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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始现于广东省发改委 2007 年发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积极进行“西水东调”、“西水南调”和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开展城市供水第

二水源的规划建设
1
。2011 年，省水利厅针对项目进行过规划环评和工程规划技术咨询会，

此后，该项目出现在国务院批复的《珠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中。2016 年 8 月项

目展开环评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确定拟从西江水系向东引水至珠江三角洲东部，主要

供应广州市南沙区、深圳市和东莞市的缺水地区，以解决东部地区城市长远用水问题。该工

程总投资将达 347 亿元，工期预计五年。 

但针对本次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我们一直存在的一个疑惑是：到底受水区城市是否

真的需要远距离引入西江水？因此，我们针对本次工程，进行了相关资料收集及数据分析，

形成本报告。报告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我们的一些发现： 

1|关于项目受水区是否真的需要调水的问题……………………………………………………………………3 

我们认为本次项目对受水区域未来需水量增长预测过于乐观，增幅明显大于其他规划中

的预测值，需水增幅不符合过往用水发展趋势，同时也可能违背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求。 

2|关于东西江枯汛同期影响调水必要性的问题………………………………………………………………7 

东西江枯汛同期这一因素将会大大降低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即无法实现通过在枯水

期调取西江水供应东莞深圳，以缓解东江在枯水期水资源不足这一现状。而在丰水期，因东

江本身流量充足，通过合理安排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加大整体调蓄能力，我们认为是可以实

现未来供水及备用需求的。 

3|关于受水水库存在的污染风险问题………………………………………………………………………………9 

在我们针对受水水库周边的风险源分析中，发现南沙区受水水库上游存在工业区用地规

划，而东莞深圳水库周边工业区林立，令水库面临较大的污染源风险。另外，东莞目前受水

水库水质处于 V 类，未能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要求。 

4|关于香港是否需要西江水作为备用水源的问题…………………………………………………………14 

目前东江对港供水量的设定足以应付香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用水需求，而随着香港本地

可替代水源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预计香港供水格局会进一步减少向广东省调水的需求，香港

并不需要西江水作为备用水源。 

因此，我们建议应该重新评估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对东莞、深圳调水的实际需求以及

将其作为香港备用水源的必要性，并考虑利用东江丰水期自身流量充足，通过合理安排新建

及扩建水库工程加大整体调蓄能力的方式，实现东莞深圳未来供水及备用需求。另外，建议

应加强重视珠三角地区水质性缺水的现状，进一步确认并清除目标受水水库周边风险源的污

染现状。 

                                                             
1关于印发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

http://210.76.72.13:9000/pub/gdsfgw2014/fzgggz/fzgh/ghwb/201410/t20141027_2642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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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重要事实】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发布的《广东省水资源公报》数据显示，自 2010 年起，广州和

东莞的城市总用水量年均增速呈现负增长状态，年均下滑 2%，而深圳地区尽管表

现为增长，但年均增长率仅在 1%左右。过去十年，广州和东莞两地用水量表现出

两位数的负增长，而深圳过往 10 年总增幅在 11.7%，年均复合增长 1.23%。
2
 

 

 根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预测数据，至 2030 年，南沙、东莞、深圳三地用

水量将分别达到 8.83 亿 m
3
、23.42 亿 m

3
、24.8 亿 m

3
，较 2014 年增幅将分别达到

41%、22%和 32%
3
，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2.1%、1.25%、1.75%。 

 

 据东莞市政府发布《东莞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至 2020 年东莞年用水总量控制

在 22.07 亿 m
3
以下，较 2014 年增长 13.2%，2030 年展望目标与 2020 年持平。

4
 而

根据《深圳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2020 年用水总量需控制在 21.13 亿 m
3
以下，

较 2014 年增长 9.3%，但其中未提及对 2030 年的预测数据。
5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广东省 2015

年、2020 年、2030 年用水总量分别须控制在 457.61 亿立方米、456.04 亿立方米、

450.18 亿立方米，是全国唯一一个用水总量控制目标阶段递减的省份。
6
 

 

 从高要和博罗水文站径流量常年平均数据可以看出，西江高要站在枯水期 12 月-

次年 3 月份流量有极大概率低于 2500m
3
/s，而位于东江流域的“东岸”控制断面低于

320m
3
/s 流量有极大概率会出现在 11 月-次年 2 月。也就是说，当东江面临水资源

不足时，西江本身也极有可能遇到自身流量不足无法满足调水要求的情况。
7
 

 

 根据绿网搜集数据显示，东莞受水水库备选之一的五点梅水库在两公里范围内，存

在至少 15 个重点排污企业，同时归属不同的工业区；同时，3 公里内存在 22 个工

业区或工业园。 

 

 根据香港立法会资料，在过去十年，供港东江水的实际水量平均约占协议供水上限

的 85%。2015 年 5 月粤港两地签订新一期为期 3 年的供水协议，订明广东省在

2015-2017 年间每年向香港提供 8 亿 2000 万立方米原水，较每年供水上限存在 2.8

亿的盈余。
8
 

 

 

  

                                                             
2《广东省水资源公报》 
3《浅谈需水预测思路与方法》 
4《东莞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 
5《深圳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 
6《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 
7《广东省水资源公报》 
8《香港的水资源》香港立法会研究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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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项目受水区是否真的需要调水的问题 

 

 

 

