX Group提出的 「感測、分析、行動與適應」 四大核心原則，

未來本公司能夠精準掌握水網狀況來優化供水的效率。 

        另外 Mathieu Peretti也提出實施智慧水管理帶來多重效益，包

括降低漏水率、提升資產管理效率、增進網路可見度與強化客戶服務。

並以法國 Nevers（訥韋爾）市 為中心的一個城市群為例，透過其公司的

智能解決方案，使當地的無收益水（NRW）大幅降低，分析時間縮短 96%，

並節省 200,000 立方公尺 的水資源，在碳排放上也減少了 130 MWh 的

能源消耗，顯示智慧水管理對環境與經濟的雙重效益。 

        最後，Mathieu Peretti提醒各水務機構在面對極端天氣或突發

狀況下，透過先進監測技術、即時數據分析與遠端管理功能，才能迅速

應對確保護基礎設施與民眾的安全。智慧水網將是未來的趨勢，這也是

我們公司在建置澎湖智慧水網平台後下一階段必須努力的目標，運用創

新技術建構更智慧、安全且永續的水資源管理系統，以確保台灣夠擁有

健康的供水未來。 

  

 



38 
 

 

 

 

 

 

 

 

 

 

 

 

 

 

圖 27  LACROIX Group 的亞太區業務發展總監 Mathieu Peretti 演說 

 

 

 

 

 

 

 

 

 

 

 

 

 

圖 28  Mathieu Peretti 分享法國 Nevers（訥韋爾）市的 AI 降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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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11月20日【降漏管理與減碳(Water Loss Management and Carbon 

Reduction)】  

議題1：08:30~09:00 

漏水碳排管理計畫：在水務上建立標準化碳平衡 

(Leakage Emissions Initiative: Establishing a Standard Carbon Balance for 

Drinking Water)  

        國際水協(IWA)的秘書 Gary Wyeth(圖29)指出傳統水資源管理往往忽

略了管網漏水與碳排放之間的關聯，而這正是現今水務管理與氣候變遷

應對中不可忽視的問題。水的生產、處理與輸送需要大量能源，當水管

網發生漏水時，水務單位不得不投入額外的能源來維持供應，導致不必

要的碳排放增加與資源浪費。因此透過量化漏水所造成的碳排放，並將

其納入碳平衡計算，是建立更精確水管理策略的關鍵。 

        而目前國際水協提出的「漏水碳排管理計畫」（ Leakage 

Emissions Initiative）的核心理念是，漏水控制不應只被視為一項降低

營運成本的技術工作，而應該與全球減碳目標相結合，也正因如此凸顯

了智慧水管理技術的重要性，包括即時監測、數據整合的決策機制，以

及管網優化策略等。透過這些技術才能在降低漏水率的同時，實現能源

效率的最大化，進而達成水資源永續與碳中和的雙重目標。 

       總結而言，建立標準化的碳平衡框架，是全球水資源管理未來發

展的重要方向。台灣目前也在推動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 的目標，本公司也在智慧水管理領域已有許多創新

應用，並已將漏水碳排放納入公司凈零減碳計畫，期許未來持續精進智

慧水管理技術並與國際標準接軌，將有機會在全球水務管理領域及為永

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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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國際水協(IWA)的秘書 Gary Wyeth 發表漏水碳排管理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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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11月20日【專題討論(Panel Discussion)】    

議題1：09:00~10:00 

如何改革以有效管理馬來西亞的無收益水（NRW） 

(What Needs to Change to Enable Effective NRW Management in Malaysia)  

這場專題討論特別邀請了「Air Selangor 漏防主管 Kelvin Siew」、 

「Ranhill SAJ 執行長 Anuar Abd Ghani」、  「Stantec 水務總監 Joe 

Lim 」、 「Gutermann AG 執行長 Uri Gutermann」及「IWA 的秘書 Gary 

Wyeth」等五位水務方面的學者與專家(圖 30、圖 31 及圖 32)，與現場的

大家一起討論馬來西亞在過去 20 年來的無收益水（NRW）管理現況，並

分析為何即使在投入大量的資金後，NRW 依然沒有明顯改善；希望從從

公用事業、政府、監管機構和 NRW 專家的角度，探討政策方面、技術應

用、基礎設施投資等方向，以確保馬來西亞能夠有效降低 NRW，提升水

資源管理效率。 

而這次討論的重點如下： 

1. 強化基礎設施投資與維護：現有供水系統老化將導致漏水頻繁。建議

加大對管網的汰換，採用先進的漏水檢測技術，提升供水系統的效率

與可靠性。 

2. 提升數據收集與分析能力：為了有效改善的 NRW 降低，建議全面的

數據收集與監測系統，利用智慧水表與數據分析工具，精確定位問題

區域，制定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3. 加強人員培訓與能力建設：水務單位的人員專業技能再升級。建議開

