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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消防栓共同管理及
簡化報修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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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背景說明

貳、目前辦理情形

參、後續推動方向

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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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來水法第46條：自來水事業應配合公共消防設置救火栓。

其設置標準，分別由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會商消防主管機關定

之。前項設置救火栓所增加之各種費用，由所在地地方政府、鄉

鎮(市)公所酌予補助。

消防法第17條：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會同自來水事業

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所需費用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鄉(鎮、市)公所酌予補助；其保養、維護由自來水事業機構

負責。

救火栓設置標準第12條：自來水事業設置救火栓後，應將

規格、位置(附圖)及其他相關資料建檔，並通知當地消防機關查

察及協助管理。

壹、背景說明

消防栓依自來水法及消防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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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消防栓報修作業流程

消防分隊
巡查，消
防局彙整
維修清冊

消防局發
函報修清
冊給自來
水事業

自來水事業
通知分處派
工維修

自來水事
業彙整函
復消防局
處理情形

紙本作業大約2個半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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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報廢消防栓資料庫時遺漏或時
間落差、資料重複

 民眾於社區內自行設置消防栓

 非消防用途(管線末端排水用途)

 道路刨鋪工程埋沒

壹、背景說明

紙本作業易造成資訊落差

5

需地毯式逐一清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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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水處於104年主動提出消防栓報修及點交介接之構想，並建置「資
料交換及規範資訊平台」且邀集臺北市及新北市消防局積極推動。

 北水處105年8月完成建置消防栓報修系統 (含臺北市、新北市)

消防水源系統
資料庫 :

• 巡查報修
• 消防栓資料

internet internet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
資料庫 :

• 維修狀態
• 新設
• 拆廢

自
動

拋
轉

北水處建立消防栓報修、點交資訊平台

貳、目前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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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隊巡查後即時報修，北水處立即派
工處理並即時回報處理情形，充分掌握
報修流程。

消防局與北水處之間的報修通知，不需
再以紙本傳遞、歸檔。

報修、回報、歸檔等作業均在系統中進
行，資料不漏失，可確保完整性。

維持原有操作介面，不須學習新系統，
資訊自動介接，減少人工操作項目。

即時性

無紙化

確保資
料完整

工作
簡化

貳、目前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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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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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消防栓報修已於106年1月1日上線使用。

 新北市消防栓報修介接於107年6月完成上線，目前由新北
市消防局積極辦理資料庫核對中，預計107年9月底前完成。

貳、目前辦理情形

8

北水處報修資訊平台上線狀況

點交系統介接預定108年正式上線

 消防栓新設拆廢點交系統介接部分，北水處已於107年7月
12日邀請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研商，討論介面問題
並擬定時程。

 預定於107年11月中完成系統架構，107年11月中至12月系
統測試並修改，108年1月1日正式上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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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水公司GIS圖資系統已建置有消防栓管理圖層
，但與新北市消防局之圖資格式不同且資安管

理尚待調整。目前已完成新北市相關資料之檢

校，暫定今年底完成報修系統介接。

 後續台水公司將於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持

續與消防單位推動消防栓共同管理與簡化報修

資訊平台。

推動應用於台水公司消防栓作業

9

參、後續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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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栓共同管理與簡化報修資訊平台有助

於提升服務效率、保障人民安全，經濟部

將責成台水公司加速推動。

鑒於各縣市政府消防單位系統各不相同，

將增添平台建置與介接之時程，本部將洽

消防署共同協助台水公司，成立與地方政

府溝通協調平台，以消除工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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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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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水價調整影響
水價合理調整之優劣分析(SWOT)

Help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Harm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內
部
條
件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避免供水成本不當轉嫁，全民負
擔。

2.透過合理水價反映供水成本，健全自來水事業財務。
3.自來水事業將獲致充裕之自有建設資金，除無須仰賴政
府補貼或投資，亦可避免排擠其他公共建設或社會福利經
費。

4.基本用水量以下水價儘量低廉，維持民生需求，善盡政
府責任。

5.氣候變遷因素致水資源短缺。為節約用水之政策工具之
一，除反映水資源之經濟價值，促使民眾節約用水，減緩
新水源開發壓力。

1.合理供水成本之計算須考量取水、淨水技術演進和自來水
事業未來合理投資需求。台灣尚缺具備公信力之專責單位
審核自來水事業投資計畫之合理性，以納入水價調整之考
量。

2.現階段自來水之供水品質、漏水率、經營績效之監督機制
仍顯不足，造成民眾對水價調整之合理性多有質疑。

3.缺乏地下水管理、監測，耗水性產業可能轉抽取地下水替
代自來水，加速地層下陷問題。

外
部
環
境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供水利潤提高可鼓勵民間參與投資海水淡化廠、雨水貯
留利用、水回收再利用廠，有利水利產業發展，型塑水源
多元有利環境。

2.水價低廉導致水資源開發利用未能永續，不利於水生環
境生態之保育。合理水價含括水源保護成本，利於環境永
續發展，提高與未來世代之間的環境公平性。

3.自來水事業有能力改善自來水「質、量、壓」相關設施
，以提供「質優、量足、服務好」之自來水，有利產業發
展及提升用戶滿意度。

4.加速耗水性產業調整製程，提升節水技術，發展節水產
業。

1.水價政策涉及社會、經濟、政治等層面，多方利害關係複
雜，挑戰性高。

2.水價調整易受時事影響，如近期水荒稍解，水價調整議題
即被忽略。

3.水價調整可能對經濟產生影響，包括家計所得及儲蓄、實
質家計消費及實質GDP，皆可能隨水價調漲而下降。

4.水價調漲可能迫使耗水性產業外移。
5.大家庭用水量較大，如缺乏配套措施給予優惠，加大累進
差價，家庭人口數多者需付較高額之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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