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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屆國際水協會(IWA,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舉辦 2024

年數位水峰會（Digital Water Summit 2024），這是該活動的第三屆，

期間為 2024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地點位於西班牙畢爾包之巴斯克

宮會議中心(Palacio Euskalduna Conference Centre and Concert Hall)，

主題為「型塑我們的水未來」(Shaping our water future)，橫跨 40 個

國家共計 329 位全球水務產業數位化專家齊聚一堂。數位水峰會主要

任務為推動全球水務領域的數位化，特別關注於商務與產業層面，匯

聚全球技術供應商和水務公司，共同研討水務數位化技術。在活動期

間，與會者探討了智慧水管理、數據分析、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整合

等相關主題，深入研析數位技術在解決當前水務領域挑戰的創新潛

力。此外，本數位水峰會還包含 5 場專題演講、5 場互動討論、12

場技術展示和創新中心（InnoHub）等活動，讓各界分享水務領域最

新的創新成果。 

水利署與 IWA 已合作多年，水利署除多次受邀參加 IWA 世界水

大會暨展覽會(IWA World Water Congress & Exhibition)，2023 年水利

署與 IWA 合辦「第 9 屆國際水協會亞太地區會議暨展覽會」

(IWA-ASPIRE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23)，與台灣國際水周—國

際水論壇結合辦理，2024 年水利署國際水論壇亦邀請 IWA2 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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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講者。本次出席會議及考察係 IWA 深知台灣水利數位治理的多

元發展，故於 2024 年初邀請水利署出席 IWA 2024 年數位水峰會並

建議水利署可考慮未來申辦該活動於台灣主辦。本活動由阮香蘭組長

與楊志偉正工程司於 113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6 日赴西班牙畢爾

包，期間除參與大會活動外，並與 IWA 討論雙方未來合作規劃，進

一步建立未來長期之交流管道。 

本次活動亦參訪 ETXEBARRI STORMWATER 滯洪設施，展示

如何利用大規模蓄水池因應強降雨及城市排水挑戰，成功減少洪水風

險與污染溢流問題，為智慧水資源管理提供典範。 

本次大會專題演講主題包括數位化水管理的市場趨勢、數據應用

於永續水管理、智慧水網絡技術整合與系統變革策略等，講者強調跨

部門合作、數據整合與網路安全的必要性，並系列分享全球各地數位

水資源管理的成功案例。 

現場有 11 家參展廠商展示最新技術解決方案，包括物聯網、數

位孿生、智慧水表與水質監測等。這些技術不僅提升運營效率，也在

數位化過程中推動永續發展。 

本次參加收穫頗豐，認知到水利署應結合台灣特色與國際標準推

動水資源數位化，加強資料共享平台建設以支持數位化，推動跨部門

合作與技術教育，提供資金及政策支持，亦了解到技術應基於實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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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並確保其價值。 

水利署與 IWA 全球活動總監 Kizito Masinde 討論了申辦 2026 或

2027 年峰會的可能性，並獲得 IWA 相關標準與指引建議。申辦需展

示台灣的場地條件、國際交通便利性、贊助與參與能力，以強化申辦

成功機率。 

水利署此次參與數位水峰會不僅增進台灣與國際交流，也為台灣

水資源管理提供了具體策略與技術啟示，助力未來數位化轉型與永續

發展。 

 

  



4 

壹、目的 

2024 年數位水峰會（Digital Water Summit 2024）由國際水協會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IWA) 主辦，並與畢爾包-比斯開水務

聯盟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zkaia) 以及西班牙城市水務管理企

業協會 (AGA-AEAS) 合作，目標是成為水務產業數位化的世界領導

者，2024 年 11 月 12 日至 14 日為期 3 天再次在西班牙畢爾包舉行，

這是該峰會連續第三年於該市舉辦，旨在成為水務行業數位化的全球

參考典範。 

 

圖 1、2024 年數位水峰會網站，以畢爾包伊比德羅拉塔（Torre Iberdrola）作為

主畫面，也是本活動正式晚宴舉辦地點 

該峰會吸引了約 350 位全球數位水務領域的專家參與，面向與水

務行業相關的各方，特別是企業和工業界，會議目標包括： 

一、 推動創新：鼓勵數位科技在水務管理中的創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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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促進效率：幫助水務行業更高效地解決基礎設施維護和資源

分配問題。 

三、 加強韌性：應對氣候變遷帶來的水資源挑戰，提升城市和社

區的水務韌性。 

四、 知識共享：匯集全球最佳實踐與研究成果，促進知識傳播和

能力建設。 

包括來自西班牙、比利時、葡萄牙、德國、英國、法國、荷蘭、

紐西蘭、贊比亞和南非等國的專業人士分享在水務行業中的知識和經

驗。大會主要特色包括： 

一、 主題聚焦數位化：探討水務行業的數位化轉型，包括數據管

理、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數位孿生（Digital Twin）

等最新技術如何提升供水、污水處理及水資源管理的效率與

韌性。 

二、 跨領域合作：匯聚政策制定者、水務專業人士、技術開發商

及投資者，共同研討如何推進水務行業的數位轉型，解決水

資源挑戰。 

三、 展示與交流：展示最新的數位化工具和技術解決方案，提供

專業網絡活動，促進合作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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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技術研討與案例分享：針對性的技術研討和成功案例分享，