展定期培訓，提升員工在 NRW 管理、漏水檢測與修復等方面的能力，

確保問題能及時有效地處理。 

4. 推動政策與法規改革：建議馬來西亞政府制定相關的用水管理法規，

鼓勵採用節水技術，並對高耗水行為實施懲罰措施，以促進全社會共

同參與 NRW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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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促進公眾意識與參與：建議開展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公眾對節約用水

與 NRW 問題的認識，鼓勵社區參與監測與報告漏水情況，共同維護

供水系統。 

        與會中的大家一致認為，透過上述綜合的辦法，馬來西亞有望在未

來顯著降低 NRW 水平，以確保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在台灣隨著漏水率

逐漸降低下，NRW 要有顯著的降低對本公司將是一條極具挑戰的任務，

而這次的專題討論所得到的共識，對本公司未來的發展有著極具參考的

價值。 

 

 

 

 

 

 

 

 

 

 

 

 

 

 

 

 

圖 30  五位水務專家針對馬來西亞的降漏執行成效展開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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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國際水協(IWA)的秘書 Gary Wyeth 對馬來西亞的現況發表看法  

 

 

 

 

 

 

 

 

 

 

 

 

 

圖 32  台灣美商傑明總監 Joe Lim發表在台灣成功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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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11月20日【各國經驗分享(Country Experiences)】 

議題1：10:30~10:55 

使用物聯網漏水檢測感測器的智慧水監測系統：Jambi City 試驗計畫

(Smart Water Monitoring System Using IoT Water Leak Detection Sensor: 

Jambi City Pilot Project)  

        講者為印尼 Jambi City 公營自來水公司(Perumda Air Minum Tirta 

Mayang, Jambi City)的總經理 Dwike Riantara (圖33、圖34)，他表示他所在

的城市面對水資源短缺與碳排放問題的加劇，印尼尋求更有效的水資源

管理策略。Jambi City 透過與韓國 USOL 公司合作，推動「智慧水監測系

統暨 IoT 漏水偵測感測器」試驗性的專案計畫，以降低無收益水（NRW），

提升供水效率，並促進永續發展。 

        該計畫的核心技術包含物聯網（IoT）漏水偵測感測器與窄頻物聯網

（NB-IoT）技術(支援需要長時間運行、低數據傳輸速率、低功耗和大範

圍覆蓋的 IoT 設備)，能夠即時監測供水管網中的漏水情況，並透過無線

傳輸系統迅速回報數據。這項技術除了有效減少水資源流失，還能優化

供水管理，提高供水系統的運作效率。根據計畫的初步成果，Jambi City 

的 NRW 率從原本的 46.6%，將大幅下降預計可低於 20%。 

        Dwike Riantara 分享其計畫成功的關鍵在於跨國合作與技術創新。

USOL 作為韓國智慧水管理領域的領導者，提供專業技術支援與印尼當地

的水公司 Tirta Mayang 共同推動管網升級與數據化管理。此外該計畫獲得

韓國政府資助，並於 2024 年 5 月的世界水論壇上正式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確保計畫的長期發展。本公司未來也能嘗試在未來與他國的一

流水務公司共同合作，並簽訂相關的合作備忘錄（MoU），將是我們走向

國際化的目標。 

        最後 Dwike Riantara 就本計畫的階段性成果顯示，透過智慧監測與科

學分析，Jambi City 能更準確地發現與修復管網漏洞，進一步提升供水穩

定性。這計畫不僅為印尼樹立了智慧水管理的典範，也為其他高 NRW 率

的地區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方案，有助於全球水資源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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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Tirta Mayang 的總經理 Dwike Riantara 分享印尼跨國合作的經驗 

  

 

 

 

 

 

 

 

 

 

 

 

 

圖 34  印尼 Jambi City 與韓國 USOL 公司合作的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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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10:55~11:20 

馬尼拉無收益水減量的策略與成果：全面性的回顧 

 (Strategies and Outcomes in Maynilad's Non-Revenue Water Reducti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講者為菲律賓馬尼拉水務公司(Maynilad Water Services Inc)的漏防業

