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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The Jockey Club Water Initiative on Sustainability and Engagement 

JC-WISE

■ 由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推行,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撥款資助

■ 促進市民認識及關注香港水資源可持續使用的重要性

■ 將公眾與本地的河流重新連繫–加強認識水資源的多
重價值

■ 推廣水足跡概念 Water Footprint concept–了解消費
習慣對水資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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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處是吾家
My River, My Community

■ 香港河流資料庫 Rivers@HK Database–本港首個互動
及向公眾開放，並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河流資料庫

■ 導師培訓計劃–一系列專業設計的河流導賞圑
■ 紀錄片及航拍影片



全港首個結合科學實證數據以推廣
水足跡概念的應用程式

網頁版：www.jcwise.hk/wfc
應用程式：在 App Store (iOS) 或

Play Store (Android) 下載

水足跡計算機

http://www.jcwise.hk/wfc


香港的水資源

降雨量



香港的水資源

香港有超過 200條的河
流及溪澗，當中大部分
長度甚短且尚未被命名。



荒蕪之地 A barren rock



薄扶林水塘 (1877)

Source: https://gwulo.com/atom/27145



為應付食水需求，多個水塘在二十世紀初相繼落成，
本港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積被劃為集水區

大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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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964年嚴重旱災



世界上第一個「海中水庫」— 船灣淡水湖 (1968)

水塘存水量達2.35億立方米



船灣

工程前

工程後



萬宜水庫 (1978)
全港最大，存水量達2.8億立方米

工程前的糧船灣 工程後的萬宜水庫



從廣東省輸入東江水

• 早在1960年，香港和廣東省當局簽訂協議，從深圳水庫輸入原水，
每年50億加侖（2,270萬立方米)



東深供水系統

供水系統於1965年完成興建，
東江水經抽水站、水管和隊道
分別送到香港各區。

‘東江之水越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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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供水

• 興建水塘，劃定集水區

• 設立海水沖廁系統

• 簽訂東深供水協議，保證水量

• 自1982年，香港便享有 24 小時無間斷的供水

• 99%的供水承諾背後的代價



環境和社會代價

環境問題
• 水文
• 生態
• 景觀
• 微氣候調整

社會問題
• 移民
• 歷史文化
• 可持續性



林村河下游

林村河上游

一河兩制 One River, Two Systems



水文及生態問題

東涌河



東涌河 - 河水去了那裡?

石壁水塘



無水 無生態!



本港的集水區
(Water gathering grounds in HK)

一河 => 兩河
(one river => two rivers)

一個流域 => 兩個流域
(one catchment => two catchments)



香港最大面積的濕地

...卻未能提供濕地的應有的功能 ！



英國雅息士郡(Essex, England) 的水塘自然保護區



社會代價



船灣海全貌，攝於六十年代

Image credit:朱維德 (2007)



消失了的船灣六鄉

Image credit: Breakazine! Vol.48刊登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相片







「陸鄉里」



還有萬宜水庫的漁民、石壁水塘的村民等等

1950年宏貝村

石壁村居民遷離1974年12月17日香港工商日報





1958年為建新豐江水庫，河源十萬村民大遷移









可持續發展 概念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社會

環境 經濟



The current form of consumption can’t be sustainable!
資源的可承載力 (Carrying Capacity)

可承載力



• 2008年廣東省制訂了《廣東省東江流域水
資源分配方案》，就東江流域城市可取
用的東江水量設定上限

已接近東江的承載上限

• 最新資料顯示，東江流域水資源
開發利用率(28.6%)已接近當局
制定的「安全紅線」(33%)，可
取用水資源量已趨飽和

(立法會，2017)



超越了承載力(carrying capacity)會怎樣?



鹹海 Aral sea – 消失的大海

Source: USGS/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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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何干？



水資源可持續使用 (Water Sustainability)

• 不能止步於本地供水和水體保育的議題

• 水資源可持續使用的定義：

為人類及地球上其他生物不間斷地提供清潔、安全的水資源

The continual supply of clean water for human uses and for other living things 
(Schnoor, 2010)

必須以全球的視野、長遠的目光、及全面的角度去回應水資源
危機，及實現水持續可持續使用的目標



要達成水資源可持續使用，先從改變消費模式開始

https://youtu.be/vArmqyOSZp8



在21世紀，乾淨穩定的食水供應仍然不是理所當然的

• 全球73億人中，有21億人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
(世界衛生組織/兒童基金會，2017)

• 每10人中有4人面對水資源稀缺的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



Source: Mekonnen & Hoekstra (2016) 

全球有三分之二人口在一年中會經歷至少一個月的嚴重缺水

全球水資源危機



全球水資源危機

自2012年以來，世界經濟論壇連續7年將水資源危機列為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全球五風大險之一



水資源危機將加劇糧食短缺、氣候變化和生態失衡的危機

Source: The Global Risks Interconnections Map 2018 (World Economic Forum)

糧食危機

風險發生的可能性：3.57/5.00

極端天氣

生態災難

氣候變化減緩
和調適失效水危機



80%的廢水未經處理就排入生態系統或未被循環利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17)

2017年世界水日的主題：
廢水的利用



農業取水量佔全球取水量的70%
(聯合國糧農組織)

(Image credit: NASA)
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中樞灌溉系統



個人水足跡 直接用水

飲用水

煮食用水

洗澡

= + 間接用水

每日219公升

食物

衣服

紙張

每日 ?公升

(實際用水) (虛擬水)



個人水足跡只有 4% 是直接用水

直接用水

219公升

個人水足跡

5,496公升



過去20年，香港的人均住宅用水量持續上升

Copyright © 2018 Frederick Lee

2016年
184公升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每
人
每
日

用
水
量

1997年
154公升



港澳穗三地用水意見調查 (2017)

• 香港大學「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就香港、澳門及廣州
三地市民的用水意見進行社區調查，於三地分別訪問約
500 名市民

• 結果顯示香港市民的節約用水觀念相對薄弱



「相比起三年前，你居住的城市的大部分人
現在更加關注節約用水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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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居住的城市的大部分人在節約用水方面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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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有效的節約用水措施是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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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降雨量的不確定性

• 儘管有電腦模擬顯示未來南中國的降雨量會上升，
但乾旱的風險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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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均水足跡是全球平均數值的 1.4倍



我們應如何回應全球水資源危機？

• 節約用水

• 改變消費模式



浪費食物 = 浪費水資源

• 香港每日廚餘重量逾 3,662 噸

• 按有關香港廚餘的研究數據推算,全香港每日浪費
逾76億公升的虛擬水



香港市民多肉少菜
的飲食模式

Source:
Vanham, et al. (2017)



城市水循環
(Urban Water Cycle)

水源

濾水廠

供水系統

用戶

污水收集系統

污水處理廠



香港水資源管治架構

香港應整合分散在三個部門的水資源管理職能

功能 部門

大部分的集水區、河口濕地 漁農自然護理署

水塘、引水道 水務署

河道/渠道 渠務署



河道生態環境用水

• 河道需要有一定水量,才能平衡堤壩截流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以及維持河川棲地的生態



全面整合水資源的管理架構:(開發再造水)

Source: WSD, 2008



促進市民重新認識水資源的多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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