幫助與會者了解具體應用場景及實踐經驗。 

水利署與 IWA 近年交流緊密，賴建信署長 2018 年受 IWA 執行

董事 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邀請，率團赴日本東京參加「世界

水會議及展覽會(World Water Congress and Exhibition)」，並安排參與

大會專題演講之 Panel discussion，與各國與談人探討如何實現永續發

展目標 6，以及參與流域鏈結城市論壇，賴署長以「臺灣流域鏈結城

市」為主題進行演講，為論壇揭開序幕；賴署長亦帶領國內業者以「智

慧防汛」為主題籌組臺灣館參加本次展覽，以展現臺灣於水資源物聯

網及智慧防汛投入的努力，使國際瞭解我國先進智慧防災技術，並拓

展臺灣水產業國際市場。 

2022 年水利署賴建信署長再次接受 IWA 邀請，擔任大會專題演

講「建立韌性城市水管理的實用觀點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in 

Building Resilience Into Urban Water Management)之與談人，以及受邀

參與 IWA 高峰會議(IWA High-level Summit)與用水事業領導人論壇

(Utility leaders forum)。 

2023 年水利署舉辦「2023 臺灣國際水論壇(Taiwan International 

Water Forum 2023)」，以「水未來(Vision for Water)」為主題，藉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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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探討創新、前瞻及永續性的水戰略，本活動特

別與「第 9 屆國際水協會亞太地區會議暨展覽會」(IWA-ASPIRE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23)結合辦理，增進臺灣水利各界人士及

事務與國際之交流。其中水領袖峰會更邀請到 IWA 執行董事 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等水利界重量級講師，分享促進水資源永續

管理及水韌性調適等面向之獨特觀點。 

2024 年水利署持續深化與 IWA 合作， IWA 除推薦美國萊斯大

學土木工程系教授Qilin Li及巴西聖保羅州供水公司 SABESP總裁行

政助理 Mara Ramos 等 2 位委員擔任水利署 2024 臺灣國際水論壇講

者外，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於近年與水利署多次交流後，鑑

於水利署數位治理多方面發展及斐然成效，提議水利署可考量接辦

IWA 數位水峰會，並邀請赴西班牙畢爾包參加 2024 年數位水峰會及

討論雙方未來合作交流規劃。 

為利了解國際數位技術發展趨勢，並赴會議現場洽談主辦數位水

峰會之可能、相關申辦程序，及觀摩會議舉辦規模、場務等相關安排

方案，以利未來藉主辦國際會議擴大我國水利影響力，爰由水利署水

文技術組組長阮香蘭及綜合企劃組楊志偉正工程司赴會，與會期間參

與大會安排的技術參訪行程 ETXEBARRI STORMWATER 滯洪設

施、專題演講、互動討論、技術展示和創新中心（InnoHub）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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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拜會 IWA 全球活動與獎項總監 Kizito Masinde 先生，交流主題包

括本活動申辦流程、關鍵考量、資源需求、評估標準等，進一步建立

未來長期的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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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如下表： 

表 1 每日行程表 
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目的 地點 
11/10 
(日) 23:10-07:35(+1) 啟程 桃園機場→法蘭克福機場 

11/11 
(一) 

07:35-09:40 轉機 法蘭克福機場 

09:40-11:55 航程 法蘭克福機場→畢爾包機場 

11:55-12:30 出關 畢爾包機場 

12:30-13:30 前往飯店放置行李 Hotel NH Collection Villa de Bilbao 

13:30-14:30 午餐 － 

14:30-18:00 會場交通路線勘查 畢爾包 

11/12 
(二) 

09:00-10:00 報到及確認現場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0:00-13:00 技術參訪 ETXEBARRI STORMWATER 

14:00-15:00 午餐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5:00-16:15 參加數位水峰會 
拜會 IWA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8:20-20:20 歡迎晚宴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1/13 
(三) 

09:00-14:00 參加數位水峰會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4:00-15:45 午餐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5:45-18:15 參加數位水峰會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1/14 
(四) 

09:00-13:45 參加數位水峰會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3:45-15:30 午餐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15:30-18:00 參加數位水峰會 巴斯克宮會議中心 

20:00-21:00 正式晚宴 Torre Iberdrola 

11/15 

(五) 

04:20-04:50 車程 飯店→畢爾包機場 

06:50-09:00 航程 畢爾包機場→阿姆斯特丹機場 

09:00-11:10 轉機 阿姆斯特丹機場 

11:10-06:35(+1) 航程 阿姆斯特丹機場→桃園機場 
11/16 
(六) 06:35 返程 桃園機場 

備註：活動時間為當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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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過程紀要 

此行水利署由阮香蘭組長與楊志偉正工程司出席 2024 年數位水峰會

（Digital Water Summit 2024），參加重要會議與拜會活動。 

 
圖 2、水利署參加 2024 年數位水峰會側拍，阮香蘭組長(中)、楊志偉正工程司(右 2) 

一、 技術參訪 

 
圖 3、畢爾包大型雨水蓄水池（ETXEBARRI STORMWATER）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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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畢爾包因其地形和多雨的氣候特點，曾經面臨嚴重的都市洪水問

題，其中雨水下水道因溢流至污水下水道系統造成污水溢流而隨雨水下水道污

染河川環境。為解決這個挑戰，畢爾包於地下建造了了大型的雨水蓄水池

（ETXEBARRI STORMWATER）系統，目的是在強降雨事件期間有效儲存並控制

雨水流量，減少洪水風險和污水溢流對環境的污染。 

 
圖 4、畢爾包地理位置 

設計原由 

1. 地理與氣候挑戰：暴雨時水流迅速匯集在市中心，極易引發洪水。 

2. 減少污水溢流：在降雨量過大時，原有的下水道和排水系統無法及時排

出大量雨水，會導致混合污水溢流（combined sewer overflow, CSO），

污染河川和自然水體。雨水蓄水池的設計旨在儲存多餘的雨水和污水，

避免這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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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輕下水道負荷：大規模蓄水池可在暴雨期間暫時存儲過量雨水，待雨