務同仁 Julio Cesar Eniceo (圖35)， 他介紹有關其公司的概述，包括服務範

圍涵蓋馬尼拉大都會西區的 17 個城市與自治市，擁有 150 萬用戶，(約

1,000 萬人)。據統計在 2007 年該區域的無收益水 (NRW) 水平高達 66%，

每天約漏掉1,500 百萬公升的水。這其中 75% 是來自管道老化和滲漏，造

成服務品質低落，只有 50% 的地區有穩定供水。  

         為了減少 NRW，Maynilad 水務公司採取了下列策略： 

1. 對內損失減少措施： 

※主動檢漏：使用電子聽音棒、地面麥克風、相關儀 (Leak Noise 

Correlator)、衛星影像等技術，識別地下滲漏點。   

※壓力管理：透過調整壓力調節閥 (PRV) 降低管網壓力，以減少破

管的發生。 

※快速維修：提高修復速度與品質，確保檢漏後即時修復。 

2. 商業損失減少措施： 

※水錶管理：改善水錶精準度，降低水錶誤差與讀數低報。   

※防止竊水與資料錯誤：透過數據分析發現用水異常者，打擊非法

竊水行為。   

3. 提高公眾參與員工專職技能提升： 

     ※提高漏水回報率：推廣3M(「Makialam（參與）」、「Makiisa（團

結）」和「Magmalasakit（關懷）」)的企業文化，建立熱線、社交媒

體回報管道，鼓勵社區回報漏水。 

     ※員工訓練與技術提升：透過內部培訓提升技術人員的檢測與維修

能力。成果與未來目標 

        經過以上多年的努，Maynilad 的 NRW 已從 2007 年的 66% 降至 2024 

年的 39%，目標在 2030 年進一步降低至 20%。Julio Cesar Eniceo 表示可

以從 Maynilad 的成功經驗得知主動檢漏、壓力管理、迅速維修和公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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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以有效降低 NRW，提高供水服務的可持續性。惟就本公司2024年

漏水率已降到12%來看，在菲律賓所做的措施，本公司目前已實行多年

(102~113年)，尤其是在台灣降漏的四大策略 ─「主動防治漏水」、「水壓

管理」、「修漏速度及品質」及「管線資產維護管理」(圖36)，更能顯示

出本公司已屬於世界上一流之水務公司。 

 

 

 

 

 

 

 

 

 

 

 

 

圖 35  Maynilad 水務公司的漏防同仁 Julio Cesar Eniceo 分享菲律賓經驗 

 

 

 

 

 

 

 

 

 

 

圖 36  台灣自來水公司的降漏四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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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11:20~11:45 

回顧與前瞻：臺灣台北市辦理降漏的二十年歷程 

 (Looking Back to Move Forward: Two Decades Journey of Addressing 

Water Loss in Taipei City)  

        講者為台灣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tantec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Taiwan Branch)的技術主管 Andrew Yu (圖37、圖38)， 他介紹

台北市在過去二十年內，針對水資源管理與漏水控制投入了大量努力，

逐步降低漏水率，提升供水效率；並分享了台北自來水事業處（TWD）

採取的策略、成果與未來方向。 

        在台灣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簡稱北水處)的供水範圍約 434 平方公里(台

北市及部分新北市)，管線長度約 6,300 公里，服務約 372 萬人。在2022 

年其每日供水量達 241 萬立方公尺，其中 65 萬立方公尺支援本公司。 

        為了面對灣長期面臨氣候異常的挑戰，北水處 2006 年開始推行四階

段長期計畫，目標是將漏水率從 26.99% 降至 10%（2025 年）。主要策略

包括： 

1. 管線汰換：採用延展性較佳的不鏽鋼管（SSP）與球墨鑄鐵管

（DIP），並結合 GIS 管理系統，以提升管線耐用性。 

2. 主動漏水控制：透過分區計量（DMA）進行監測，運用數位化漏水

檢測設備，例如噪音記錄器、相關儀器，提高偵測精準度。 

3. 壓力管理：採用變頻驅動（VFD）與端點壓力回饋控制，以降低管

線壓力波動，減少漏水風險，同時達成節能效果。 

4. 提升修復速度與品質：透過 GIS 系統與即時回報機制，提高漏水修

復的效率，使得 95% 的漏水案件能夠在一天內修復，100% 在三天

內完成。(在本公司亦有一日、三日修妥率管控) 

        最後 Andrew Yu 表示北水處經過 18 年的努力，已經汰換了 2,514 公里

管線，漏水率從 26.99% 下降至 11.20%；未來將朝向更精準的目標選定、

高科技檢漏技術、應用水力模型與非開挖管道修復技術發展，以維持既

有成果確保供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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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臺灣美商傑明的技術主管 Andrew Yu 分享台灣的經驗   

 

 

 

 

 

 

 

 

 

 

 

 

 

 

