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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2 年至今，香港一直享有源源不絕的供水，全賴香港從以
下三方面取得用水：透過本港的集水區收集雨水、輸入東江水，
以及抽取海水用作沖廁。  
 
香港極為依賴東江水，但東江亦是廣東省一些城市的主要供水
來源。展望未來，隨着珠江三角洲被規劃發展成為世界級製造
業基地，高度依賴東江供水的城市的用水需求亦難免隨之增加。
 
新簽訂的供水協議保證了香港在 2015-2017 年間獲得穩定的
東江水供應，但當遇上極端氣候變化的情況下，輸港的東江水
難以確保不受影響。香港作為東江取水的一員，應責無旁貸實
行節約用水，並及早籌謀，檢視及探索不同供水水源的方案。
 
香港於 1995 年凍結水費，但自此供水的生產成本上升超過
一倍，兩者的差額須由公帑補貼。事實上，減少水塘溢流及積極
控制水管滲漏等措施，均有助減省政府的供水開支。  
 
有關水資源的課題屬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政策範疇。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1. 引言  
 
 
1.1 食水是珍貴的天然資源，對香港尤甚，因為香港既沒有天然湖

泊，也缺乏充裕的地下泉水，而雨水是唯一的本地原水 (即未經處理的水 )
來源。但香港從三方面取得用水：透過本港的集水區收集雨水 ("本地
水源 ")；從廣東省輸入東江水；以及抽取海水用作沖廁。上述的三方取
水策略確保了香港在過去 30多年來，一直享有 24小時源源不絕的供水 1。 
 
1.2 香港的水費亦相當低廉，沖廁用的海水免費供應，而食用的淡水

供應則按政府補貼的收費機制徵費。香港的食水收費水平，更遠低於與

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相若或較低的城市 (圖 1)。  
  

                                                       
1 香港在 1982 年 5 月實施最後一次限時供水，當時每日供水 16 小時，維時 2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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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2013 年選定國際城市的人均本地／國內生產總值及食水收費  
 
 
 
 
 
 
 
 
 
 
 
 
 
 
 
 
 
 
註：  (*)  相關城市的人均生產總值按其所屬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而食水收費則按

其所收取的有關價格計算。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及 World Bank。  

 
 
2. 香港的用水情況  
 
 
2.1 由於水費低廉和供水穩定，香港是全球人均用水量最高的地方

之一。根據國際水協會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在 2014 年進行的
研究，2012年香港每日人均住宅用水量為 209公升，較許多其他國際城市
如新加坡 (152 公升 )、倫敦 (163 公升 )等為高 2。  
 
 
沖廁用水  
 
2.2  香港是世界上首個廣泛使用海水沖廁的城市，將食水節省用作

其他用途。水務署在 1950 年代開始舖設獨立的海水供應網絡，其後不斷
擴建網絡，現已涵蓋本港大約 80% 的人口。在 2014 年，每天供應的沖廁
海水，可以大約節省 742 530 立方米的食水，相等於 22% 的食水用量。  
  

                                                       
2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2014) 及 Data.gov.sg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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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時全港仍有約 20% 的人口使用淡水沖廁，若把相關的淡水
用量計算在內，香港每日人均沖廁用水量近年大致呈上升趨勢。根據

水務署的資料，每日人均沖廁用水量由 2004-2005 年度的 89.9 公升，
上升至 2013-2014 年度的 96.7 公升，升幅達 7.6% (圖 2)。  
 
 
圖  2 —— 2004-2005 至 2013-2014 年度每日人均沖廁用水量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2011-12 2012-13 2013-14
 
註：  (*)  包括淡水及海水沖廁。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2.4 全港市民及商戶多年來享用免費海水沖廁，這或是每日人均

沖廁用水量上升的主因之一。雖然用戶無需就使用海水沖廁付費，

但海水在香港並非唾手可得的免費資源。為配合海水沖廁，政府必須

興建獨立的配水幹管、抽水站及配水庫。截至 2014 年 3 月底，供應海水
沖廁的基礎設施的固定資產成本達 65 億港元。由於海水含鹽量高，輸送
海水的幹管較易受到銹蝕。根據政府資料，海水幹管的壽命相對較淡水

