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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資源資訊站旨在向公眾傳達與「水資源可持續使用」相關的資訊。

香港在實現「水資源可持續使用」目標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為了讓大家更好地理解香港的角色和責任，
我們將從全球和國家的「水資源可持續管理」政策框架出發，以幫助大家了解甚麼是「水資源可持續管理」，
同時介紹香港如何協助推進國際社會和國家所訂定的「水資源可持續管理」目標。

「水資源可持續管理」在全球議程中的重要性已充分體現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第六項目標（SDG �）中。除
了確保所有人可以獲得清潔的水和衛生設施的核心目標外，SDG �的細項目標提醒我們，以可持續的方式
管理全球水資源，可為多個領域帶來好處。例如，透過在城市和國家層面上推行針對性的節水政策措施並
改變市民的行為，不僅可以更有效率地保護水資源，還能維護全球生物多樣性，同時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對
全球氣候系統的影響。

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於����年頒佈的《“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規劃》
中，闡述了國家就「水資源可持續使用」所制定的策略。此規劃文件強調以「節水優先」的水資源管理模式，
來解決城市的用水供求問題。

發改委鼓勵地方政府改變傳統的「增加供應」的思維，把工作重點改為放在「減低用水需求」方面。例如，減
低供水管網漏損被視為一個可以有效節省用水的方法。

同時，《“十四五”水安全規劃》主張在國家、省和市的層面，將保護淡水生物多樣性納入可持續水資源管理
的政策當中，藉透過保護水資源安全來達到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

要將國際社會和國家在「水資源可持續使用」議程中所設定的目標轉化為實質行動，並在香港實踐這一目
標具有相當的挑戰性。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香港民眾對於水資源的基礎認識程度相對較低。所謂的「水通
識」，不僅指個人對於水資源議題的認知水平，還包括對於水資源保育的關注程度和態度，以及在日常生活
中實際採取節水行動的能力。然而，目前的研究數據顯示，香港各個社會群體的「水通識」水平仍然相對較
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建立了《水資源資訊站》，旨在提升香港市民的「水通
識」水平，透過增進市民對水資源的認知，培養出「珍惜水資源」的觀念。

在建立《水資源資訊站》時，我們秉持著一個基本理念⸺香港必須從流域的角度出發，思考和理解二十一
世紀的「水資源可持續管理」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我們希望透過提升香港市民的「水資源通識」，傳遞與「流域」相關的知識。同時亦鼓勵香港各行各業的人士
從流域的角度思考水資源管理問題。

由於水資源管理的界線並不一定與地理邊界相符，全球和國家的水資源管理趨勢也正在逐漸從「行政區域
管理」模式轉變為「流域管理」模式。建立一個「流域」的觀念，並從流域的角度思考水資源管理問題，可以使
香港的水資源管理策略與國際社會和國家保持一致，同時也能夠更有效地推動全球「水資源可持續利用」
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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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降雨
��%

輸港東江水
��%

海水
��%

　參考資料：水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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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供水分佈

根據水務署年報����/��，全港總用水量有��%來自本地降雨，��%為沖廁用的海水，
其餘的��%則是從東江購買。

�. 本港的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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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香港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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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香港全年降雨量分佈

香港的年均降雨量

香港的降雨

1.1 香港每年的平均降雨量是多少？

在����年至����年間，香港每年的平均降雨量為�,���毫米。其中��%的降雨量
集中在�月至�月期間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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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香港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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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香港未來的降雨量會增加還是減少？

根據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對溫室氣體排放情景的分析，香港天文台
估計香港在����-����年間的降雨量將增加�.�%至�.�%。

根據估計，與����-����年的平均每年降雨量�,���毫米相比，在高溫室氣體排放
的情景（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 �-�.�）下，每年降雨量將增加�.�％；在非常高溫
室氣體排放的情景（SSP �-�.�）下，每年降雨量將增加�.�％。

1.3 本地集水是甚麼？

本地集水是指在香港集水區收集得來的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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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集水區