勢減緩後再逐步釋放，減輕下水道系統的負荷，延長其使用壽命。 

 
圖 5、ETXEBARRI STORMWATER 雨水蓄水池 

效益 

1. 有效防洪：雨水蓄水池在暴雨來臨時能夠立即啟動儲水功能，減少水流

匯入河道的速度和流量，有效降低洪水風險，保障城市安全。 

2. 環境保護：避免污水溢流進入河道及附近水體，有助於保護當地的自然

生態環境。 

3. 節省資金：透過減輕下水道系統的負荷，延長基礎設施壽命，從而減少

未來的維護和改建成本。 

畢爾包的雨水蓄水池系統已成為一個典範，展示了如何透過智慧化的水資

源管理和基礎設施設計應對極端氣候帶來的挑戰。這類設施也有助於提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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韌性，面對日益加劇的極端氣候影響。 

 
圖 6、ETXEBARRI STORMWATER 調節池 

CATABB（Centro Avanzado de Tecnologías del Agua Bilbao Bizkaia）位於西班

牙畢爾包，由比斯開水務聯盟（CABB）設立，旨在推動水處理技術的研究創新。

聚焦於先進水處理技術，尤其是面對氣候變遷、提高供水和污水管理效率等挑

戰，並為新技術開發提供試驗基地。 

 
圖 7、CATABB（Centro Avanzado de Tecnologías del Agua Bilbao Bizkaia）外觀 

作為水質研究的開放平台，CATABB 與公私機構、技術中心和大學合作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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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研究項目，涉及新興污染物的處理、抗生素耐藥性基因的檢測，以及水質

安全保障措施等。此外，CATABB 還與當地中小企業和創新公司合作，推動地方

水資源管理技術的發展，並力求成為歐洲水處理技術的參考中心。 

 
圖 8、CATABB 職員簡報 

CATABB 的試驗項目（pilot trials）在其設施內，主要用於探索水處理技術

的創新應用。該中心位於畢爾包的 Etxebarri，設有管道、儲水罐和小型實驗室，

具備水處理相關的各種設備。這些試驗的主要目的是檢測和改善水質處理技

術，例如消除氯消毒過程中產生的三鹵甲烷（THMs）等副產物。此外，CATABB

也在開展 Emer Gen 項目，專注於識別和處理抗生素耐藥基因和新興污染物，

以確保飲用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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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CATABB 參訪 

這些試驗也讓中心在必要時具有每小時處理 10 立方米的水質淨化能力，

應對潛在的水資源短缺。隨著持續的研究，CATABB 希望進一步改善水處理流程

的效率，並成為技術和知識共享的核心平台。 

 
圖 10、CATABB 職員介紹設施 

CATABB 的水處理系統主要結合了多種先進技術，以達到淨化水質的目的，

尤其針對新興污染物和微生物安全的挑戰。以下是該系統可能使用的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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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1. 氯消毒：氯是一種常用的消毒劑，但會生成三鹵甲烷（THMs）等副產

物。為了控制這些副產物的生成，CATABB 進行了相關的試驗和技術優

化，以減少 THMs 在水處理過程中的產生。 

2. 先進氧化技術：這種技術適用於分解水中難以降解的有機污染物，能夠

有效去除微量污染物質。常見的先進氧化方法包括臭氧化和紫外線處

理，有助於提高水處理的效率。 

3. 膜過濾技術：例如超濾（UF）和反滲透（RO）等，能夠有效去除水中

的懸浮物、細菌和病毒等微生物污染，保證水質的清澈和安全性。 

4. 生物過濾技術：這項技術利用微生物降解水中的有機污染物，是一種相

對環保的水處理方法，適合於因應小分子有機污染。 

 
圖 11、CATABB 汙水處理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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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層次的處理流程，CATABB 的系統可依水質需求進行靈活調整，提供

安全穩定的水質，並符合飲用水的嚴格標準。 

 
圖 12、CATABB 參訪大合照 

二、 開幕儀式 

參與開幕儀式的嘉賓（如圖 13 由左至右）包括 IWA 全球活動總監 Kizito 

Masinde、比斯開省主席  Ana Otadui、畢爾包-比斯開水務聯盟主席 Kepa 

Odriozola、畢爾包市長 Juan Mari Aburto、西班牙城市水務管理企業協會

（AGA-AEAS）主席 Jesús Maza、比斯開省自然環境和農業副代表  Arantza 

Atutxa、巴斯克水務局局長 Asier López 以及西班牙供水和污水處理協會（AEAS）

國際事務負責人 Belén R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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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024 年數位水峰會開幕典禮合照 

在開幕致詞中，Jesús Maza 強調了西班牙城市水務數位化進程的巨大推動

力，特別是在第三輪水務數位化計劃（Perte）啟動之際。他指出數位化具有巨

大的潛力，可以為市民提供質量和效率最佳的城市水務服務保障。他還提到，

西班牙水務行業在全球範圍內處於領先地位，必須繼續走在數位化的前端。因

此，像 IWA 數位水峰會這樣的活動至關重要，為企業提供了與全球頂尖專家接

觸的機會，學習最新的數位化知識。 



19 

 
圖 14、西班牙城市水務管理企業協會主席 Jesús Maza 開幕致詞 

畢爾包-比斯開水務聯盟主席 Kepa Odriozola 在開幕致詞中指出，Urdata 

Bizkaia 1 項目在第二輪水務數位化計劃中被評為最佳項目之一，獲得近 1,000

萬歐元的資助。他強調數位技術提供了無限的潛力，可以改變全球水系統，幫

助公共服務機構提高韌性和效率，同時為未來建立更加穩固且經濟上可行的基

礎。 

 
圖 15、畢爾包-比斯開水務聯盟主席 Kepa Odriozola 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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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活動 