幹管為短 3。  
 
2.5 海水沖廁亦涉及其他費用，例如海水須先經由隔網除去固體

雜質，再以氯氣或次氯酸鹽消毒，然後才輸往配水庫及供應給用戶。

根 據 水 務 署 的 資 料 ， 2013-2014 年 度 海 水 沖 廁 的 每 立 方 米 成 本 為
3.4 港元。然而，由於水費單上並無反映有關數字，用戶未必知悉自己
的沖廁用水量及所涉及的成本，他們難以自覺地減低不必要的沖廁

用水。  
  

                                                       
3 昔日以鑄鐵和石棉水泥等物料製造的海水幹管，幹管壽命可短至只有 20年。請參閱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Bureau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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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除難以讓用户知悉海水沖廁的成本外，另一值得關注點是沖廁

供水可能因水管滲漏及非法取水等原因而流失的問題。在 2004 年至
2013 年間，每日人均沖廁供水流失量估算達 37.0 公升至 49.6 公升之間
(圖 3)。因此，水務署須減少沖廁供水的流失量，以節省就提供海水及淡水
沖廁所招致的開支。  
 
 

圖  3 —— 2004 年至 2013 年間每日人均沖廁水的供水量及耗用量  
 
 
 
 
 
 
 
 
 (公升／日) 

年份 

估算的 

人均供水量(1),(2) 
(a) 

 
估算的 

人均流失量(3) 
(b) 

 
水務署提供的 

人均耗用量(4) 
(a)–(b) 

2004 136.5  46.6 [34.1%(3)]  89.9(4) 
2005 138.7  49.6 [35.8%]  89.1 
2006 136.6  44.9 [32.9%]  91.7 
2007 139.0  43.6 [31.4%]  95.4 
2008 139.8  47.2 [33.8%]  92.6 
2009 137.9  42.3 [30.7%]  95.6 
2010 136.1  41.4 [30.4%]  94.7 
2011 134.0  38.5 [28.7%]  95.5 
2012 133.3  37.0 [27.7%]  96.3 
2013 134.9  38.2 [28.3%]  96.7 

 
 

註：  (1 )  以水務署抽水站所記錄的沖廁海水及包括流失水量的沖廁淡水的供水量總和估算。 
 (2 )  曆年數字。  
 (3 )  估算的人均沖廁水流失量佔估算的人均沖廁水供水量的百分比。  
 (4 )  財政年度數字。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食水  
 
2.7 在 2004-2005 至 2013-2014 年度，每日人均住宅食水耗用量維持
在大約 130 公升 4，較全球平均的 110 公升高 18% (圖 4)5。在上述期間，

                                                       
4 數字並不包括用作沖廁的淡水耗用量。  
5 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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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在 2008 年推行《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實施多項節約用水的
措施。《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是一項涵蓋至 2030 年的長遠策略，力求
在水資源的供應和需求間達致理想的平衡，以支援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該策略強調透過推行各項節約用水的措施，例如落實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及推廣使用節水器具，以控制用水需求的增長 6。  
 
 
圖  4 —— 2004-2005 至 2013-2014 年度每日人均住宅食水耗用量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2.8 香港推行的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屬自願參與的節約用水措施。