水塘

集水區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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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有多少土地被保留作集水區？

香港約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被規劃為集水區。

1.6 如何保護香港的集水區？

香港大部分的集水區被列入位於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的範圍內，並受到《郊野公
園條例》保護。

集水區

1.4 集水區是甚麼？

集水區是被保留用作收集雨水的區域。雨水會匯集在集水區內的溪流，然後通過
引水道流往水塘作儲存。

香港的集水區和水塘

香港的集水區、水塘、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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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
荔枝窩河
梧桐河
雙魚河

林村河
錦田河
山貝河
東涌河　參考資料：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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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河流

香港有天然河流嗎？

香港有超過���條天然河流及溪澗，而大部分都很短而且未被命名。

1.8 香港的天然河流在哪裡可找到？

在香港，大部分的天然河流均位於集水區內。香港群山起伏的地形，以及溫暖潮濕
的氣候，促進了風化和土壤侵蝕，有利河道的形成。

香港的天然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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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中游

下游

　© 2024 香港大學水資源中心 版權所有

8

1.9 甚麼是河流地貌？

河流由山地進入平原向下流動時，會呈現不同的形狀。

河流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上游、中游和下游。每個河段都會經歷不同的河流作
用，因此各個河段都有其獨特的河流特徵及地貌。

天然的河流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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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侵蝕

垂直侵蝕

側蝕

磨耗作用 溶蝕作用

磨蝕作用

水力作用

　參考資料：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參考資料：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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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水流是如何塑造天然河道？

水流通過侵蝕作用，形成一個個河道網絡。河流朝三個方向侵蝕：
�)  溯源侵蝕：指朝著源頭方向的侵蝕作用，使河道朝上游方向延長。
�)  側蝕：指向著河流兩側方向的侵蝕作用，使河道擴闊。
�)  垂直侵蝕：又稱下蝕，指朝著河床方向的侵蝕作用，使河道加深。

河流侵蝕作用有四種：
�)  水力作用：指流水直接沖擊河床及兩旁河岸，使岩石出現裂縫，甚至崩裂。
�)  磨蝕作用：被河流的搬運的物體與河岸兩旁及河床互相撞擊和磨擦。
�)  磨耗作用：被流水中的搬運的物體 (如岩屑和砂粒等)經過互相碰撞磨擦，
     變得更細小圓滑。
�)  溶蝕作用：指河水把岩石中的可溶性礦物溶解。

河流侵蝕方向

河流侵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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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不同河段中的河流有甚麼特徵？

上游通常位於上坡處，坡度陡峭，河流流量亦較少。主要地貌包括交錯山咀、
跌水潭和瀑布。

中游的坡度中等，河流流量中等。主要地貌包括曲流。

下游的特點是坡度非常平坦和河流流量大。主要地貌包括氾濫平原。

請點擊此處查閱更多資訊。

1.12 香港的天然河道有哪些特點？

香港的河流通常較短，而且缺乏中游。另外，香港大多數天然河流不是全年流動
的「常年河流」。相反，許多河流為只在雨季流動的「間歇性河流」（又稱「季節性
河流」），或直接因降雨而形成的「臨時河」。

上游 ‒
梧桐寨瀑布

中游 ‒
位於錦田的天然曲流

下游 ‒
山貝河及錦田河的河口

不同河段中的河流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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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為甚麼保護自然河流很重要？

河流和溪流為各種植物和動物提供了重要的棲息地，在生態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在香港，河流為超過���種淡水魚和��種青蛙提供家園。

因此，漁農自然護理署將其中��條自然溪流和河流列為生態重要溪流，以肯定它
們的生態價值。

保育這些生態系統，對維持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

請點擊此處查閱更多資訊。

香港瘰螈 北江光唇魚

盧文氏樹蛙 香港纖春蜓

具高生態價值的本地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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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香港所有河流都是天然的嗎？