由於 IWA 的大力支持，推薦了兩位卓越的講者 Qilin Li 和 Mara Ramos 參加

由水利署主辦的 2024 台灣國際水週-國際論壇。他們的參與吸引了眾多觀眾，

對本活動的成功有重要貢獻。水利署希望在未來繼續與 IWA 保持這種具有成效

的合作關係。 

此行透過 IWA 執行董事 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 協助，與 IWA 全球活

動總監 Kizito Masinde 當面討論交流合作議題。Kizito Masinde 總監擁有肯亞埃

格頓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理學碩士，負責 IWA 在世界各地的活動、獎項的開發和

實施等方面。在此之前，他是內羅畢非洲區域辦事處的戰略計畫高級官員，為

非洲水資源的保護和管理以及發展供水服務提供者的能力提供技術支援，以透

過改善公用事業的治理和管理來提高其服務品質。他也與非洲各地的多家公用

事業公司合作進行水質項目，特別是製定和實施水安全計畫，也曾擔任熱帶生

物學協會的專案官員，透過生物學實地課程和專業技能研討會積累了生物多樣

性保護和研究方面的專業知識。其隨後加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擔任專案專

家，負責保護海洋環境免受陸地活動污染全球行動計畫（UNEP–GPA）。 

11 月 12 日下午阮香蘭組長率員與 Kizito Masinde 總監進行會談，首先阮組

長向 Kizito Masinde 總監介紹水利署舉辦台灣國際水週-水利產業主題館與國際

論壇的工作內容，並開始進行對談討論，討論內容摘錄如下： 

Q：數位水峰會是否已為未來幾年指定了主辦國。我們最有可能何時申請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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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何時應該開始申請過程？台灣應採取哪些步驟來申請主辦高峰

會？是否有具體的指導方針或文件可以參考？ 

A： 

1.2025 年的主辦地點已確定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如果台灣有興趣申請主辦，可

考慮 2026 或 2027 年的峰會。 

2.建議在 2025 年初提交申請，這樣可以比其他國家更早展現準備與誠意。 

3.提交提案時，需闡明希望主辦數位水峰會的原因、能提供的資源與設施、可

用的場地及其容納能力（約 400-500 人），還需展現對活動的贊助與參與支持。 

Q：在申請過程中，我們應與誰聯絡？是否有專門負責國際會議申請的辦公室

或人員？ 

A：提案可提交至 Kizito Masinde，並副知 Dr. Kalanithy Vairavamoorthy。總監會

將提案提交至管理層審核。如果有任何問題，可以聯繫總監並與地方的合

作夥伴（如大學、公用事業單位）共同準備申請。 

Q：根據您的經驗，我們在組織此類活動時應注意哪些關鍵細節，以確保活動

的順利進行和成功舉辦？ 

A： 

1.場地需有足夠的會議區域、展覽空間及與會者交流的場地。 

2.交通是重要因素，必須方便於國際人士與本地代表前來。 

3.需展現能夠吸引足夠的參與者及贊助商，確保活動至少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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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並非一次性，應考量吸引更多 IWA 會員並建立長期合作。 

Q：主辦高峰會需要投入何種程度的人力、物力和財務資源？IWA 是否提供任

何支持，或者是否建議分配特定資源以確保活動成功？ 

A： 

1.人力資源：需要一支專業團隊負責活動規劃與執行，包括聯絡當地合作夥伴

和管理參與者登記。 

2.物力資源：合適的場地（如展覽中心）、先進的技術設施，以及支持活動的物

流安排。 

3.財務資源：要有詳細的預算，涵蓋成本及預期收益，還要展現如何吸引贊助

商及參與者的策略。 

4.IWA 的支援：雖然 IWA 不直接提供財務支援，但會提供活動標準、參與者人

數和費率等相關資訊，協助估計預算。 

Q：IWA 在選擇峰會的主辦國或城市時考慮哪些具體標準或條件？我們如何加

強自身以滿足這些標準？ 

A： 

1.地點選擇：需展現場地的便捷性及適合性。 

2.參與人數與支持：需展示能吸引本地與國際參與者的能力。 

3.財務可行性：需確保至少收支平衡，最好能獲利以支援 IWA 活動。 

4.合作夥伴：最好與當地大學或公用事業單位合作，可以提升申請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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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體貢獻：除活動本身外，需展現能為 IWA 帶來更多會員及長期影響的潛力。 

 
圖 16、阮組長率員與 Kizito Masinde 總監進行會談 

 
圖 16、代表水利署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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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題演講 

(一) 講者介紹如下表 2 

表 2 專題演講講者表 

照片 姓名及職務 講題及簡介 

 

Maria Cardenal 
西班牙  Bluefield 
Research 分析師 

數位水務市場展望：主要驅動因

素、競爭轉變與預測 
本演講評估了數位水技術的不斷

發展的前景，重點介紹了主要趨

勢、競爭動態和市場預測。主要趨

勢包括物聯網、先進感測器和數據

驅動決策的日益普及。數位水務公

司可以透過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和

採用顛覆性技術來保持競爭力，從

而進入不斷擴大的市場。儘管存在

網路安全和財務挑戰，數位水務產

業預計在未來十年將出現強勁成

長。 

 

Sandile 
Mbatha 
南非合作治理與

傳統事務部國家

首席資料官 

利用數據實現永續水的未來—增

強合作夥伴關係和效率 
主題演講將討論數據在為永續水

未來建立強有力的夥伴關係方面

的作用。該演講將展示公用事業和

監管機構如何透過整合的部門級

數據和分析從「單一視圖」中受

益。透過利用這些分析，利害關係

人可以增強決策流程、提高營運效

率並確保有效的監管監督和合規

性。這種整體方法將有助於協調並

準確的預測，及能夠主動因應該部

門面臨的挑戰，最終形成更永續和

具有彈性的水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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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zana 
Kalincikova 
業務開發總監，

