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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水量計鑑定結果探討分析 

趙敏伶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依據度量衡法第 24 條規定：交易當事人因度量衡器準

確度所引起之糾紛，得向度量衡專責機關申請鑑定，水量計

的度量衡專責機關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隨著民眾對自身權

益的保護意識提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每年受理水量計糾紛

鑑定申請案也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當水量計鑑定案件為口徑100mm以下之案件，由總局第

七組執行此項業務；若受理水量計口徑超過100mm至300mm之

糾紛鑑定案件時，則水量計需送至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之

流量實驗室進行測試，俟鑑定測試完成後，繕發鑑定結果報

告，再將糾紛鑑定報告以公文方式函送自來水公司及用戶雙

方。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辦理水量計檢查工作，首先檢視該水

量計外觀是否正常，鉛封是否完整及有無逾越最長檢定合格

有效期限，再依據「水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之規定，依

水量計之口徑大小決定最少檢查水量辦理器差測試，其檢查

公差為±4%。如檢查結果為合格時，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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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20條之規定附加「檢查合格」印證，如檢查不合格

則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21條之規定去除其曾檢定

合格印證並加貼「停止使用單」。 

本次研究目的希望透過各移送鑑定之案例探討引起糾

紛的原因及其改善方式。 

貳、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次研究係依據現行法規—包含「糾紛度量衡器鑑定辦

法」、「水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水量計型式認證技術規

範」、「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

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章程」及「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備編」—檢視各種糾紛水量計鑑定案例，其引起糾紛的原

因彙整如下： 

一、用戶用水設備裝置問題 

依據「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第 14條規定：「用戶

裝設之抽水機，不得由受水管直接抽水。」，但民間常見經

自來水公司核准開始供水後，為增加使用空間，用戶將蓄水

池移除或填平，直接由受水管接抽水機抽水至水塔，如此管

路容易因水壓低或停水時造成供水管內部產生負壓，進而吸

入管路外之污水造成自來水濁度提升，用戶也會因停水抽不



 3 

到水造成馬達空轉燒毀。 

在實際案例中，用戶未經蓄水池直接抽水至水塔，該戶

觀察水量計發現指針轉速很快，但至水塔查看進水量卻很

小，故申請糾紛鑑定，鑑定現場會同拆表，拆下後其進水口

之濾網堵滿異物致使供水不順，當抽水機啟動造成水量計形

成負壓，水因負壓形成汽化（水汽化後體積膨脹好幾倍），

通過抽水機壓力又回復正壓，水之汽化情形消失，但水塔之

進水量很小。當自來水公司更換新的水量計，用戶查看水量

計指針轉速及至水塔觀看進水量，即恢復正常，但水量計器

差鑑定結果合格。 

此類似的狀況也可能發生在大樓低樓層住戶，由於大樓

水塔久未清洗或水塔蓋未蓋妥，致異物侵入水塔並堵塞於水

量計前濾網，當用戶未用水時，水可填滿管路內之空間，當

用戶用水時，由於水本身重力，加上水量計濾網前堵塞，供

水量不足無法維持正壓，水量計內水一旦有汽化現象，必造

成水量計的計量會大於實際使用量，而當此水量計一經更新

或清除濾網前堵塞物，異常狀況即消除，用戶自然認定舊的

水量計有問題，但往往此類水量計鑑定報告結果是合格。 

二、用戶變更水量計後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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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用戶外線供給一顆總水量計或獨立水量計，案例中