計劃所涵蓋的用水器具，包括花灑、水龍頭、洗衣機、小便器用具及

節流器。然而，海外地方如澳洲及新加坡等均規定強制參與用水效益

標籤計劃，而計劃亦包括沖廁水箱。此外，澳洲的部分州政府推出回贈

計劃，以鼓勵市民購買及安裝符合用水效益的器具 7。  
 
 
使用節水器具  
 
2.9 《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亦着重推廣使用節水器具，例如節流

水龍頭、低流量花灑、雙沖式沖廁水箱、控流閥及流量控制器。與傳統

用水裝置或器具比較，節水器具耗水量較少。在 2009 年 4 月，政府發出
有關綠色政府建築物的技術通告，要求所有新政府建築物須使用節水

                                                       
6 其他用水需求管理措施包括積極控制水管滲漏；加強公眾教育，宣傳節約用水；以及擴展

海水沖廁系統。  
7 例如，維多利亞州州政府推出回贈計劃，凡市民在 2012年 7月 1日至 2015年 6月 30日期間
購買並安裝符合用水效益的雙沖式沖廁水箱，均可獲發 100澳元 (620港元 )的回贈。  

全球平均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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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此外，水務署最近完成在政府建築物和學校加裝新水管設備和

節水器具的第一期計劃。根據審計署的報告，政府建築物和學校在安裝

節水器具後，用水量不跌反升。水務署就此回應，表示耗水量的增加是

"為應付運作所需和進行維修及改善工程 "。 8 
 
2.10 新加坡的做法與香港有別，規定所有新建或進行翻新的住宅樓宇

必須安裝 (a)雙沖式沖廁水箱，以及 (b)有最少一個用水效益剔號的用水
器具及產品 9,10。新加坡自 2009 年推行上述強制措施後，每日人均住宅
用水量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間減少約 3.2%。  
 
 
3. 香港的供水情況  
 
 
3.1  香港作為沿海的城市，海洋能為其提供無限的海水資源 11，而且

不受極端氣候變化的影響。在食水供應方面，大致上 20% 至 30% 食水
來自本地水源，其餘 70% 至 80% 則來自東江 (圖 5)。  
 
 
圖  5 —— 2004 年至 2014 年間香港食水的來源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8 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5)。  
9 在新加坡，用水效益標籤計劃採用分級制度，以剔號 ( )數目的多少 (由零至 3 個剔號 )顯示
產品的用水效益。剔號越多，用水效益越高。  

10 新加坡亦規定非住宅樓宇必須安裝有最少一個剔號用水效益標籤的節水裝置及產品。  
11 在一些遠離海邊的地區，安裝及操作海水供應系統的成本相當高昂。水務署已在這些地區
開始規劃或完成興建再造水基礎設施，以提供再造水作非飲用用途 (包括灌溉或沖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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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水源  
 
3.2 香港的天然淡水資源主要來自雨水，由於本港降雨量既不穩定

也不平均，每年的集水量有相當大的差異，但雨水卻是成本最低的供水

來源。根據水務署的資料，在 2013-2014 年度，由本地收集雨水所提供
的食水供應的成本約為每立方米 4 港元。  
 
 
東江水  
 
3.3 自 1960 年起，香港與廣東省簽訂了多份供水協議，以應付本港
的用水需求，其中包括在 1965 年簽訂協議，正式開始輸送東江水至
香港。東江水早年佔香港總供水量的 20% 至 30%，其後相關百分比逐年
增加，近年更升至 70% 至 80%。雖然東江水為香港帶來穩定的食水供應，
但其成本卻較雨水為高。在 2013-2014 年度，東江水所提供的食水供應
的成本為每立方米 8.6港元，當中 4.6港元用作購買東江原水，另外 4港元
則為處理東江原水的成本。  
 
3.4 自 2006 年起，東江供水協議採用 "統包總額 "方式，讓香港可
每月按實際需要靈活調節輸港東江水的數量。在 "統包總額 "方式下，
香港向廣東省每年支付固定總額水價，以獲得每年供水量可達至協議

所訂的上限保證，從而確保得到可靠的東江水供應。但水務署會參照

本地水塘貯水量和降雨量，按月靈活調節輸港東江水的實際數量，以達

到更妥善控制本港水塘的貯水量，以及盡量減少水塘溢流的情況 12。  
 
3.5 粵港兩地在 2015 年 5 月簽訂新一份為期 3 年的供水協議，訂明
廣東省在 2015-2017 年間每年向香港提供 8 億 2 000 萬立方米原水。香港
亦可以在期間靈活提高每年的供水上限，最終至 11 億立方米為止，
此條文初見於 1989 年簽訂的供水協議，其後亦載列於《廣東省東江流域
水資源分配方案》 (下稱 "《分配方案》 ")。《分配方案》由廣東省當局
於 2008 年頒布，為香港和廣東省 7 個城市可取用的東江水量設定最高
限額 (表 1)。  
  

