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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習內容 

 

東江，位於中國廣東省，是珠江水系的一部分，流經多個城市，最終注入南海。東江水供港

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60 年代，當時香港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水資源短缺問題。隨著人口

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香港對水的需求不斷增加，而本地水源的供應卻無法滿足這一需求。

當地的水資源供應面臨嚴重挑戰。為了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大陸的廣

東省展開了合作，開發東江水作為供應香港的重要水源。 

 

東江水供港的歷史背景 

 

工程的起源 

東江，即東江流域，位於中國廣東省北部，是珠江水系的主要河流之一。在 20 世紀初，香

港的水資源主要來自本地的雨水和溪流。但隨著人口增加及工業化進程加快，原有水源已無

法滿足日漸增長的水需求。於是，香港政府於 1950 年代開始著手開發東江水資源，以解決

水短缺的問題。 

 

在 1970年代，香港的水供應系統進一步完善，東江水的供應量逐漸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

東江水供港的比例不斷上升，成為香港主要的水源之一。這一合作不僅解決了香港的水資源

問題，也促進了兩地的經濟交流和合作。 

 

開發初期（1960 年代）： 

1965 年，香港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訂了供水協議，正式開始從東江引水供應香港。這一協

議的簽訂，不僅解決了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也促成了兩地的經濟合作。 

 

擴大供水量（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 

在 1970年代，香港的水供應系統進一步完善，東江水的供應量逐漸增加。隨著時間的推移，

供水協議也經歷了幾次擴展，東江水供港的比例不斷上升，成為香港主要的水源之一。這一

合作不僅解決了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也促進了兩地的經濟交流和合作。 

 

在 1976 年，香港的水供應總量達到每年約 9 億立方米，絕大部分是來自東江。 

東江水供港的現狀，截至 2020 年代，東江水已成為香港主要的自來水來源之一，滿足了超

過 70%的市民用水需求。這不僅提高了市民的生活品質，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東江水供港的運作模式 

 

東江水供港的運作模式主要包括水源的引入、處理和分配。水源主要來自東江的多個水庫，

經過處理後通過管道系統輸送到香港。香港的水務署負責水質監測和管理，確保供應的水質

符合安全標準。 

 

在這一過程中，香港和廣東省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機制，雙方定期進行水資源的調配和管

理會議，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水資源短缺問題。此外，香港也積極推動水資源的節約和再利用，

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 

 

「東江水」面臨的挑戰 

 

水資源的使用 

目前，東江水主要用於飲用水、工業用水及灌溉等多個方面。香港水務署定期對水質進行監

測，確保東江水的安全與符合飲用標準。透過科學的管理與技術手段，香港政府成功保障了

水資源的可靠性。 

 

面臨的挑戰 

隨著氣候變遷、人口增長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香港的水資源面臨多重挑戰。特別是近年來

的極端天氣事件，對水源的穩定性造成了威脅。此外，水資源的跨境供應也使得香港在水安

全方面面臨更多不確定因素。 

 

 

「東江水」供港的可持續性問題的出現 

隨著供水量的增加，水源的可持續性問題逐漸浮現，特別是在嚴重的乾旱年份，香港的水源

依賴度引發了各界的擔憂。這使得香港政府開始重視水資源的保護及管理，積極尋求其他替

代水源，比如海水淡化、雨水收集和水的回收利用。 

 

「東江水」- 可持續性的發展 

東江水供港的歷史及其可持續性的發展是一個涉及水資源管理、環境保護和社會經濟發展的

重要議題。以下是對這一主題的探討。 

 

在可持續發展方面，香港及廣東省已經開始採取多項措施： 

 

1.  水資源管理：香港政府加強了水資源的管理，包括推行節水計劃，鼓勵市民節約用水。  

發展雨水收系統和回用水系統，提高水資源的使用效率。 

 

2.  水質監控：建立健全的水質監控體系，確保自東江引入的水質符合飲用標準。定期對水   

源地進行環境監測，保護水源地的生態環境。 

 



3.  水源的多樣化 

為了提升水供應的穩定性，香港政府正考慮多樣化水源，包括海水淡化、污水處理再利

用等技術。這些新技術不僅能夠減少對單一水源的依賴，也能有效應對未來水資源短缺

的挑戰。 

 

4. 環境保護：東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影響，水質可能受到污染。為了

確保供水的可持續性，必須加強對東江流域的環境保護，減少污染源，保護水源地的生

態系統。 

 

5. 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導致降雨模式的變化，可能影響東江的水量。香港和廣東省需要共

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確保水資源的穩定供應。 

 

6. 科技創新：隨著科技的進步，水處理和管理技術不斷更新。香港可以借助新技術提高水

資源的利用效率，推動智能水務系統的建設，實現水資源的可持續管理。 

 

7. 合作機制：香港和廣東省之間的合作機制不斷加強，包括資訊共享和技術交流；對於如

何提高東江水的可持續供應，雙方持續進行研究與合作。 

 

8. 替代方案的探索：香港探索海水淡化技術，儘管成本較高，但可作為未來的一個補充水

源。除了海水淡化，還有對利用地下水和其他水源的可行性研究。 

 

9. 加強兩地合作 

由於東江水供應涉及香港與廣東省兩地的合作，這種合作模式的成功也成為可

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未來，雙方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在水資源管理上的合作，

實現雙贏，例如通過資訊共享、水資源管理技術的交流等方式，共同應對水資

源的挑戰。 

 
10. 提升公共意識 

政府和相關機構需要在市民中提升水資源保護的意識。透過教育與宣傳，提高

公眾對節水和水資源保護的認識，使每位市民都能成為水資源管理的參與者，

共同為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總體來看，東江水供港的歷史既是一段重要的經濟合作歷史，也是香港水資源管理的一個縮

影。在面對邊際成本和水源可持續性的挑戰下，未來需要更智慧的管理策略和技術創新，才

能確保水資源的長期穩定供應。 

 

東江水供港的歷史是一個成功的合作範例，解決了香港的水資源問題，促進了兩地的經濟發

展。然而，面對未來的挑戰，必須加強水資源的可持續管理，保護環境，應對氣候變化，並

利用科技創新來提升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東江水供港的長期可持續性，

為香港的發展提供穩定的水資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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