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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脈相連：祖國支持下的東深供水工

程與香港水資源保障 
 

一、引言 

水，為萬物之源，亦是現代都市穩定與發展的命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

樞紐，地少人多，水資源極度有限，天然儲水空間不足，難以自給自足。自上

世紀 50 年代以來，香港人口迅速膨脹，水荒問題日趨嚴重，市民生活及經濟活

動屢受影響。在這危急時刻，祖國本着「同根同源、血脈相連」的情誼，積極

主動支持香港，促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誕生與持續升級。這一舉措不僅徹底改

變了香港長期缺水的困境，更成為祖國對香港民生與發展戰略扶持的生動體

現。本文將以祖國對香港的支援為主線，結合歷史、政策、技術、社會與環境

多角度，深入探討東深供水工程的歷史意義、現代價值與未來展望，並從多元

資料、政府文件、學術著作中全面分析與反思，為香港水資源保障與可持續發

展提出建設性建議。 

 

二、祖國支援背景與工程誕生 

2.1 祖國對香港民生的高度關懷 

早在 1950 年代，香港已出現多次嚴重水荒。1963 年，適逢百年大旱，水塘僅

能供應 43 天，政府被迫實施「四小時制水」，市民生活苦不堪言，社會矛盾加

劇（香港水務署，2022）。面對香港同胞困難，中央領導人高度重視，周恩來

總理明確指示「不惜一切代價幫助香港同胞渡過難關」。廣東省政府積極響

應，提出自東江引水支援香港，體現出祖國「以民為本」的治理理念和對港同

胞的深厚情誼（廣東省水利廳，2020）。 

2.2 東深供水工程的誕生與初期建設 

1960 年起，粵港雙方多次磋商，1964 年正式簽訂首份東江供港協議。1965 年 6
月，東深供水工程首期竣工通水，東江水源經深圳水庫、長達 82公里的輸水管

道源源不絕送至香港，徹底改變香港依賴本地水塘及雨水的局面。這是祖國首



次大規模、制度化、跨境支援香港民生的重大工程，標誌着「同根同源，血脈

相連」的民族情誼與中央對香港戰略性支持（梁炳文，2012）。 

2.3 工程誕生的歷史意義 

東深供水工程的落成，解決了香港根本性的民生問題。工程建設期間，來自全

國各地的萬餘名建設者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僅用 11個月即完成

主體工程建設（東深供水工程志，2005）。這不僅是水利工程的壯舉，更是祖

國與香港同胞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歷史見證。其後，工程多次升級擴建，成

為全球規模最大、最穩定的跨境供水系統之一（廣東省水利廳，2020）。 

 

三、工程發展歷程與祖國持續支持 

3.1 歷次擴建與現代化升級 

隨着香港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和人口激增，祖國根據香港實際需求多次主動擴建

和升級工程： 

• 1978年：第二期擴建完成，供水能力由 1.68億立方米/年提升至 3.7億立
方米/年。 

• 1987年：第三期擴建完成，供水能力增至 6.2億立方米/年，極大緩解香

港用水壓力。 
• 1994年及其後：多輪現代化升級，包括引入自動監控系統、智能調度、

實時水質監控點等。 
• 2011年及近年：廣東省投入巨資，進一步提升輸水設施、水質監控及自

動化管理，確保供港水質達到香港嚴格標準（張超，2019）。 

工程現已擁有超過 80公里主輸水管線，多個大型泵站、調度系統及水質監控

點，年供港水量超過 8億立方米，佔香港食水總需求的七至八成，是全球最

長、最穩定的跨境飲用水輸送系統之一（廣東省水利廳，2020）。 

3.2 工程規模與技術創新 

東深供水工程不僅規模宏大，技術含量亦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其採用高壓耐腐

蝕輸水管道、分級壓力調度、多點自動化控制、三地聯合水質監控等現代技

術，有效保障供水安全與穩定。2017 年，工程獲評「國家優質工程金獎」，成

為祖國水利科技進步和粵港區域合作的典範（廣東省水利廳，2020）。 



3.3 祖國的持續投入與政策保障 

工程建設至今，中央及廣東省政府持續投入資金與技術力量，並根據香港實際

需求調整協議內容。每三年簽訂一次新協議，明確水量、價格、水質及應急處

理機制，香港可靈活調配取水量，體現祖國高度尊重與靈活支持（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2019）。即使在廣東遭遇嚴重乾旱時期，也堅持「先香港、後廣