圖 38  Andrew Yu 就台北自來水事業處20年來的降漏成效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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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11月20日【進階漏水檢測(Advanced Leak Detection)】    

議題1：11:45~12:10 

利用雲端自動化技術快速定位供水管網漏水點 

 (Utilising Cloud Automation to Rapidly Locate Leaks in Water Networks)  

        講者為英國 Ovarro 公司的銷售總監 Tony Gwynne (圖39、圖40)，他表

示在全球水資源日益短缺的情況下，其公司透過先進的雲端自動化技術

快速定位管網中的漏水點，進一步提升供水系統的管理效能。 

        Ovarro公司採用的主要技術之一是遠端監測與雲端自動化分析。他們

整合了物聯網（IoT）技術、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以及 AI 智能

的分析系統，使得水務公司能夠即時監測管網壓力變化，並透過智能演

算法預測可能發生的漏水區域。此外，Ovarro 的漏水偵測技術包括使用

聲學監測感測器（Acoustic Sensors），這些感測器能夠偵測到水管內的異

常聲波，並與歷史數據比對以識別潛在的漏水源。本公司目前已有水壓、

水量及水質的監測，並透過 AI技術研發 WADA系統能即時通報通知異常

發生事件，未來仍可持續精進或參考他國的技術更加升級，是值得期待

的願景。 

         另一項關鍵技術是遙測數據分析（Telemetry Data Analysis）。Ovarro 

透過無線遙測設備將現場的壓力變化、流量數據傳輸至雲端系統，並透

過 AI 模型進行數據比對，迅速識別異常狀況。這種即時分析技術能夠幫

助水務管理人員提前發現問題，避免更嚴重的水資源浪費。 

        Tony Gwynne 並舉出在英國 Thames Water（泰晤士水務）的成功案例，

其部署了 2800 個感測器，覆蓋了倫敦北部、倫敦南部和泰晤士谷三個區

域。截至 2024 年 9 月，共發現 2069 起漏水事件，每天節省 14 兆升

（Mega Litres）的水，其成果是相當的可觀。 

        所以 Tony Gwynne強調其公司的技術不僅能有效降低管網的無收益水

（NRW），還能大幅提升維護效率，減少人力巡檢的時間與成本。透過智

能化的監測技術，水務公司能夠更準確地規劃維護計畫，確保供水系統

的穩定運行。未來我們亦可朝著雲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讓漏水防治業

務能更加智慧化、精準度更高的漏水偵測解決方案，協助本公司邁向更

高效、可持續的供水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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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英國 Ovarro 公司的銷售總監 Tony Gwynne  演說 

 

 

 

 

 

 

 

 

 

 

 

 

 

圖 40  Tony Gwynne 針對其公司的 AI 檢測技術做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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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11月20日【碳評估及其對水資源損失的影響(Carbon Assessment and 

its Impact on Water Losses)】    

議題1：14:00~14:30 

使用 LCOS 管理水務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GHG Emission Management of Water Services Industry with LCOS)  

        講者為馬來西亞國家水務委員會(SPAN)的單位高級主管 Loga Sunthri 

Veeraiah (圖41)，她表示水務的產業鏈上會產生大量的溫室氣體（GHG），

主要來自於原水製程與供水調度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特別是在依賴化石

燃料的地區，導致高碳排放，因此如何提升水務設施的能源效率並減少

碳排放，成為全球水務公司的重要挑戰。 

        所以在馬來西亞為了應對水務產業的碳排放問題，低碳運行策略

（LCOS, Low Carbon Operation Strategy）應運而生。該策略主要透過三種

方式降低排放：第一，提升能源效率，如使用高效能抽水機與智慧能源

管理系統（EMS）來減少不必要的能耗；第二，推動可再生能源，例如

在水務設施中安裝太陽能板(本公司目前也在部分清水池上方架設之)；第

三，運用智慧水務技術，如 IoT（物聯網）監控系統來偵測管網漏水，以

降低無收益水（NRW），進一步減少能源浪費。 

         Loga Sunthri Veeraiah 也舉例到許多國家已開始推動水務產業的低碳

轉型，例如英國的水務公司計畫在 2030 年實現淨零碳排放，新加坡則透

過 NEWater 技術將污水回收再利用，以降低水資源需求與能耗。丹麥的

污水處理廠甚至能夠透過能源回收技術，使部分設施實現能源自給。這

些國際案例顯示，透過技術創新與政策支持，水務產業可以有效降低碳

排放，而本公司響應國家 2050 年淨零碳排（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 

的目標，並將持續強化減碳措施，以落實永續經營。未來，台水將以 

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 為核心理念，在提升供水服務的同時，

兼顧環境保護、社會責任與良好公司治理，推動水資源管理邁向更綠色、

智慧與永續的發展方向。 

        最後 Loga Sunthri Veeraiah 提出雖馬來西亞水務產業面臨基礎設施老

化、高能耗與無收益水比例高等問題，但政府透過政策與補助推動低碳

技術應用，並鼓勵水務公司與國際企業合作，引進 AI 漏水偵測系統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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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管網管理技術。另馬來西亞亦利用公私合營（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政府與私人企業合作，結合政府的監管與資源調配能力，以