                                                       
12 舉例而言，如香港水塘儲水充足時，便會減少輸入東江水；若遇上乾旱的情況，則會多輸入
東江水。然而，不管實際輸港的東江水數量多少，香港仍須就協議所訂的供水上限支付固定

總額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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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東江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  
 

(百萬立方米 )  

 每年配水量

依賴東江供水的程度  
 正常來水年份  枯水年份  

香港   1 100 1 100 ~70%-80% 
東莞   2 095 1 944 ~90% 
深圳   1 663 1 608 ~70%-80% 
河源   1 763 1 706 ~90% 
惠州   2 533 2 405 ~70% 
韶關   122 113

僅作為補充水源。  梅州   26 22
廣州   1 362 1 285
總計  10 664 10 183 - 

 

資料來源：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東莞市水務局，深圳市水務局，

惠州市水務局及河源網。  

 
 
3.6 在 2006 年至 2013 年間，東江的年均流量為 254 億立方米，
較 1956 年至 2005 年間的年均流量 331 億立方米少 23% 13。與此同時，

東江為香港及廣東省 7 個城市多達 4 000 萬人供水，用水需求與日俱增。
展望未來，隨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在 2009 年年初頒布的的一項
長遠發展規劃，東江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 14。該規劃涵蓋至 2020 年，
重點項目之一是把珠江三角洲發展成為世界級先進製造業基地，這難免

增加高度依賴東江供水的城市的用水需求。反映上述的情況，東莞、深圳

及惠州的用水量，預計到 2020 年將會超出他們按《分配方案》可獲分配
的東江水供水額度，超出的幅度分別達 20%、56% 及 18%。 15 
 
3.7 儘管而言，粵港在 2015 年 5 月簽定的新供水協議，保證了香港
在 2015-2017 年間獲得穩定的東江水供應。然而，倘若內地出現極端的
氣候變化，廣東省多個城市之間對東江水的競爭將會加劇，屆時便難以

確保香港的東江水供應不受影響。香港作為東江取水的一員，應責無

旁貸實行節約用水，並及早籌謀，檢視及探索不同供水水源的方案。  
  

                                                       
13 請參閱廣東省水利廳 (2015)。  
14 該項規劃題為《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 (2008-2020年)》，勾畫珠江三角洲的長遠
發展藍圖。  

15 請參閱東莞市水務局，深圳市水務局及惠州市水務局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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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政府近年計劃在將軍澳興建海水化淡廠 16，利用逆滲透技術生產

食水。將軍澳海水化淡廠預計 2020 年落成，每年可生產 5 000 萬立方米
食水，佔食水總供應量的 5%，日後年產量可擴充至 1 億立方米或食水
供應量的 10%。海水化淡的成本隨着逆滲透技術的日漸普及而逐年
降低，但逆滲透技術仍須耗用大量能源，故此來自海水化淡的食水，

以 2013 年價格計算，成本仍高達每立方米 12 至 13 港元 (圖 6)。 17 
 
 
圖  6 —— 香港供水的生產成本 (每立方米計算 )* 
 
 
 
 
 
 
 
 
 
 
 
 
 
 
 
