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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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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有哪些？

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包括：
�)  燃燒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以生產能源。
�)  工業過程，如生產鋼鐵和鋁。
�)  農業用途，包括畜牧和商業種植。

另外，砍伐樹木會降低地球從大氣中去除二氧化碳的能力，增加溫室氣體的濃度。

溫室氣體排放

1.1 溫室氣體是甚麼？

溫室氣體是指可以形成溫室效應的氣體。主要的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CO�）、一氧化
二氮（N�O）、甲烷（CH�）和氟化氣體。

溫室氣體能把熱能困在地球表面，令地球的溫度上升。

1.  水資源、能源與氣候的關聯

在����年，聯合國舉行了第��次氣候變遷大會（COP��），正式承認可持續的水資源管理對應
對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並將水資源管理納入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議程中。此舉確認了用水、
能源和碳排放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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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溫室效應」是甚麼？

溫室效應是指太陽的熱量被大氣層裡的溫室氣體吸收，讓地球保持溫暖宜居的自然過
程。

然而，人類活動，尤其是燃燒化石燃料，釋放大量溫室氣體，加劇了溫室效應，導致氣候
變遷。

1.4 甚麼是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是指全球或地域性氣候模式的長期改變，當中的改變包括地球整體溫度上升、
降雨模式改變、海平面上升，以及更頻繁的極端天氣現象。

　© 2024 香港大學水資源中心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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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氣候變遷有哪些影響？

氣候變遷對人類和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包括：
�. 降雨模式改變，導致某些地區變得乾旱，其他地區的降雨增加；
�. 天氣狀況改變，進而影響動植物，動物的遷徙模式及生物多樣性；
�. 與氣候變遷相關的極端天氣現象的發生頻率和強度增加；以及
�. 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對沿海地區和低窪島嶼構成威脅。

1.6 用水與氣候變遷有甚麼關係？

在處理淡水資源的各個過程中，包括濾水、配水、泵水和污水處理等，電力都是必須的。
然而，電力通常來自燃燒化石燃料，因此供水所涉的電力消耗，亦會加劇溫室效應。

同時，氣候變遷擾亂了自然水循環的平衡，對淡水生態系統亦構成影響。

水資源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為了緩和氣候變遷對水循環的長遠影響，可持
續的水資源管理至關重要。

氣候變遷的影響

　© 2023 Shutterstock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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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與能源消耗的關係

1.7 用水會排放溫室氣體嗎？

用水不會直接產生溫室氣體。然而，生產及處理食水的過程，如濾水、配水、泵水和處理污
水，大多都需要使用電力。

生產電力，尤其是透過燃燒化石燃料，會排放溫室氣體。

因此，雖然用水本身不會直接排放溫室氣體，但是我們在用水時，亦應考慮用水而衍生的
能源消耗。

1.8 在香港，因生產食水而排放的溫室氣體有多少？

生產食水是指將淡水經過過濾處理成為食水的過程。在����/��年度，水務署因使用電
力處理食水而產生的溫室氣體為每立方米�.���千克二氧化碳。

香港的總淡水用量為�,���,���,���立方米，即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相等於���,���噸二氧
化碳當量（CO� e）。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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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香港，因生產食水及用水而衍生的溫室氣體有多少？

因用水而衍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最少有三個來源：食水生產、海水生產及污水處理。根據
����/��年度的數據：

與食水生產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為���,���噸二氧化碳當量 (CO� e)，相等於�,���趟來
回香港與東京航班的排放量。

與海水生產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為��,���噸二氧化碳當量 (CO� e)，相等於���趟來回香
港與東京航班的排放量。

與污水處理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為���,���噸二氧化碳當量 (CO� e)，相等於�,���趟來
回香港與東京航班的排放量。

1.10 因加熱食水而排出的溫室氣體有多少？

在����/��年度，與食水加熱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噸二氧化碳當量
（CO� e），相等於�,���趟來回香港與東京航班的排放量。

氣候變遷



����至����年期間家居用水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總溫室氣體排放的百分比
香

港
家

居
用

水
所

排
放

的
溫

室
氣

體
佔

香
港

總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的

百
分

比

12%

10%

8%

6%

4%

2%

0%

20
08

20
09

20
10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
16

20
17

20
18

20
19

20
20

10%

20
21

© 2024 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 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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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在香港，因家居淡水消耗而衍生的溫室氣體佔全港溫室氣體量多少？

在����/��年度，在家居使用的淡水所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噸二氧化碳
當量（CO� e）。

該年的家居淡水使用排放量佔香港總溫室氣體排放的��%。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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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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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c/web_table.html?id=���-�����［查詢日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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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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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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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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把本資訊站上載到任何網站。

本資訊站內的資訊可供發佈作學術研究及非商業用途，唯必須註明有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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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以任何形式使用，複製，發布或分發報告內容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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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研究中心
電郵：watertpc@hku.hk｜電話：���� ����
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賽馬會教學樓��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