及企業的技術、資金與管理效率，在提升公共服務品質的同時並降低政

府財政負擔，使私人企業能夠參與水務設施升級，提高能源效率並減少

碳排放。目前行政院已核定本公司114至121年降低漏水率計畫，並要求試

辦可行「促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其辦理內容亦可考慮加

速本公司管網 AI 智慧化升級，未來將是可努力的目標。 

 

 

 

 

 

 

 

 

 

 

 

 

 

 

 

 

 

 

圖 41  馬來西亞國家水務委員會的高級主管 Loga Sunthri Veeraiah 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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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無收益水工作小組會議【Non-Revenue Water Workshop】  

 

2.5.1  11月21日  09:00-10:00 

解決漏水與碳排放的智慧方法 

(Smart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Water Leakage and Carbon Emissions)  

        本場由 IWA 降漏專家小組的秘書 Gary Wyeth 主講，他在會議中強調

無收益水（NRW） 的全球現況及其對碳排放的影響，並提出減少漏水損

失的策略，以達成淨零碳排放的目標。 

        根據 Wyeth 的研究，全球每年約有 1,260 億立方公尺的無收益水，其

碳排放量約為 1.87 億公噸 CO₂，占全球總碳排放的 0.6%。水的供應鏈

（包括取水、處理、輸送及管網維修）均涉及高能源消耗，而漏水不僅

浪費水資源，也間接造成不必要的碳排放。 

        他進一步說明，減少「真實損失(Real Losses) ─ 供水系統中因管線破

裂、接頭滲漏或設備故障而導致的實際水量的流失」是降低碳排的關鍵，

建議透過主動漏水控制、壓力管理、資產管理及快速維修來提升供水系

統效率。此外，他指出氣候融資（如綠色基金、碳權交易） 可為各國降

低 NRW 提供經濟誘因，呼籲各國政府及水務機構應積極採取行動，以應

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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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11月21日  11:15-12:00 

指引下階段智慧計量的方向   

(Navigating Your Next Smart Metering Step)  

        本場由英國 RSK 水務(RSK Digital Water)的數位水務主管 Thomas 

Allen 主講，他在工作小組中探討了智慧水表 (Smart Metering) 的未來發展，

及 AMI（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的關鍵決策點，包括「何處安

裝、何時部署、選擇何種技術、如何實施以及誰來執行」。他提到數位轉

型是現代供水系統的重要環節，並強調水務公司在導入 AMI 時，應考量

技術選擇、數據應用及長期營運策略，以確保投資效益最大化。 

        另外 Thomas Allen分享了智慧水表導入的不同階段，從無水表到完全 

AMI 化的過程，並討論了如何透過數據分析提升計量準確性與運營效率；

其公司目前已建置50萬個智慧水表的管理與數據處理，並計畫將逐步擴

展至 300萬個用戶，這些技術不僅提升了供水網絡的透明度，還降低了維

運成本，促進更精確的資源配置。 

        最後，Thomas Allen 指出 AMI 實施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挑戰，包括數

據管理、隱私安全、基礎設施升級以及初期投資成本。因此，他建議水

務公司應制定明確的 AMI 部署策略，先從小規模試點開始，再逐步擴展

應用範圍。 

        對於本公司而言，由於水價長年未調整，建置成本確實是首要考量。

因此，建議優先在工業區或園區內試行 AMI，並逐步導入 AI 智慧管理系

統。一方面，這能有效減少管線破裂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另一方面，也

能推動本公司邁向智慧化經營，提升供水管理的效率與永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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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11月21日  15:00-15:45 

漏控管理的最佳策略 – 改善供水能見度及減少無收益水    

(Best Practices in Water Loss Management – For Improved Visibility and 

Reduced NRW)  