註：  (*)  由水務署提供的數字。  
 
 
4. 水費結構  
 
 
4.1 香港是全球水費最低廉的地方之一，沖廁用的海水免費供應，

如使用淡水沖廁，每住户每 4 個月可獲免費供水 30 立方米 18。至於食水

方面，住宅用戶須每 4 個月按政府補貼的 4 級收費機制繳交水費。 19 
  

                                                       
16 根據水務署在 2015 年 1 月的估算，海水化淡廠工程計劃的預計成本為 93 億港元。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5)。  
17 資料來自水務署在 2015 年 5 月 20 日的電郵回覆。  
18 住戶使用淡水沖廁，超過 30 立方米才按每一立方米 4.58 港元收費，每幢樓宇只安裝一部
水錶以量度樓宇內所有住户的總用水量。  

19 非住宅用戶均按照劃一收費率收費。  

雨水：  
4.0 港元 (2013-2014 年度 ) 

東江水： 
8.6 港元 (2013-2014 年度 ) 

沖廁用的海水：  
3.4 港元 (2013-2014 年度 )  

海水化淡廠生產
的食水：  
12-13 港元 
(2013 年 9 月的估算 )  

再造水作非飲用
用途：  
9.8 港元  
(2012 年 3 月的估算 )  

再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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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級水費對上一次調整於 1995 年 2 月進行，當時第一級為免費
食水供應，以 12 立方米為限，第二級的用水量則在扣除來自差餉補貼
後收費。當住宅用戶的用水量達到第三級時，水費才按實際生產成本

計算。至於第四級用水量，水費是按懲罰性收費徵收，收費率較第三級

高約 40% (表 2)。  
 
 
表  2 —— 1995 年 2 月訂定的食水收費表  
 

類別  
水費  

(每立方米 )  

住宅用户   
第一級 (首 12立方米 )   免費  
第二級 (繼後的 31立方米 )   4.16港元  (補貼後收費 )  
第三級 (再繼後的 19立方米 )   6.45港元  (按成本收費 )  
第四級 (餘下單位 )   9.05港元  (懲罰性收費 )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4.3 住宅用戶的水費分為 4 級，目的是採用遞增的水費結構，鼓勵
市民節約用水。藉着這個收費結構，過量耗水用戶所繳交的水費，可補

貼低用水量的用戶。上述的收費模式，與歐洲聯盟提倡以用水量或

分段式收費的制度相似 20。  
 
4.4 各級水費自 1995 年 2 月進行調整後，20 年來一直維持不變，但
期間東江水原水價格卻上升超過一倍，由 1995 年的每立方米 2.2 港元增
至 2013 年的每立方米 4.6 港元，而同期處理食水的成本亦逐步增加 21。

因此，水務署的水費收入只能收回食水的部分生產成本，差額須由公帑

補貼 (圖 7)。  
  

                                                       
20 請參閱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13)。  
21 上述情况可從水務署的經營及行政支出的升幅可見一斑，有關的開支由 1994-1995 年度的

9 億 7,800 萬港元增至 2013-2014 年度的 17 億 5,000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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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1995-1996 至 2013-2014 年度公帑佔水務署總開支的金額* 
 
 
 
 
 
 
 
 
 
 
 
 
 

1995-96 1997-98 1999-00 2001-02 2003-04 2005-06 2007-08 2009-10 2011-12 2013-14

 
註：  (*)  為更清晰表達兩者關係，只列出選定年份的數字。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5. 政府的供水開支  
 
 
5.1 水 務 署 的 總 開 支 由 1995-1996 年 度 的 45 億 港 元 增 至

2013-2014 年度的 86 億港元，增幅達 41 億港元。來自水費及其他方面
的收入 (例如存款利息 )，同期只輕微增加 1億 1,400萬港元，政府為此增撥
公帑 39 億港元，以彌補水務署收入與開支之間的大部分差額 (圖 7)。  
 
5.2 在新供水協議期內，公帑補貼金額很可能會進一步上升，因為

東江的原水價格，由 2014 年的每立方米收費 4.8 港元，上調至其後 3 年
的 5.1 港元 (2015 年 )、5.5 港元 (2016 年 )及 5.8 港元 (2017 年 )。假設處理
東江水的費用仍維持在 2013-2014 年度每立方米 4.0 港元水平，以最高
的第四級收費為例，即使所收水費高達每立方米 9.05 港元，亦無法
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間收回東江水的總成本。  
 