用戶有相鄰 2 棟房屋，1 棟為空屋(a)，1 棟居家自用(b)，

屋主為節省空屋每期水費之基本費，將空屋水量計後之管路

與自住房屋管線相連接，若該二水量計之來源為同一管線且

中間無任何分支，應不會有用水激增之問題(Pa＝Pb)，二個

水量計間不會因壓力差而流動，但該二個水量計之來源管線

之間有其他用戶參差其間，造成水量計間水壓不同而有迴流

現象，只要有其他用戶用水，Pb 小於 Pa，雖然用戶本身未

用水，但自來水會流經 A 水量計再流向 B 水量計逆流出

去，水量計檢定時是依水量計標示之流向檢定(正計量)，雖

然水量計逆流時會有負計量的情形，然而負計量之指針速度

較慢，所以 2個水量計度數總合會大於用戶實際用水量，此

現象若發生在電子顯示之水量計則會更加明顯，因為電子式

水量計於出廠設定時，電子感應流量無論正向流或逆向流皆

為正計量。 

案例中有家工廠同時使用自來水及地下水，不知何種原

因造成工廠內水壓大於自來水公司所供應水壓，水反向流入

自來水管路，但水量計仍是正計量；另有一用戶其水量計接

抽水機直接至頂樓水塔，因有其他用戶用水，水壓呈現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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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低，在抽水機未啟動時，水壓的水位在地面至頂樓之間徘

迴，致使自來水在水量計間進出，但水量計一直呈正計量，

造成計量異常水費激增，此類水量計糾紛鑑定報告結果大多

為合格。 

三、水塔連通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48 條規定：「裝置消

防立管之建築物，應自備一種以上可靠之水源。水源容量不

得小於裝置消防栓最多之樓層內全部消防栓繼續放水二十

分鐘之水量。」故社區建案中，各棟大樓水塔之水量計總表

各自分開計量，但消防用之重力水箱可與普通用水合併使

用，這種設計易使同一社區大樓各水塔間發生管路連通。 

又依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第 27 條或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營業章程第 24條：「通過總量水器之示度超過各用戶

量水器示度之和時，差額水量由各戶平均分擔，但各用戶間

另有書面約定，並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者，依其約定。」 

案例中 A、B 兩棟水塔因某管路造成連通，兩水塔水位

控制很難維持一致，一定有一水塔浮球水位控制較高，另一

浮球水位控制較低，因二個水塔管路連通，二個水塔會保持

同水位，如此將造成一個水塔控制浮球已啟動開始補水，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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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未能啟動，二個水塔之水位又因連通的關係同時上升，

如此水塔補水僅由一邊總表補水，另一個總表就不會運轉。

假設在正常狀況下 A、B 兩棟各有 10 個分表，每個分表各

用 100度的水，A、B 二個總表之度數應各為 1000度，如此

各用戶不用分攤總表之度數。可是 B棟水塔之水會由 A棟水

塔經由連通閥補水，非由 B棟總表補水（浮球水位較低未啟

動前即由 A棟補滿水，並保持與 A棟水塔相同水位），造成 A

棟每戶多分擔 B棟用戶的度數，A、B棟用水量相同卻因分攤

度數致水費不公，此類水量計糾紛鑑定結果仍為合格。若知

大樓(社區)有多具總表時，會請其調閱其他總表用水情形，

有無分表總合大於總表之狀況，可改採各總表總合減全部分

表總合，再由全部戶數分攤之書面約定，或找出總表間連通

之閥門予於改善。 

四、總表分攤戶數與實際不符 

案例中用戶反應家用水量每期約 50 度，且總表後直接

接至各分表，無其他用水管路，亦無漏水現象，然而每期水

單均需分攤約 100度的水費，對戶也是相同情形。現場發現

其使用總表之戶數連同路旁 2 戶共 10 戶，但依自來水公司

水籍資料僅 8 戶，故判斷當初申請資料與現場配線管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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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造成收費錯誤。此糾紛鑑定報告結果判定仍為合格。 