        本場由 Schneider Electric 的智能水務顧問 Keshvinder Singh 主講，他

認為在全球水資源短缺與基礎設施老化的雙重挑戰下，無收益水（NRW） 

已成為水務單位最亟需解決的問題。NRW 來自於管道滲漏、非法用水或

計量誤差造成的水資源流失，這不僅影響企業收益，也對可持續水資源

管理造成威脅。Keshvinder Singh 在會中強調，透過提升系統可見度與採

用創新技術，水務公司才能有效降低 NRW 提升營運效率。 

        其中智慧監測技術是 NRW 管理的核心。 先進計量基礎設施（AMI） 

使水務公司能即時獲取用水數據，透過數據比對發現異常消耗；GIS（地

理資訊系統） 將管網與漏水情況視覺化，讓維護人員能快速鎖定問題區

域；SCADA 監控則提供即時數據與遠端控制，使水務公司能預測並防範

潛在風險。透過這些技術的整合，供水管網的可視化程度大幅提升，讓

管理者能夠做出精準決策。 

        除了上述的技術監測，具體的 NRW 降低策略才是關鍵。Keshvinder 

Singh 強調了四大關鍵措施：壓力管理 透過調控管網壓力，防止管線破裂

並減少長期滲漏；主動漏水檢測 結合聲學監測與 AI 分析，可提前發現隱

蔽性漏水點，降低修復成本；資產管理與預測維護 則透過大數據分析老

舊管線狀況，制定科學的汰換計劃；智慧計量與非法用水監測 則能透過

高頻數據比對，檢測異常用水行為，減少非法竊水與計量誤差。 

         最後 Keshvinder Singh 提醒各國水務單位，全球水務行業正加速邁向

數位化轉型，水務公司應積極運用智慧技術，結合精細化管理策略，以

確保水資源的高效利用。在台灣，本公司已依據四大漏水控制策略—

「主動防治漏水」、「水壓管理」、「提升修漏速度與品質」及「管線資產

維護管理」—全力推動降漏計畫。未來，自 114 年至 121 年，台灣自來水

公司將致力於將漏水率從 12% 降至 9.77%，持續提升供水效率，確保水

資源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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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2024 WATER LOSS ASIA 水務技術展覽 

        台水公司本次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參與2024年亞洲漏控會議外，另於中

間時間參訪了會會場外的水務技術展覽，深入了解了各國在 AI 漏水檢測

技術方面的最新進展。其中，英國的 Ovarro公司的智慧型檢漏設備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並激發了未來如有機會對其在台灣相互合作應用的興趣。 

        Ovarro 公司擁有許多先進的智慧檢漏器具，針對不同應用場景和環境

條件，可減少本公司因人力運用上的負擔，提升檢漏效率，實現智能科技

檢漏的目標。故為了讓台水能夠與國際一流水務公司接軌，本次針對其攤

位擺設的器材多做研究與實地測試(圖42)。 

        其中有兩項產品最引起我們的注意，一個是名為 ENIGMA 的多點相

關儀，另外一個是 MIKRON3 JUNIOR電子式聽音設備，其介紹分別如下： 

【多點相關儀(ENIGMA)】(圖43、圖44、圖45、圖46) 

        其為針對地下管線漏水檢測而設計。該設備結合了漏水聲波檢測與相

關定位功能，透過高靈敏度探頭和24位 A/D 轉換技術，提供高精度的漏水

定位。其直觀的圖形界面可與 GIS 系統整合，實現即時上傳與分析，並可

擴充探頭數量以適應大範圍檢測需求。其特點如下： 

 多點相關分析： Enigma 可在管網的多個位置（如閥門或消防栓）部署

探頭，同步記錄各點的聲波數據，進行相關分析，以精確定位漏水點 

 高靈敏度探頭： 配備高靈敏度的壓電加速度計探頭，能夠檢測微弱的

漏水聲波，適用於各種材質和直徑的管道。 

 24位 A/D 轉換技術： 先進的24位數據處理和分析技術，確保高精度的

漏水檢測和定位。  

 夜間自動記錄： 設備可在夜間自動記錄漏水聲音，避免白天用水和環

境噪音的干擾，提高檢測準確性，同時減少夜間人工操作的需求。  

 靈活部署： Enigma 設計為“即裝即用”的多點相關系統，可作為臨時或

半永久性的水網調查工具，適用於各種現場環境。  

 

【MIKRON3 JUNIOR 電子式聽音設備】(圖47、圖48、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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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設備是一款高性能的地面聽漏儀，適用於一般道路管線或水表前後