5.3 市民節約用水可減少東江供水量，從而節省從東江抽水及處理

原水的運作成本 22。然而，不管實際輸港的東江水數量多少，香港仍須

就協議所訂的 8 億 2 000 萬立方米供水上限支付固定總額水價，這固定
金額不會受市民節約用水所影響。事實上，節約用水反會令水務署失去

水費收入，而這收入原可用作彌補從東江輸水的部分固定成本 23。換言

                                                       
22 抽水過程相當耗電。在 2013-2014 年度，水務署的耗電量為 6 億 5 200 萬千瓦，電費開支
達 6 億 1,100 萬港元。  

23 現時，第二、第三及第四級住宅用戶的水費，均高於東江水每單位的處理成本，多出的金額
分別為 0.16 港元、 2.45 港元及 5.05 港元，有助彌補部分東江水的固定成本。  

公帑水務署的總開支  

10 億港元 

5.0 

2.5 

0.0 

10.0 

7.5 

公帑：  
1 9 億元  

水務署  
開支  

2 9 億元
3 4 億元

4 0 億元 4 1 億元 3 6 億元 3 8 億元
4 4 億元

5 1 億元

5 8 億元

7 1 億元  

5 3 億元  

6 0 億元  

7 8 億元

6 5 億元

8 6 億元

4 5 億元  

6 5 億元6 4 億元
6 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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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至 2014 年間  
年均溢流量： 

1 980 萬立方米；或  

總容量的 35%  

之，節約用水雖可保護食水這種珍貴的天然資源，但不能節省水務署的

開支。  
 
5.4 儘管如此，在現行水費制度維持不變的情況下，政府仍可採取

其他措施，以節省水務署的開支。這些措施包括在持續暴雨期間，減少

從水塘溢出本地收集到的雨水；以及積極控制水管滲漏，以避免浪費

已經處理可供使用的食水。上述的措施雖不會影響水務署的水費收入，

但卻可減少輸入東江水量，從而節省相關的成本。此外，滲漏出來的用水

是經已處理的食水，因此減低水管滲漏亦有助避免浪費用於處理原水的

費用。  
 
 
減少水塘溢流  
 
5.5 在香港，部分小型水塘會在持續暴雨期間滿溢。在 2009 年至
2014 年間，有滲漏的小型水塘年均溢流量為 1 980 萬立方米，佔其總容量
的 35% (圖 8)。在上述期間，本港於 2013 年錄得最高 2 847 毫米的
降雨量，小型水塘溢流量因此高達 4 000 萬立方米，佔其總容量的 71%。
為緩減水塘滿溢的問題，水務署早於 2004 年已計劃實行水塘間轉運
隧道計劃 (Inter-Reservoirs Transfer Scheme)。然而，水務署仍未為有關的建造
工程申請撥款。  
 
 
圖  8 —— 2009年至 2014年間小型水塘的溢流量  
 
 
 
 
 
 
 
 
 

資料來源：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積極控制水管滲漏  
 
5.6 香港的水管總長逾 8 000 公里，其中許多已使用超過 30 年，政府
為此推行一項全港性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預計在 2015 年完成處理長
約 3 000 公里的老化水管。上述計劃漸見成效，水管滲漏比率由 2000 年
代中逾 20% 回落至 2014 年的 16%。  
  



13 

5.7 雖 然 香 港 在 控 制 水 管 滲 漏 漸 見 成 效 ， 水 管 滲 漏 比 率 仍 較

東京 (2%)、新加坡 (5%)、南韓市區 (5%)和悉尼 (8%) 為高  (圖 9)，而更值得
關注的是，因水管滲漏而流失的食水量，在 2013 年高達 1 億 5 700 萬
立方米，超過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規劃年產量。  
 
 
圖  9 —— 香港及選定地方的水管滲漏比率  
 
 
 
 
 
 
 
 
 