Xylem Vue 東

歐，賽萊默，斯

洛伐克 

理解數位轉型 
面對氣候變遷等日益嚴峻的挑

戰，水務公司面臨越來越大的壓

力，需要加速數位化流程。本主題

演講將重點介紹如何確定投資優

先順序、擴大專案規模和增強防禦

能力的實用策略。 

 

Frank Zamora 
西班牙 ACCIONA 
水務業務  IT 總
監 

智慧水網路：整合數據、物聯網和

人工智慧以增強水系統運營 
Acciona 展示智慧水網路中資料、

物聯網設備和人工智慧技術的整

合如何實現即時監控、自動化決策

和提高系統效率。關注水質監測、

洩漏檢測和壓力管理等應用。（智

能資產） 

 

Olivia Bailey 
英國奧雅納高級

數位水務顧問 

數位工具如何支持水務產業的系

統變革 
「實現水智能社區」是一個位於英

國的 Ofwat 創新項目，由 Anglian 
Water 、 Thames Water 、 United 
Utilities 和 Arup 領導。該計畫的

願景是重新思考終身水資源管

理，加速採用綜合水資源管理，以

支援社區和環境的繁榮。該創新項

目正在探索綜合水管理、社區參與

實施及住房開發之間的關係，釋放

跨部門管理的新機緣。透過開發以

數位工具為基礎的框架和系統，在

複雜的環境中採取行動，能夠在水

智能世界中蓬勃發展。 

(二)演講重點摘要 

1. 數位水務市場展望：主要驅動因素、競爭轉變與預測 

Maria Cardenal（Bluefield Research, 西班牙）分析了全球數位水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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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驅動力與阻礙因素如下： 

 驅動力：財務壓力、基礎設施老化、環境法規（如歐盟 NIS2 指令），

以及AI與數位孿生的普及，使水資源管理的數位化解決方案得以推動。 

 阻礙因素：網路安全問題（如美國公用事業在 2010-2020 十年內的網攻

增長 223%、歐洲網路安全支出僅佔 IT 總支出的 7%）、資料孤島現象

及資源不足與缺乏專業培訓是數位化的主要障礙，而非員工意願不

足，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如中國和印度，儘管有潛力，但基礎設施落後

和污染問題成為重大挑戰。 

而目前市場現狀： 

 全球約有 1600 家技術供應商，50%集中於美加地區，歐洲以傳統技術

公司為主，小型創新公司則專注於軟體解決方案。 

 應用領域以網路管理、客戶管理及預測性維護為主，並逐漸向數位孿

生與 AI 方向轉型 

未來數位化技術在水務行業具巨大潛力，但需克服挑戰並推動跨領域合

作與統一行業標準，以促進技術應用與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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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專題演講- Maria Cardenal 

2. 利用數據實現永續水的未來—增強合作夥伴關係和效率 

Sandile Mbatha 指出，許多非洲國家的水資源問題源自治理和基礎設施不

足。南非擁有 44 個區、8 個都市區和 105 個地方政府，有效管理對公民獲取水

資源至關重要。研究顯示，每投入 1 美元於資訊系統，可帶來 32 美元的經濟

回報，強調應優先投資這些系統，而非視為次要任務。 

然而，許多政府未認識到資訊系統的重要性，需專注於長期資料投資和永

續解決方案。現有基礎設施往往無法滿足城市擴張需求，且對其狀態了解不

足。例如，一些地區雖有水源，卻因缺乏有效的收集系統，導致資源浪費。 

他舉例說明資料管理缺失對系統的影響：當村莊水管破裂時，居民透過系

統上報問題，但因資料未正確傳輸，水管工無法即時獲取資訊，導致修復延誤。

此外，採購與維修系統未連接，備品不足進一步延長修理時間，增加居民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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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資料流通並整合相關系統可提升水管理效率，減少水損耗、縮短維修

時間並提升服務品質。Mbatha 強調，水是人類基本需求，也是尊嚴的體現，

整合的資料圖像能讓政府、社區和企業共同參與，確保水資源永續利用。 

 
圖 18、專題演講-Sandile Mbatha 

3. 理解數位轉型 

Zuzana Kalincikova 討論有關資料相關性和其影響的重要觀點。目前約 100

多個國家在水資源管理和技術改進方面持續進步，特別是在水管理和基礎設施

發展上，我們看到許多地區面臨挑戰，比如如何處理有限的資源來為更廣大的

民眾服務。 

人工智慧已大幅應用於水資源領域，並利用創新技術提升營運效率。有許

多實際案例，人工智慧顯示技術解決方案可以幫助因應洪水風險、改善供水安

全，以及為監測和維護提供更準確的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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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面臨一些困難，例如如何有效收集和使用資料，尤其是在資源有限或