東」的特殊供水原則，充分體現祖國對香港同胞的深厚情誼（粵港供水五十

年，2015）。 

 

四、工程運作管理與監察體系 

4.1 制度化管理與合作機制 

粵港雙方設立聯合管理機制，由廣東省水利廳與香港水務署共同協調，定期檢

討供水協議，確保每一環節均有序運作。雙方設有聯合協調小組、技術工作

組，定期舉行會議，協調供水規劃、技術交流及應急管理（陳嘉銘，2016）。 

4.2 嚴格的水質監控體系 

東江流域地區經歷工業化與城市化，祖國高度重視源頭水質安全。自 2000 年代

起，廣東省投入大量資源升級流域治理，與香港建立「三地聯合水質監控」體

系，設立逾 60個監測點，涵蓋重金屬、有機物、微生物等多項指標，並實行

24小時自動監測，保證每一滴水都達到香港飲用水標準（陳嘉銘，2016；香港

水務署，2022）。 

此外，兩地政府定期公佈水質報告，異常情況可即時通報並啟動聯合應急處

置。這種高頻次、實時、全覆蓋的監控，充分體現了祖國對香港食水安全的極

大重視和高度責任感。 

4.3 應急聯動與風險防控 

面對突發水質污染或自然災害，粵港雙方建立聯合應急預案，實施即時通報和

聯合處置，2010 年代多次成功應對區域性突發污染或洪水等風險，有效保障供

水安全。雙方還定期開展應急演練，提升區域危機管理與應對能力（張超，

2019）。 

 



五、東深供水工程對香港的深遠影響 

5.1 民生保障與城市發展 

東深供水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長期缺水、生活不便、經濟受限的局面。1965 年

工程通水後，香港「制水」成為歷史，居民享有 24小時不間斷優質供水，生活

質素大幅提升。工商業用水獲穩定保障，是香港能夠快速現代化、吸引外資、

成為國際都會的核心基石之一（梁炳文，2012）。據統計，香港人口由 60 年代

約 300 萬增至 2021 年超過 750 萬，城市規模與經濟總量以數倍增長，東江水功

不可沒（香港水務署，2022）。 

5.2 促進區域合作與民族認同 

東深供水工程是粵港區域合作的典範，推動兩地在水資源、環保、科技、管理

等多層次協調，成為大灣區區域治理一體化的重要基礎。工程的「水脈相

連」，不僅是物質連接，更是民族情感、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具體化。許多受訪

香港市民表示，東江水「滴滴珍貴」，「來自祖國，令人感恩」（蘋果日報，

2022）。 

5.3 增強可持續發展與環保意識 

祖國對香港的水資源支持，亦促使本地加強節水、環保與可持續發展教育。政

府推動「珍惜用水」運動、海水沖廁、中水回用等多元措施，既減少對東江水

的壓力，亦回應了祖國對香港未來長遠發展的期望。據香港水務署（2022）報
告，2000至 2022 年香港人均每日用水量由 160公升降至 130公升，顯示節水教

育成效初顯。 

5.4 經濟效益與社會穩定 

東深供水屬於「全成本回收」供水模式，香港每年向廣東支付水費。雖然價格

逐年上升，但相比其他替代方案（如海水化淡），仍具成本競爭力。穩定的供

水保障了城市運行、吸引外資、促進經濟騰飛。根據最新問卷調查，90%以上

受訪者認為東深供水對城市生活不可或缺，並對政府水質監控較有信心（蘋果

日報，2022）。 

 