不是。香港河流並非都是天然的。

一些發源於市區或流經市區的天然河流在經過大規模人為改造後，變成混凝土排
水道。

這些改建後的排水道稱為市區河道，前稱「明渠」。

1.15 河流和水塘有甚麼關係？

河流的水在取水點被攔截，然後通過引水道進入水塘。

1.16 香港最長的河流是哪條？

香港最長的河流是位處於香港與深圳邊界的深圳河。

深圳河的鳥瞰圖

佐敦谷水道 啟德河

香港的市區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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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香港的主要河流有哪幾條？

香港的主要河流包括錦田河、林村河、梧桐河、山貝河、雙魚河、城門河、屯門河和
東涌河。

錦田河

林村河

雙魚河

香港的主要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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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香港有哪種水塘？

香港主要有兩類水塘：主要水塘和灌溉水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主要水塘
萬宜水庫
船灣淡水湖
石壁水塘
大欖涌水塘
城門水塘
大潭篤水塘
下城門水塘
九龍水塘
大潭上水塘
九龍副水塘
香港仔上水塘
大潭中水塘
香港仔下水塘
石梨貝水塘
薄扶林水塘
九龍接收水塘
大潭副水塘

容量（百萬立方米）
281.124
229.729
  24.461
  20.490
  13.279
    6.047
    4.299
    1.578
    1.490
    0.800
    0.773
    0.686
    0.486
    0.374
    0.233
    0.121
    0.080

1
2
3
4
5
6
7
8
9

灌溉水塘
鶴藪灌溉水塘
流水響灌溉水塘
清潭上灌溉水塘
清潭下灌溉水塘
河背灌溉水塘
黃泥墩灌溉水塘
洪水坑灌溉水塘
藍地灌溉水塘
十塱灌溉水塘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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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灣淡水湖
����
��.��%

萬宜水庫
����
��.��%

大欖涌水塘
����
�.��%

城門水塘
����
�.��%

石壁水塘
����
�.��%

下城門水塘
����
�.��%

九龍水塘
����
�.��%

九龍副水塘
����
�.��%

大潭上水塘
����
�.��%

大潭副水塘
1904
0.01%

大潭篤水塘
����
�.��%

薄扶林水塘
����
�.��%

香港仔上水塘
����
�.��%

香港仔下水塘
����
�.��%

大潭中水塘
����
�.��%

石梨貝水塘
����
�.��%

九龍接收水塘
����
�.��%

單位：佔容量百分比

古洞灌溉水塘
����

流水響灌溉水塘
����

鶴藪灌溉水塘
����

十塱灌溉水塘
����

清潭上灌溉水塘
����

清潭下灌溉水塘
����

河背灌溉水塘
����

洪水坑灌溉水塘
����

藍地灌溉水塘
����

黃泥墩灌溉水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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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主要水塘

香港的灌溉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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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香港水塘的主要功能是甚麼？

香港水塘有兩個功能。一為儲存在本地集水區收集的雨水；二為儲存東江水。

1.21 香港的水塘容量有多少？

香港��個水塘的總儲水容量為�.��億立方米。

其中，萬宜水庫的儲水量最大，達�.��億立方米，而大潭副水塘儲水量最少，只有
�萬立方米。

1.19 香港有多少個水塘？

香港有��個正在使用的水塘，用於儲存淡水。此外，我們還有一個已停用的水塘
（黃泥涌水塘）和九個已被淘汰的灌溉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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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香港的灌溉水塘為何沒有再被使用？

最初建造灌溉水塘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農業灌溉用水需求。然而，由七十年代開始，
本地農田面積隨著農業衰退和城市發展而大幅減少，這些灌溉水塘亦慢慢失去其
功能及意義。

1.22 如何增加水塘的集水量？

大部分的水塘都位於天然河盆之中，可收集河盆的雨水。此外，建造引水道可以將
鄰近天然河盆所收集到的雨水引導到水塘，從而增加水塘的進水量。這些位於水
塘的天然河盆以外的集水區亦稱為「間接集水區」。