基礎設施老舊的地區。再次強調跨部門合作及民眾協力的重要性，也呼籲必須

建立標準化流程來加強因應能力。  

應用最新的數位技術，如智慧感測器、光纖技術，以及以用戶為核心的數

位解決方案。這些工具可以幫助水相關企業更精準地管理系統，從而在提高效

率的同時，促進永續發展。 

她強調系統性改革的必要性，培養技能、教育和技術培訓是實現這些改革

的關鍵。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推動更高效、更永續的水資源管理系統。 

 
圖 19、專題演講-Zuzana Kalincikova 

4. 智慧水網路：整合數據、物聯網和人工智慧以增強水系統運營 

Frank Zamora 表示現在面臨許多挑戰，例如資料的增長和不完整性，這需

要我們定義解決方案以避免可能造成的損害。這種情況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尤其



30 

顯著。希望透過提供更多資訊和知識，能幫助找到解決方案，並在未來更能預

測和因應問題。需要建立一個資料整合的框架，使資料得以高效使用，並幫助

我們改善資源管理。 

例如，他觀察到水資源的管理需要改進，不僅僅是處理資料的問題，還涉

及對基礎設施的優化。缺乏資料會導致計畫延誤，增加營運成本。需要在不同

的地方和項目中應用現代技術，如物聯網和人工智慧，來提升決策效率，特別

是在管理水資源的過程中。  

為了實現更高效的資源管理，必須改善資料的整合和視覺化流程。系統需

要能夠因應來自不同來源的大量資料，並轉換為有用的結果。將人工智慧和物

聯網技術應用於水資源管理，如漏水檢測、流量控制及污染預警等。這些技術

不僅能減少資源浪費，還能提升營運效率。 

人員技能提升至關重要，特別是在技術的使用和資料分析上。構建合作與

培訓機制，讓工作人員能有效利用技術解決問題。將解決方案中心放在以人為

本的需求上，確保系統的設計是以用戶為核心的。與社區建立合作，確保技術

的實施能帶來實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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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專題演講-Frank Zamora 

5. 數位工具如何支持水務產業的系統變革 

Olivia Bailey 探討某些地方政府在改進基礎設施和管理方式上的努力，並研

究如何因應資源短缺和提升營運效率。這包括了透過整合技術來增強社區的適

應力和管理效能。也討論到某些地區已經成功地實現了這些改變，這為其他地

區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  

特別是在水資源管理方面，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的需求集中在提升水質和改

善基礎設施上。例如，英國的一些地區已經採取了措施來因應洪水風險，並實

施了新的政策以管理資源和保護自然環境。  

隨著全球範圍內對水資源需求的增加，這種努力變得至關重要。目前，有

超過 1.5 億人生活在水資源稀缺的地區，而這個數字預計還會持續增加。討論

還涉及到如何更佳規劃和管理有限的資源，以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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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技術的重要性，尤其是運用智慧系統來提升水資源管理的效率。例

如，透過使用新的感測器技術，可以即時監測水資源的使用情況，並迅速採取

行動來解決問題。 

其中一個挑戰是如何平衡短期需求與長期規劃。他探討了如何透過政策、

教育和技術的結合來實現這一目標，並確保基礎設施能夠因應未來的挑戰。政

策與產業之間的協作，特別是如何在地方和國家層面上共同努力來實現永續的

發展目標。這樣的協作對於解決未來的挑戰是至關重要的。 

 
圖 21、專題演講-Olivia Bailey 

五、 技術應用與創新案例分享摘要 

1.數位工具整合與實際應用 

Wim Audenaert（AM-Team, 比利時）強調： 

 問題：現有數位工具過多，應用範圍不明確，導致數位化效益未完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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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解決方案：以「需求導向」選擇技術，結合機械模型（基於科學知識）

與資料驅動模型（依賴大數據訓練）。 

 成果：這些模型在污水處理、氣體排放量預測、能耗優化等場景中，展

現了提升決策速度和基礎設施設計能力的潛力。 

2.數位孿生與電腦視覺技術 

Sergi Baena Miret 和 Carlos Carmona Vázquez（Cetaqua Barcelona, 西班牙）： 

 背景：Cetaqua Barcelona 開發數位孿生技術，實現供水系統的預測性維

護與異常監控；在機場飲用水分配系統中應用 AI 模型檢測並解決管網異

常情況。 

 核心技術：利用分類模型將設備狀態分為正常、故障或異常，進行即時

維護判斷；結合攝像頭監控，及時辨識與調整問題設備。 

 成功實例：某機場飲用水分配系統中，應用該技術檢測異常，將故障處

理時間縮短一半，保障了供水穩定性；預測維護模型減少月均性能下降

率，並降低營運成本。 

3.智慧計量與資產管理 

 智慧計量：Eva Martinez Diaz（Isle Utilities, 荷蘭）展示 DUMA 計畫，

幫助 12 個城市提升數位化成熟度。歐洲和澳洲的實驗證明，智慧水表有

效降低用水投訴，提升資料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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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管理：Pau Sanabras（Samotics, 荷蘭）提到，透過電氣監測技術及

預測維護系統，可顯著減少能源浪費，降低維護成本數十萬歐元。 

4.光纖感測技術 

Rick De Visscher（DALI, 比利時）：利用光纖感測技術進行即時管道監測，有

效識別洩漏、堵塞或異常干擾，大幅提升管道安全性並降低事故風險。 

 應用場景：管道監測，包括城市飲用水管線與石化管道。 

 技術特點： 

 分布式聲學感測能檢測整條管道的聲學振動變化，識別洩漏、堵塞

或第三方干擾。 

 提供即時警報功能，幫助營運商快速處理異常情況。 

 成果：某石化管道項目中，運用光纖技術降低了 20%的維護成本，減少

因腐蝕引發的洩漏事故。 

5.數位孿生技術在減碳中的作用 

James Ballard（Severn Trent Water, 英國）展示數位孿生在低碳轉型和永續資

源管理中的應用，例如水處理過程中即時優化操作，減少碳足跡。 

 背景：荷蘭與澳洲率先測試智慧水表對家庭用水模式的影響。 

 技術優勢： 

 實時用水監測，提升資料透明度。 

 提供用戶端用水建議，幫助節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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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用戶投訴率下降 25%，平均家庭用水量減少 15%。 