端用戶管線的漏水點檢測。其操作簡單、輕巧易攜，並且無需長時間的經

驗學習或技術傳承。透過智慧 AI 分析，使用者可直接從顯示器上的數值

變化判斷漏水點位置，大幅提升漏水檢測的效率與準確性。其特點如下： 

 直觀的噪音強度顯示：此設備配有240x160像素的液晶顯示屏，能清晰

呈現噪音強度，從顯示出的數據(最大值處)就可清楚快速的判斷漏水

位置。 

 可調節的濾波器頻率範圍： 設備提供高通和低通濾波選項，頻率範圍

從15Hz到5000Hz，可根據現場環境調整，將環境噪音干擾降至最低。 

 輕便設計與便攜性：重量僅750克（含電池），配備的儀器包既可手提

也可雙肩背，方便同仁未來攜帶和使用。 

 動態聽音控制： 設備具備自動音量控制功能，能在環境噪音突變時自

動調節音量，可保護本公司檢漏人員在道路上使用的聽力安全，同時

確保檢測之精度。 

 

       綜上，本次參訪全球水務行業在智慧檢漏領域的最新發展趨勢，讓本

公司未來要努力的方向更加確立，過去，漏水檢測主要依靠人工聽音與傳

統測試技術，但隨著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及大數據分析技術的

進步，檢漏技術已進入智慧化時代。在本公司在 AI 檢測領域的發展雖然

已有初步成效，像是藉由水壓、水量監測站所衍生的 WADA 系統。但參

考過本次一流水務單位所展示的設備，除了強調遠端監測外，更搭配 GIS 

及大範圍自動化分析，這部分可以作為台水未來技術升級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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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參訪英國的 Ovarro 公司於會場外水務技術展覽 

 

 

 

 

 

 

 

 

 

 

 

 

圖 43  Ovarro 公司講解多點相關儀(ENIGMA)的功用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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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Ovarro 公司的多點相關儀(ENIGMA)  

 

 

 

 

 

 

 

 

 

 

 

 

圖 45  Ovarro 公司以案例說明多點相關儀(ENIGMA)成功監測及檢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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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Ovarro 公司由多點相關儀(ENIGMA)與 GIS 搭配智慧 AI 檢漏 

 

 

 

 

 

 

 

 

 

 

 

 

圖 47  測試 Ovarro 公司的 MIKRON3 JUNIOR 電子式聽音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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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MIKRON3 JUNIOR 電子式聽音設備於會場外教學使用 

 

 

 

 

 

 

 

 

 

 

 

 

圖 49 使用 MIKRON3 JUNIOR 電子式聽音設備檢測地下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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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習心得 

        本次參與2024亞洲漏水控制研討會及展覽（Water Loss Asia 2024 

Conference & Exhibition），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全球水資源管理的挑戰與機

遇，也進一步了解各國在減少無收益水（Non-Revenue Water, NRW）與降

低碳排放方面的創新技術與策略。透過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水務專家、學者

及業界領袖的交流，我們不僅吸收了最新的技術發展，也獲得了寶貴的實

務經驗，這些對於台灣自來水公司未來的降漏策略與智慧水務發展具有重

要參考價值。 

        會議中，各國水務機構分享了如何利用數據分析、AI智能監控與數位

孿生技術來提升漏水檢測效率與管網管理精準度。例如，荷蘭、英國等國

家透過物聯網（IoT）感測技術與大數據分析，實現即時監測並快速反應，

以減少水損失與碳排放。這些應用與台水公司現行的智慧管網與WADA大

數據分析系統方向一致，顯示我們在水務管理數位化方面已經取得一定的

進展，未來可進一步強化 AI 技術應用，提升決策的即時性與準確性。 

        此外，菲律賓 Maynilad 水務公司、印尼 Jambi City 等案例亦提供值得

借鏡的經驗。他們透過遠端監測、壓力管理與社區參與，有效降低 NRW

並提升供水系統的韌性。這些策略與台水公司推動的「分區計量管網

（DMA）」、「水壓管理」及「主動防治漏水」等措施方向相符，顯示我們

的降漏政策已符合國際趨勢，未來可以參考其公私協力模式，進一步提升

管理效能。 

       還有會議強調漏水控制與減碳的緊密關聯，並提出「漏水碳排管理計

畫」，提醒我們在推動水資源管理時，應同步考量節能減碳目標。國際水

協（IWA）建議建立標準化的碳平衡計算，以量化漏水所帶來的環境影響，

這對於台水公司未來的 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發展方向具有重要

參考價值。 

        綜合本次研習收穫，我們建議台水公司未來可加強以下幾個面向： 

第一， 持續優化 AI 智能監測與數據分析能力，提升異常偵測準確度 

第二， 積極參與國際論文發表與技術交流，提高台水公司在全球水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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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見度 

第三， 結合漏水管理與減碳策略，推動更完善的永續水資源政策。此外，

我們也建議統籌國際研討會參與、技術引進與論文發表，以確保公

司在國際水務管理趨勢中持續保持領先地位。 

        本次參與2024亞洲漏水控制研討會及展覽（Water Loss Asia 2024 

Conference & Exhibition），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全球水資源管理的挑戰與機