五、抄表不確實 

自來水公司的抄表業務仍由人工執行，都會區水量計安

裝地方及數量較集中，抄表人員可在單位時間內抄得較多數

量，至於郊區水量計安裝地方及數量較為分散，甚至兩家之

間相距 1公里以上，或表位泥封不易尋得，或住宅外推致表

位在住戶家中，需住戶開門才能抄得到表，上述情況讓抄表

人員在單位時間內抄得數量較少，致抄表進度落後，所以就

有抄表人員以推估方式抄表。案例中有用戶連績 2年多水量

計抄表度數均為 0，僅繳納用水基本費，用戶也不疑有他，

突然有一期水費通知需繳納一萬多元，用戶不甘心申請水量

計糾紛鑑定，經與用戶瞭解狀況才知道，該用戶曾經停用自

來水一段時間，後來申請復用，但未注意水費通知單上之用

水度數，以為所繳納之費用為正常，之後自來水公司更換抄

表人員，核實實際度數，故追收一萬多元。此水量計器差準

確性鑑定結果為合格，但用戶一直認為其一期不可能用那麼

多水，之前抄表的錯誤非用戶的問題，應由自來水公司吸

收，自來水公司則認為用戶確實有用水，只是之前費用少

收，補收回來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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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量計計數器結構異常 

有關水量計結構之要求詳載於「水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

範」第 3 節，包含：「3.7.1 控制元件和檢定刻度間隔最小

十進位分度值稱為檢定刻度間隔，目視檢定顯示應該為連續

或非連續的移動」；「3.9 容積型及速度型水量計檢定裝置之

進位，上位指針、數字每轉動一分度應在下位指針或數字盤

轉動 360 度之同時，誤差不得超過正負 12 度。」當發現不

符上述結構要求之水量計，其鑑定報告會註明異常現象，惟

此異常現象一般不易依水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測試發

現，有賴鑑定人員依經驗判斷。 

参、研究發現與建議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真正造成水量計糾紛的原因，大部

分非水量計本身，而是人為因素造成，人為的缺失自然可以

靠人為的力量予於改善，其改善建議如下： 

一、水量計逆流之計量方式 

目前「水量計型式認證技術規範」及「水量計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中，對於水量計逆流之計量方式未加以規定，建議於「水量計

型式認證技術規範」加以規定。 

二、追蹤異常分攤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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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有關社區大樓各楝自來水管路連通，造成水表分攤度數異

常，目前台灣自來水公司內部系統可產生分攤度數異常報

表，當稽察人員發現時即應現場確認、比對用水歷史資料並

試著瞭解用戶用水習慣，找出分攤度數異常原因並主動告知

用戶檢查相關管路或另行約定計算方式。  

三、加強抄表稽察 

針對抄表之確實性，單位主管、直屬長官或稽察人員每月應覆核

抽查一定比例的件數，除了實地觀察，現行抄表機附有拍照功

能，亦可調閱照片比對度數之正確性。 

四、加強擅改設備後果之宣傳 

依據度量衡法等規定，「水量計」係屬應經檢定法定度

量衡器，如販賣未經檢定之水量計，將依度量衡法第 52 條

規定，處新台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之罰鍰。如使用未

經檢定之水量計，將依度量衡法第 53 條規定，處新台幣 1

萬 5,000元以上 7萬 5,000元以下之罰鍰。 

反觀台灣自來水公司營業章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營業

章程和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僅明訂限制行為但無違規之

罰責，造成違規行為普遍，建議供水事業單位可加強宣傳擅自

變更供水設備的不當後果，提升用戶的守法自覺和違法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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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任何糾紛的發生最終要朝向解決的方向發展，供水事業

單位在處理糾紛的過程中應把握兩大原則：同理心和讓利，

同理心包含態度、言語和行為，每一個人的成長背景及學習

環境不盡相同，遇到事情的反應和處理方式也各異其趣，承

辦人在與用戶溝通協商的過程中首先應避免衝突，因此態度

是關鍵，情真意切的言行舉止才能創造友善的協調氛圍；讓

利包含時間、精神和勞費，基於成本考量，承辦人必須評估

解決一件糾紛所需花費的時間、對於處理糾紛的抗壓性強弱

以及應付糾紛所需花費的心力及其是否衍生更大的損失。運

用同理心與讓利兩大原則，對於多數的糾紛案件，不僅必要

且有實益，僅此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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