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穩定的香港水資源

水務署助理署長周世威

思匯政策研究所最近發表題為《水沛蜃樓——關注香港水資源安全 推動區域水資

源共享》報告書（下稱「報告書」），強調人口增長和氣候變化將加劇全球用水緊張，

並對本地水資源短缺及其穩定性表示關注。

本港水源匱乏，為應付 1950 年代以來用水需求急增，政府將本港超過 30%的土地劃

為集水區，並設立海水沖廁系統，每年節省約二億七千萬立方米的食水。此外，政

府從 1965 年起輸入東江水以彌補不足。

現時，香港與新加坡均需要從外地輸入淡水。出於國家安全考量，後者正採取重大

措施以減少依賴從馬來西亞輸入淡水。反觀，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東江供水得

到國家政策的充分保障。

然而，隨着珠三角的經濟及人口急速增長，加上氣候變化影響水資源，鄰近省市對

東江水的需求日益殷切。為更好地應對上述挑戰，我們於 2008 年發布「全面水資源

管理策略」（下稱「策略」），透過節約用水及管理用水流失控制用水需求，並開拓不

易受氣候影響的新水源以加強水資源的穩定性。

節約用水

本港多年來供水穩定，加上水費低廉，市民的節水意識難免薄弱。有見及此，我們

從 「教育及宣傳」、 「軟硬件措施」及 「強制節約用水」等方面入手，推廣節約

用水信息。

教育方面，我們於 2015 年與教育界合作推出「惜水學堂」計劃，以互動手法教導小

學生實踐節約用水，至今逾 220 間小學參與。有關計劃將於明年擴展至幼稚園。

此外，我們與環保團體和非政府組織等推廣節約用水。去年舉辦的「節約用水週」

吸引逾 20,000 人參與，正是政府與環保團體、非政府組織和商界攜手推廣節約用水

的好例子。我們亦與餐飲及酒店業等用水量較高的行業制訂最佳作業指引，以減少

這些行業的用水量。

硬件方面，我們為不同類型處所安裝節流器。根據海外經驗，強制使用節水器具是

減少用水的最有效方法。我們會分兩個階段推行有關措施：首階段於今年 2 月強制

要求新建供水系統使用「用水效益標籤計劃」下的節水器具；第二階段將透過修例

強制發售的節水器具需俱用水效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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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費方面，我們一直進行定期檢討，當中考慮的多項因素包括市民承擔能力、水務

設施的財政狀況、市場經濟狀況和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水管滲漏管理

香港地勢起伏，水管長期在高水壓下運作；加上路面工程頻繁，本地水管網絡難免

滲漏較多。為此，我們實施了一項為期 15 年的「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處理約 3,000

公里的舊水管，使滲漏率從 2000 年的 25%降至 2015 年的 15%；相較其他已發展城

市如倫敦（2014 年：24.7%）和台北（2015 年：15.6%），本地滲漏率屬中等。緊接

該計劃，我們已着手組建「智管網」，藉高端科技確保供水管網健全運作。

在維修有滲漏的私人水管方面，主要困難是在接駁點和建築物內各處所的水錶之間，

驗明地下公共水管的滲漏，「智管網」將有助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此外，我們相信在

採用自動讀錶系統後，「智管網」的運作將更具效率。我們正計劃在安達臣道石礦場

用地及九龍東區採用自動讀錶系統。我們亦正與其他政府部門攜手推展地下水管測

漏先導計劃至內部供水系統，隨後更會推廣至私人建築物。同時，我們正探討設立

總水錶收費制度，以經濟誘因倡導業主積極處理私人水管的滲漏問題。

新水資源

我們正努力開拓不易受氣候影響的新水源，預計五年內可啟用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和

為新界東北地區供應再造水。我們亦計劃於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實施中水及雨水重

用。屆時，本地集水、沖廁海水、東江水、化淡海水、再造水，以及中水和雨水重

用將組成全新的供水體系。

未來路向

為確保本港的可持續發展，在積極落實「策略」中各項措施的同時，我們已展開全

面檢討「策略」的工作，以適時推行新措施，提升本港水資源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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