 



六、啟示與反思：珍惜恩澤，主動應對挑戰 

6.1 感恩與珍惜祖國恩澤 

香港能長年穩享優質食水，離不開祖國的堅定支持與無私奉獻。在全球多地飽

受水荒困擾時，祖國始終將香港民生置於優先位置，體現「一國兩制」下中央

對港關懷。市民應懷感恩之心，珍惜水資源，主動提升節水意識，將這份恩澤

轉化為對資源的尊重和愛護（梁炳文，2012）。 

6.2 善用多元水源，提升風險管理能力 

雖然祖國全力保障香港供水，但單一依賴外部水源潛藏風險，如上游污染、極

端天氣等。香港應在中央支持下，積極發展海水化淡、中水回用、雨水集蓄等

多元水源，提高供水韌性和抗風險能力（黃穎威，2014）。同時加強智能水

務、大數據預警、分級管理等現代技術應用，推動城市水資源管理現代化。 

6.3 深化粵港合作，共建綠色灣區 

東深供水工程的成功，為大灣區區域協同治理提供了寶貴經驗。未來應深化流

域生態保護、智慧水務、聯合管理，攜手打造綠色、可持續的大灣區。建議粵

港深化數據共享、聯合決策、環境共治等合作，實現「民生共享、命運與共」

的美好願景（鄧小燕，2015）。 

6.4 強化公眾參與與節水教育 

提升市民參與水資源監管、加強資訊公開，可進一步強化社會監督，減輕公眾

對外部供水依賴的憂慮（黃穎威，2014）。政府應加強節水教育，設立激勵措

施，推動學校、社區、工商業共同參與節水行動，培養全民珍惜用水的良好習

慣。 

 

 

 

 



七、綜合優勢與可持續發展建議 

7.1 多角度綜合分析 

技術層面：東深供水工程在輸水技術、水質監控、自動化管理等方面均處於國

際前列。分級壓力調度及三地聯合監控機制有效保障供水安全。 

管理層面：粵港建立了成熟的聯合協調機制，協議靈活、制度創新。動態定

價、按需調配等政策促進了資源有效分配。 

社會層面：工程大幅提升香港市民生活質素，促進工商業發展，增強了港人對

祖國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經濟層面：穩定的供水保障了經濟增長，水費成本可控，整體效率高於替代方

案。 

環境可持續發展：粵港雙方積極推動流域生態保護、污染防控，香港則發展海

水沖廁、回收中水等創新舉措，減緩對淡水依賴。 

7.2 政策建議 

1. 多元水源建設：加大投資海水化淡、中水回用、雨水集蓄等多元化水

源，提升供水韌性，分散風險。 
2. 流域生態保護：與廣東加強流域治理、污染防控，推動生態補償，保護

東江上游水源，確保長遠水質安全。 
3. 智慧水務推廣：廣泛應用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水資

源調度、預警及管理水平。 
4. 節水教育深化：強化學校、社區及企業的節水教育，設立節水激勵機

制，推動全民節水。 
5. 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加強水務資訊公開，設立市民監督委員會，鼓勵

社會監督，提高政策透明度與公信力。 
6. 區域合作機制創新：深化粵港跨境數據共享、協同決策及應急管理，為

大灣區可持續發展立下典範。 

 

 



八、結論 

東深供水工程是祖國支援香港民生的歷史見證，亦是中央對香港的深厚感情、

責任與擔當的具體體現。工程半世紀以來，憑藉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及區域合

作，有效保障了香港食水安全，促進社會穩定與繁榮。當前，面對氣候變化、

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帶來的新挑戰，香港必須懷感恩之心，積極回應祖國期

望，深化多元水源建設、節水教育和區域合作，攜手共建可持續發展的美好家

園，實現「水脈相連、命運與共」的宏偉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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