資料來源： Bureau of Waterworks of Japan，Korea Water and Wastewater Works Association，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Sydney Water及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6. 觀察所得  
 
 
6.1 今天，香港享有穩定的食水供應，同時亦是全球水費最低廉的

地方之一，但不能就此將水視作理所當然的資源，以下列出多項值得

留意的範疇：  
 

(a) 在 2004-2005 至 2013-2014 年度，香港的每日人均沖廁用水
量增加 7.6%。全港市民及商戶多年來享用免費海水沖廁，這
或是沖廁用水量上升的主因之一。雖然用戶無需就使用海水

沖廁付費，但海水在香港並非唾手可得的免費資源。海水

須經抽取、消毒、輸送及過濾等程序，才可供用戶使用。

然而，由於水費單上並無反映有關數字，用戶未必知悉自己

的沖廁用水量及所涉及的成本，他們難以自覺地減低不必要

的沖廁用水。  
 
 除難以讓用户知悉海水沖廁的成本外，另一關注點是沖廁

供水可能因水管滲漏及非法取水等原因而流失的問題。

因此，水務署須減少沖廁供水的流失量，以節省就提供海水

及淡水沖廁所招致的開支；  
 
(b) 在 2004-2005 至 2013-2014 年度，香港的每日人均住宅食水
耗用量仍維持在大約 130 公升，較全球平均的 110 公升

首爾市區 香港  悉尼新加坡  東京  

2% 
(2013) 

8%
(2014)

16%
(2014) 

5% 
(2012) 

5%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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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8%。在上述期間，水務署曾推行多項節約用水的措施，
例如落實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及推廣使用節水器具。  

 
 在香港，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及使用節水器具均屬自願參與的

節約用水措施。但新加坡及澳洲規定強制參與用水效益標籤

計劃。在 2009 年，新加坡更進一步規定，所有新建或正在
進行翻新的住宅樓宇必須安裝新的節水器具；  

 
(c) 東江作為珠江的主要支流，為香港及廣東省 7 個城市
多達 4 000 萬人供水，用水需求不斷增加。展望未來，隨着
珠江三角洲被規劃發展成為世界級製造業基地，高度依賴

東江供水的城市的用水需求亦難免隨之增加。  
 
 雖然新簽訂的供水協議保證了香港在 2015-2017 年間獲得
穩定的東江水供應，然而，倘若內地出現極端的氣候變化，

屆時便難以確保香港的東江水供應不受影響。香港作為東江

取水的一員，應責無旁貸實行節約用水，並及早籌謀，檢視

及探索不同供水水源的方案，例如海水化淡；  
 
(d) 香港於 1995 年凍結水費，但自此食水生產成本卻上升超過
一倍，差額須由公帑補貼。在現行水費制度維持不變及 "統包
總額 "方式供水的情況下，即使用戶採取節約用水措施，亦難
以減省水務署的總開支。根據 "統包總額 "方式，不管實際輸
港的東江水數量多少，香港仍須就協議所訂的 8 億 2 000 萬
立方米供水上限支付固定總額水價；及  

 
(e) 儘管上述 (d)的情況，政府仍可採取其他措施，例如減少水塘
溢流，以及積極控制水管滲漏，避免浪費用水，從而減省

水務署的開支。  
 

( i) 減少水塘溢流：水務署早於 2004 年已計劃實行水塘間轉
運隧道計劃，以緩減小型水塘滿溢而浪費用水的情況。

然而，水務署仍未為有關的建造工程申請撥款；及  
 
( i i) 積極控制水管滲漏：香港現正推行一項更換全港老化
水管計劃，更換約 3 000 公里長的老化水管。計劃漸見成
效，水管滲漏比率由 2000 年代中逾 20% 回落至 2014 年
的 16%，但仍較東京、新加坡、南韓市區及悉尼的相關
比率為高。而更值得關注的是，香港因水管滲漏而流失

的食水在 2013 年達 1 億 5 700 萬立方米，超過將軍澳海
水化淡廠的規劃年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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