以城門水塘為例，水塘位處的天然河盆外有一條長達�公里的引水道，連接城門水
塘及下花坑、上花坑、白石橋坑、牛寮坑、大曹石澗和大圓石澗等多個流域。有了這
條引水道，上述流域便成為了城門水塘的間接集水區。

城門水塘可以收集其自然集水區的雨水，亦可以透過上述間接集水區收集更多的
雨水。

城門水塘的集水區及間接集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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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看到乾旱的水塘，我們需要為此而擔心嗎？

不需要。有部分水塘的功能是在雨季接收位處於上游水塘滿溢的水，例如城門下
水塘、大潭中水塘及大潭篤水塘，以達到防洪的效果。

所以在降雨量較少的月份，這些水塘的水位理應較低，甚至處於乾旱的狀態，兩者
均屬正常現象。

而灌溉水塘，例如流水響水塘及鶴藪灌溉水塘，是為了供應農業灌溉用水而建造，
儲水並不會用於食水供應。在降雨量較少的月份，灌溉水塘的水位會較低或處於
乾旱狀態，但我們並不需要因此擔心食水供應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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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2.

香港本地集水區的容量，已經漸漸無法滿足戰後人口激增和經濟發展而帶來日益增長
的用水需求。自����年起，政府透過購買東江水補充本地淡水。在����-��年度，從東江
引入的淡水佔香港總供水量的��%。

東江流域

2.1 東江在哪裡？

東江是珠江東面的支流，從江西省的
尋烏縣向西南流往廣東省東莞市。

2.2 為甚麼從����年代起，香港需要從
境外輸入淡水？

自����年代以來，香港本地的集水
量無法滿足用水需求，因此需要從
境外輸入淡水。

2.3 香港從哪一條河流輸入淡水資源？

香港從����年開始從東江輸入淡
水。

東江的位置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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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東江流域涵蓋哪些城市？

東江的上游地區包括:江西省贛州市，以及廣東省河源市和梅州市的北部地區。

東江的中游地區包括:廣東省河源市南部、韶關市，以及惠州市北部和東部地區。

東江流域的下游地區包括:廣東省惠州市西部、廣州市、東莞市和深圳市。

雖然香港位於東江流域之外，但亦可從東江的下游地區引水到香港。

東江流域的城市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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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哪些城市從東江取水？

位於上游的梅州市、三個中游城市（河源市、惠州市和韶關市）、三個下游城市（東
莞市、廣州市和深圳市），以及一個位於東江流域之外的城市（香港）均從東江取
水。

東江為這八個城市，合共����多萬人口供應淡水。

東江流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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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香港在枯水年是否有供水不穩定的風險？

風險偏低。就算在枯水年，香港的供水亦不會受影響。東江的取水比例在����年的
長期平均值為��%，處於可接受的水平。

東江流域三大水庫的總蓄水量相當充足，三大水庫的總蓄水量足以讓廣東省的水
利部門在枯水年間執行一項關鍵任務⸺從這些水庫釋放一定水量，以確保東江
的流量能夠滿足下游城市的用水需求。

例如����年為枯水年，該年東江流域的降雨量比前一年下降了��.�%，但本港的
淡水供應仍然沒有受到影響。

2.7 東江流域內的用水競爭是否越來越大？

不，東江流域內的用水競爭並沒有增加。當中主要原因是因為東江流域的城市淡
水需求於����年已達到峰值。這是由於廣州和河源的農業活動減少，以及大多數
城市工業活動的減少。人口增長雖然會導致淡水的用水需求增加，但同時經濟結
構轉型導致淡水用量減少，抵消了人口增長對淡水需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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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東江水是如何運送到香港？

雨水在東江流域的集水區被收集後，會在東江主幹流匯集，然後流到下游河口。

供應本港的東江水取水點位於東莞。在取水點取水後，東江水會途經四個泵站
（包括太園、蓮湖、旗嶺和金湖泵站）逐漸被逆流提升，直至流入深圳水庫。隨後，

東江水會通過輸水管越過香港深圳邊界，到達香港的木湖抽水站。

整個輸水過程需消耗大量能源，方能克服地心吸力，將東江水由東莞運送到香港。

東江深圳—香港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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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東江水進入香港後去哪裡？