 在南非等發展中國家，智慧計量技術因基礎設施限制，則需分階段

推廣。 

6.偏遠地區與難民營數位解決方案（非洲與柬埔寨案例） 

Abi Croutear-Foy（AquaWatch Solutions, 紐西蘭）：提出透過標準化框架與全

球合作應對飲用水與廢水管理需求，並以智慧技術實現 30%以上的水資源浪

費減少。 

 非洲難民營（奈及利亞）： 

 安裝數位監控設備，監測水塔儲水情況，透過雲端資料即時調整供

水策略。 

 減少水資源浪費，確保難民穩定獲得飲用水。 

 柬埔寨商業模式： 

 利用智慧水錶監測供水狀態，確保水質與效率。 

 結合當地營利性操作，提升供水系統的自給自足能力。 

7.數位孿生助力減碳（英國案例） 

 背景：Severn Trent Water 應用數位孿生技術於水處理過程，推動低碳轉

型。 

 技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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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AI 模型分析水處理過程中的碳排放與能源消耗。 

 優化操作並進行即時調整。 

  成果：一年內碳排放量減少 18%，能源使用效率提升 25%。 

8. 智慧資產管理（荷蘭案例） 

 技術特色：採用電氣監測技術檢測幫浦與其他設備的耗能異常，及早預

警可能的故障。 

 案例成效： 

 減少不必要的檢修，將維護成本降低 15%。 

 某大型供水公司利用此技術，年節省數十萬歐元。 

六、 廠商展覽 

IWA 數位水峰會除了專題演講以外，現場亦有廠商展覽部分，在 3 天的時

間裡，展覽活動有 11 家廠商共同參展。介紹如下： 

(一) Xylem Vue：由 GoAigua 支援，提供單一整合的數位轉型軟體平台，專注

提升公用事業運營效率與社區供水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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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Xylem Vue 展攤 

(二) MONOM：水數據平台供應商，基於人工智慧和生成式 AI 技術，提供水循

環資產與流程管理解決方案。 

 
圖 22、MONOM 展攤 

(三) VEOLIA：專注於水資源的脫碳、循環經濟與高效管理，強調城市、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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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業用水的回收與再利用。 

 
圖 23、VEOLIA 展攤 

(四) novha.io：從事水資源及基礎設施的控制與優化，應用物聯網、數位孿生及

BIM 技術。 

 
圖 24、novha.io 展攤 



39 

(五) Qatium：為各規模公用事業提供水管理平台，支持服務不足地區的水資源

管理。 

 
圖 25、Qatium 展攤 

(六) Badger Meter：專注於智慧水表解決方案，優化水輸送與使用效率。 

 
圖 26、Badger Meter 展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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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GEMU：提供液體與氣體控制系統的創新解決方案，聚焦數位化應用。 

 
圖 27、GEMU 展攤 

(八) NAVIA：整合水管理與數據分析平台，推動營運效率及資源最佳化。 

 
圖 28、NAVIA 展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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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ACTEMIUM：針對水處理廠提供即時監控與能源效率解決方案，專注數位

化整合。 

 
圖 29、ACTEMIUM 展攤 

(十) Viuda de Sainz：從事公共與私人工程，包括土木工程及基礎設施建設。 

 
圖 30、Viuda de Sainz 展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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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aqualia：歐洲第四、全球第九大水務公司，服務 18 國的 4,370 萬用戶，

專注創新及透明管理，致力於全球市場擴展。 

 
圖 31、aqualia 展攤 

 
圖 32、33、水利署與廠商交流互動 

 
圖 34、35、InnoHub 廠商現場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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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訊分享 

本次活動 IWA 除於大會網頁提供相關資訊及大會手冊(詳附錄 1)，亦透過

eventsPlace APP 提供資訊。eventsPlace 可在 iOS 和 Android 平台上免費下

載，是一款專為高端活動、會議、展覽、研討會和大會設計的 APP。透過此 APP，

使用者可以在手機上追蹤會議，隨時掌握活動資訊、獲取最新更新，並與其他

與會者互動交流。該 APP 提供了對話牆、聊天頻道、與會者名單、私人訊息和

上傳照片等功能，可提升與會者的活動體驗。此外，活動主辦單位也可以透過 

eventsPlace 為其活動提供專屬的功能。 

表 3 eventsPlace APP 功能表 

   

APP 首頁 功能頁面 大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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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商資訊 推播通知 講者資訊 

   

線上提問 參加者列表 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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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對話 社交媒體 照片上傳分享 

八、 閉幕交接 

IWA 數位水峰會自 2022 年迄今已辦理 3 屆，均在畢爾包舉辦，2025 年已

確定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辦，為首次走出畢爾包舉辦，由 IWA 主辦及伊斯坦布

爾技術大學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ITÜ)協辦，地點為土耳其伊斯堡哈利

奇會展中心(Haliç Congress Center)。閉幕典禮上由 Dr. Ismail Koyuncu 教授進行

2025 數位水峰會簡報(詳附錄 2)，簡報重點如下： 

(一)主題背景：伊斯坦堡的水資源歷史 

1.羅馬與拜占庭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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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放與封閉式水庫，以及水道構成水資源管理基礎。 

(2)著名水道包括： 

I. Mazul 水道：長 110 公尺，以三層陶管建築。 

II. Bozdoğan(Valens)水道：全長 971 公尺，86 個拱形結構。 

III. Kara 水道：以 7 個拱形結構而成。 

2.鄂圖曼時期 

(1)建設 16 條水道，包括著名的 Halkalı 和 Fatih 水道。 

(2)修建金角灣的 Kırkçeşme 泉。 

3.土耳其共和國時期 

(1)建設近代化的水資源基礎設施，包括： 

I. Istranca 至伊斯坦堡輸水工程 

II. 主要水壩和水資源項目。 

(二)活動特色 

1.會議目標： 

(1)推動數位工具應於水資源領域。 

(2)提供與土耳其和全球水資源領域專家的交流機會。 

2.技術參訪：規劃以下地點 

(1)ISKI-Tuzla 三級處理廠：每日可處理汙水 65 萬立方公尺。 

(2)博斯普魯斯水道隧道：全長 5.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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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SKI-Baltalimani 生物處理廠：每日可處理汙水 60 萬立方公尺 