遇，也進一步了解各國在減少無收益水（Non-Revenue Water, NRW）與降

低碳排放方面的創新技術與策略。透過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水務專家、學者

及業界領袖的交流，我們不僅吸收了最新的技術發展，也獲得了寶貴的實

務經驗，這些對於台灣自來水公司未來的降漏策略與智慧水務發展具有重

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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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議與結論 

【對台水公司未來發展與營運的建議】 

        本次出國開會與參訪，讓我們見識到國際間在漏水控制、智慧管網及

碳減排等方面的最新技術與發展趨勢。透過研討會的分享及與各國水務專

家的交流，我們觀察到全球水務管理正朝向更智慧化、更精準數據分析的

方向發展，本公司目前執行的分區計量管網(DMA)，以自行研發之大數據

智慧水網分析 WADA 監測及與工研院合作開發 AI 輔助檢測診斷等科技檢

漏方法，採面→線→點之降低供水損失策略及手段，雖然在漏水防治上已

有顯著成效，但仍可進一步精進，以提升管理效率並確保長期的永續發展。

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營運發展參考： 

一、 深化 AI 智慧檢漏技術應用，強化大數據決策能力 

目前，AI智能監測與大數據分析已逐步成為全球水務管理的核心工

具。例如，本次會議介紹的 GAILL（Global AI Leak Locator）與其

他國際先進 AI 檢測系統，皆能透過即時監測與數據學習提升漏水

檢測準確度。台水公司已投入智慧管網（如 WADA 大數據分析系

統），建議面的偵測可引進新的檢測技術，例如進一步導入機器學

習與 AI 模型，朝結合小區管網水力模型及時水壓預測漏水管段，

或可試辦衛星照相辨識漏水技術縮小漏水至管段，以提升檢測效率

與修復時效。 

二、 推動智慧水表與即時監測系統，加強用戶端水管理 

國際間已廣泛採用智慧水表（Smart Meters）與遠端監測技術，以

提升水資源使用效率。本次會議中，菲律賓、印尼等國家皆已運用

物聯網（IoT）水表與數據分析技術進行水損監測，並即時回應異

常情況。目前本公司已完成澎湖智慧水網平台並設置智慧水表應用，

並已啟動該平台之後續精進作業，期待能有突破在推廣至其他地區。

特別是在用水量較大的工業區與高樓社區，以即時監測水壓與異常

流量，進一步降低無收益水（N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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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合減碳策略，強化漏水管理達成碳排放減量目標 

本次研討會強調漏水與碳排放之間的關聯，許多國家已開始將漏水

管理納入減碳政策，如 IWA 提出的「漏水碳排管理計畫」，倡導透

過精準管控減少水處理與供水過程的能耗，從而降低碳排放。台水

公司已將漏水管理與碳排放減量結合，未來可再精進降漏技術與管

理，達成碳排放減量目標。 

四、 強化跨國合作與國際論文發表，提升國際能見度 

透過本次會議，我們發現台水公司目前在降漏技術與管理策略上已

達國際水準，並具備豐富的實務經驗。然而，台灣的水務技術仍較

少在國際舞台曝光，未來本公司降漏團隊，可蒐集國際研討會論文

徵稿資訊，並鼓勵技術人員投稿與發表研究成果，以提升台水公司

在國際間的專業形象與影響力。此外，也可積極參與國際水協

（IWA）與亞洲區水務組織的專業論壇，拓展國際合作機會。 

五、 建立長期人才培育機制，推動技術與管理創新 

水務管理技術日新月異，為確保公司能持續保持競爭力，建議強化

內部人才培育，可藉由前期總顧問標經驗，委外定期舉辦技術研討

與跨部門交流，讓工程技術人員掌握最新的智慧水務趨勢。此外，

可與國內外大學及水務研究機構合作，開發針對智慧水網、數據分

析、降漏技術等領域的專業培訓課程，確保人力資源能與技術發展

同步成長。 

 

【結論】 

        本次研討會展現了全球水務領域的最新趨勢，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交

流機會。透過觀摩與學習，我們認為台水公司應在現有基礎上，持續深化

智慧檢漏技術應用、提升系統結合 AI 人工智慧及遠端監測、提升水表準

確度增加收入，強化漏水管理達成碳排放減量目標，提升國際能見度，並

強化人才培育機制。唯有持續創新與優化，才能確保台灣的水資源管理與

國際接軌，並在永續發展的道路上發揮更大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