東江水在抵達香港的木湖抽水站後，會通過三條輸水路線輸送到水塘或濾水廠。

經由東部路線運送的東江水會被輸送到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儲存。

中部路線則會將水輸送到油柑頭濾水廠、大埔濾水廠和沙田濾水廠作進一步過濾，
然後輸往配水庫。

至於西部路線，東江水會輸送到牛潭尾濾水廠和凹頭濾水廠進行處理，或輸送到大
欖涌水塘儲存。

香港輸送東江水系統

2.11 需要擔心東江水的水質嗎？

為確保水質達到特定標準，東江水自����年起透過專用的輸水管通道輸運送到香
港，以確保東江水水質達到特定標準。

運送東江水的透過一密封式專用輸水管道傳送，輸水通道由太園泵站開始，以深
圳水庫為終點。

用作食水供應前，輸港的東江水用作食水供應前，以及在本地收集的雨水，均會在
濾水廠進行過濾，以達到香港的飲用水標準。

2.10 用於儲存東江水的水塘有哪個？

萬宜水庫、船灣淡水湖和大欖涌水塘是香港用於接收及儲存東江水的三個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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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水供水協議

2.12

2.13

每年輸港的東江水有多少？

根據����年香港與廣東省的東江水供水協議，東江水的每年供水量上限為�.�億
立方米。

而根據����年的配水方案，如有需要，每年可供港的最高水量為��億立方米。

購入東江水的價格是多少？

在����年，�.�億立方米的水價合共為��.��億港元。換算下來，購入東江水的價格
為每立方米�.��港元。

但是，由於����年實際輸港的東江水量只有�.��億立方米（即低於供水量上限），
所以東江水的實際價格上升至每立方米�.��港元。

2.14 已購買但未取用的東江水會如何處理？

未被使用的東江水將不會輸港。

2.15 東江水的扣減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自����年起，本港與廣東省的供水協議中增設回贈制度。

每年香港均會預購�.�億立方米東江水，對於已購買但未取用的東江水，香港可獲
得每立方米約�仙港元回贈。

例如，在����年年底，輸港東江水僅�.��億立方米，即已購買但未取用的水有���
萬立方米。

因此，東江水總回贈金額為���萬港元（計算公式為�仙港元 × ���萬立方米）。這
筆回贈金額會從下一年的預繳費用中扣除。

即是，在����年，香港預購東江水的費用可扣減上述���萬港元回贈，購水金額從
��.��億港元減至��.��億港元，扣減幅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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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輸港的東江水是否增加了？

在過去��年，每年輸港的東江水水量變化不定，平均增長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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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香港最後一次制水是甚麽時候？

香港最後一次的制水發生在����年，此後便一直享有無間斷的淡水供應。

3.2 在未來，香港有機會會因氣候變化而成為缺水的城市嗎？

機會偏低。

香港天文台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供的數據推算，長遠來看，
香港的降雨量會增加（請參閱�.�）。

按不同的氣候變化情景推算，中國南部的降雨在將來亦會有所增加。

香港的供水情況：現狀與未來考量

3.1 香港是一個缺水的城市嗎？

不是。就可供香港使用的水量而言，香港不是一個缺水的城市。事實上，可供香港
使用的淡水資源十分充裕。

根據自���� 年起實施的《廣東省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即使在枯水年，香港
仍可輸入最多��億立方米的東江水。

高達��億立方米的東江水配水量，加上從本地集水區所收集的雨水，可以確保香
港擁有充沛的淡水供應。

再者，珠三角的「西水東調」已於����年�月完成。該工程由西江引水至珠三角東
部地區，可為三個東江流域城市供水，包括廣州、東莞及深圳，每年供水量可達
��.��億立方米。根據廣東省水利廳資料，「西水東調」亦可為香港提供應急備用水
源。