(4)ISU-Kocaeli SCADA 控制中心：監控全國 334 個水質測站。 

(三)活動細節 

1.場地設施 

(1)位於哈利奇會展中心，為濱海與具有戶外活動空間。 

(2)具有多個多功能會議廳與尖端科技設施。 

2.住宿建議：周邊 10 分鐘車程內有多家知名酒店可供選擇，包括 Windsor、

Mövenpick、Ramada、Hilton Garden Inn 等。 

3.社交活動：晚宴地點規劃於伊斯坦堡著名的 Çırağan Palace Kempinski，結合

歷史與現代奢華。 

(四)過去活動經驗：土耳其 1989 年至 2012 年與 IWA 曾多次合作舉辦廢水管理、

膜技術與古代水資源技術專題會議。 

(五)組織架構 

1.當地組織委員會:包括土耳其多名教授及工程專家。 

2.贊助合作:土耳其政府部門及多家水資源科技與工程企業。 

(六)結語：本簡報充分展現了 IWA 數位水高峰會 2025 的國際影響力，以及土

耳其在水資源管理領域的專業技術與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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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全球水資源數位化呈現出三大趨勢： 

 1. 技術驅動創新：以 AI、數位孿生、光纖感測為代表的新技術，正在大幅

改變水務行業的營運模式與效率。 

 2. 政策法規推動：歐盟、南非等地的政策法規對數位化轉型提供了明確方

向。 

 3. 跨國合作與在地化實施並重：全球成功案例如西班牙、新加坡的經驗顯

示，結合在地需求與國際技術標準是落地實施的關鍵。台灣在推動水資

源數位化時，應善用當地特色結合國際標準。 

二、 基礎設施更新與數據整合：資料孤島及舊有設施限制了數位化的進一步

發展。應投入更多資源改善基礎設施，並建立高效的資料共享平台。 

三、 技術與人才雙管齊下：數位化轉型需同步提升人才技能，應推動跨部門

合作、增加教育與培訓，確保新技術的永續應用。 

四、 政策與資金支持不可或缺：政府層面的資金投入與政策支持對推動數位

水資源管理至關重要，如提供專項資金支持中小型水務公司的技術更新。 

五、 前瞻性與實用性平衡：技術的選擇與應用需基於實際需求，避免一味追

逐創新而忽視效益，務求每項技術都能落地實現其價值。 

六、 內外在環境驅動數位化發展：多位講者強調數位化是為了要追求最佳化

操作，加以各國均面臨有經驗的資深員工相繼退休、年輕的畢業生未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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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領域，似乎是普遍面臨的挑戰問題，因此數位化已為未來重要的趨勢，

在追求最佳化操作中不只可以省成本、省能源、對環境衝擊更小，也會

更有效率，但相對的，需更為重視網路安全問題並投入資源與技術。 

七、 跨域全方位思考：都市計畫的演變（城市化的聚集對住宅的需求、住宅

區的需求）與水的關係、節水推動對污水下水道的衝擊等必須多層次的

考慮，這些論點在台灣尚未具體討論，值得參考。 

八、 台灣申辦 Digital Water Summit 的可能性、會議執行等相關觀察 

(1) IWA 全球活動總監 Kizito Masinde 建議水利署可申辦 2026 或 2027 年峰

會，並建議強化展現台灣的場地條件、國際交通便利性、贊助與參與能

力，以提高申辦成功機率。 

(2) 可能因為地緣關係與會者多為歐美人士，亞洲人屈指可數，同理，如若

於台灣舉辦可能只有周圍東南亞、東北亞的人士參加，而歐美與會者可

能不多。 

(3) 會議進行中安排穿插贊助商影片，各項小活動包括茶點、餐食也都有贊

助商，非常商業化。 

(4) 會議安排不會很緊湊，中場休息至少有一個小時，與會人員除在場外互

相熱烈交流外並和展覽攤位互動，同時場外 innohub 廠商可以做產品

發表，就技術面再進一步深度交流。 

(5) 案例分享時台上與台下互動（線上投票），讓台下選擇想看到的展示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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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此舉與台灣習慣辦理模式很不一樣，更貼近參加者需求。 

(6) 簡報者很多都是贊助商，廢水處理的效率提升及自來水檢漏的內涵較

多，顯示此領域的數位治理已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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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考資料 

1. 2024IWA數位水峰會https://digitalwatersummit.org/ 

2. 國際水協會首頁https://iwa-network.org/ 

3. 國際水協會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955402479961840&id=100064762894635&set=

a.634579955377429 

4. https://www.interempresas.net/Agua/Articulos/578811-Arranca-en-Bilbao-el-congreso-IWA-

Digital-Water-Summit.html 

5. https://smartwatermagazine.com/spain-smart-water-summit-2024/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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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wa-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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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rempresas.net/Agua/Articulos/578811-Arranca-en-Bilbao-el-congreso-IWA-Digital-Water-Summit.html
https://www.interempresas.net/Agua/Articulos/578811-Arranca-en-Bilbao-el-congreso-IWA-Digital-Water-Summit.html
https://smartwatermagazine.com/spain-smart-water-summit-2024/spe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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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1、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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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伊斯坦堡舉辦 2025 IWA Digital Water Summit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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