3.  香港缺水嗎？

自����起，香港一直享受著安全、無間斷的供水。我們預計，香港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可
享有無間斷的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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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與香港其他水源比較，海水化淡的成本如何？

根據水務署提供的數據，按����年的物價水平，本港每立方米的供水成本如下：

雨水：�港元
東江水：��港元
再造水（非飲用用途）：�.�港元（����年�月估計）
海水淡化：��.� 港元

由此可見，雨水是成本最低的供水來源，東江水及再造水成本亦比海水化淡較低。

3.5 香港有海水化淡廠嗎？

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期已於����年��月落成。

該海水化淡廠只在需要時運作，為香港提供淡水。

海水化淡

3.4

3.6

海水化淡技術是甚麼？

海水化淡技術是利用逆滲透技術，透過半透膜將海水中的鹽份及雜質隔離，並轉
化為淡水。

本港的將軍澳海水淡化廠的生產力如何？

第一階段的海水淡化廠每年可生產高達����萬立方米的淡水。

根據����年發展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海水淡化廠的建議產量定在����萬立
方米，即相當於在����年至����年間，每年在本地集水區收集到的雨水的��%至
��%。

3.8 香港有必要使用海水化淡技術以增加淡水資源嗎？

按目前本港的供水狀況而言，海水化淡並非必要。

首先，香港有充足且成本較低的淡水供應來源。即使在乾旱年份，東江亦可為香港
提供足夠的淡水資源，而且成本較低。同時，西江亦是香港非常可靠的備用淡水來
源。

此外，在確保現在和未來有足夠的淡水來滿足人類的需求的同時，我們應遵循可
持續水資源管理原則，努力減少因用水而對氣候造成的負面影響。

由於淡化海水非常耗能，利用海水化淡增加淡水供應只會令氣候變化的問題更為
嚴重。因此，為了緩減氣候變化的影響，我們應盡量避免使用海水化淡技術。

相反，香港應該制定更具可持續性及低碳的用水需求管理策略，例如控制漏水情
況、使用再造水以及節約用水，以減少淡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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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為一跨學科研究中心，隸屬工程學院與社會科學學院。城市水資源管
理問題非常複雜，水資源中心利用創新的跨學科研究設計和分析方法，匯聚和融合工程學和社會科學兩者
的優勢，就水資源管理問題進行多角度分析及診斷，從而提供獨特的專業見解。

免責聲明

在水資源資訊站中提供的資訊，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文字、圖片、圖表以及經整合後的資料或資訊，僅供參考
及一般資訊之用。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本中心」）已採取適當的措施確保所提供的資訊
的準確性。在任何情況下，本中心及其人員均不會承擔讀者因依賴水資源資訊站所獲得的資訊而導致的任
何損失或損害。

版權聲明

根據香港法例規定，本資訊站受到版權保護。根據國際條約，此版權亦受多個國家法例的保障。除純粹為自
用而查閱外，未經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本中心」）書面批准，使用者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
法複製、複印、修改或傳送本報告之任何部分。使用者須遵守一切適用的版權法。未經本中心書面批准，不
得把本資訊站內容上載到任何網站。

本資訊站內的資訊及圖片可供發佈作學術研究及非商業用途，唯必須註明有關資訊及圖片是由香港大學水
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提供。

本中心明白，傳媒和記者可能希望使用本資訊站的部分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所有文字、圖片、圖表以及經整
合後的資料或相關資訊。以任何形式使用，複製，發布或分發資訊站的內容前，應事先獲得本中心的書面同
意。資訊的使用、複製、傳播或分發應附有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的認可。如希望在任何出版
物中使用本資訊站內的文字、圖片、圖表以及經整合後的資料或資訊﹐應清楚說明來源（即由香港大學水
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提供）； 並且所有使用的圖片、圖表均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修改，剪輯或扭曲。任
何私人機構或團體也不能引用本報告作產品推廣用途。

免責聲明和版權聲明的中文版本由英文翻譯而成。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
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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