 

 

“需水量预测是水资源配置的基础，在水资源规划与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供

水工程确定设计规模的首要条件。” 

——《浅淡需水预测思路与方法》 

 

本次调水工程对于受水地区的预测数据来自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探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和

扬子江工程咨询公司（湖北）工程师对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研究和采用的需水预测思路与

方法一文，该文为引调水工程的必要性论证和设计规模提供重要的支撑。
9
 

 

根据预测数据，至 2030 年南沙、东莞、深圳三地用水量将分别达到 8.83 亿立方米、23.42

亿立方米、24.8 亿立方米，较 2014 年增幅分别达到 41%、22%和 32%。 

 

 
 

面对高达 20-40%的需水量增幅预测，我们不禁要问，受水地区真的有这么高的用水增

长需求吗？ 

 

从过往数据看，广东近年来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成效明显，省内三大用水指

标（人均综合用水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连续 10 年出现负增长
10
。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每年发布的《水资源公报》
11
，我们也可以发现城市用水量的相关趋势，

                                                             
9
 ，《浅谈需水预测思路与方法》文章编号：1006-7973（2016）08-0085-02 ，刊于《中国水运》第 16 卷第

八期 2016 年 8 月 
10

 《广东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http://www.gdwater.gov.cn/hdjl/myzj/201605/P020160506632420399863.pdf 
11

 广东省水利厅各年度《水资源公报》http://www.gdwater.gov.cn/zwgk/tjxx/szygb_1/ 

南沙新区 东莞市 深圳市 

2014 6.27 19.19 18.8 

2030 8.83 23.42 24.8 

增幅 41% 22% 3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5 

10 

15 

20 

25 

30 

单
位

：
亿

立
方

米
 

我们认为本次项目对受水区域未来需水量预测过于乐观，增幅明显大于其他规

划中的预测值，需水增幅不符合过往用水发展趋势，同时也可能违背国家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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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公布的各城市用水总量数据中，广州、东莞两地过去 5 年用水量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回

落趋势。深圳市尽管用水表现有所波动，但年增幅最高也不超过 4%。 

 

据广东省某水利专家表示，1997 年以来广东用水总量经历了不断递增和总体递减的 2

个阶段，其拐点出现在 2010 年，这与广东持续调整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升级的时间点吻合。

自此之后，广东省用水总量得到有效遏制，总体呈下降趋势
12
。从水利厅过往十年的历史数

据来看，广州和东莞两地用水量表现出两位数的负增长，其中东莞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13%，

而深圳过往 10 年总增幅在 11.7%，复合年均增长 1.23%。（详见附表 1） 

 

尽管我们无法获得广州市南沙区相关数据，但根据目前城市用水及节水趋势来看，广州

市整体用水量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的要求下未来出现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未来南沙区的发展会否造成广州用水量的大幅增加是值得商榷的。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数据，

2010 年-2015 年，广州市五年间合计节水 8.21 亿立方米，年均节水 1.64 亿立方米。 

 

 

 

 

从预测数据看，本次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进行的需水预测思路和方法，采用了分类用

水定额法进行需水量预测，预测综合考虑了城镇生活、农村生活、工业综合、建筑业、第三

产业五个因素的用水定额，并乘以城市水利用系数，计算出相关板块的用水需求。 

 

数据显示，2030 年三个受水地区的总需水量比较 2014 年将增加 12.79 亿立方米，其中

生活用水需求将是未来需水量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增长量占总增量的 49%。其次为建筑业和

第三产业，两者合计增长 5.66 亿立方米，占比 44%。 

                                                             
12

 http://finance.chinanews.com/ny/2017/03-22/81807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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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项目所用的五类用水定额数据中，我们发现仅有城镇生活净定额
13
在预测值中出

现了较明显的上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南沙、深圳 2014 年使用的城镇生活用水净定额不

足 150L/人·日，我们认为此处所用之基数过低，变相增大了对未来人口用水需求增量的预测

值，令南沙及深圳两地生活用水到 2030 年的增长幅度达到 5.21 个亿。而根据《广东省用水

定额（试行）》中对城市生活综合用水定额与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表中的数据显示，城市生活

综合用水定额范围为 200-290L/人·日，而城市居民用水定额范围为 150-210L/人·日，其中居

民用水定额 150L/人·日为镇级用水量水平。（详见附表 2 及附表 3） 

 

 

                                                             
13

 净定额，即不考虑从水源到用水户之间的输水损失，城市管网漏失率和水厂自用水等通过城市水利用系

数综合考虑，水利用系数随城市发展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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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用水增量 6.27 5.66 1.16 0.81 0 -1.11 

2014年用水量 13.82 8.32 1.52 16.06 0.51 4.03 

6.27 

5.66 

1.16 

0.81 

0 
-1.11 

-5 

0 

5 

10 

15 

20 

25 

单
位

：
亿

立
方

米
 

南沙区 深圳市 东莞市 

2014 114.75 139.46 175.62 

2030 190 19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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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政策层面看，国务院于 2013 年下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
14
，

其中对广东省 2015年、2020年、2030年用水总量要求须分别控制在 457.61亿立方米、456.04

亿立方米、450.18 亿立方米，是全国唯一一个用水总量控制目标阶段递减的省份。也就是

说，预计未来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广东各市用水总量不太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增量。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过往历史发展状况、对未来城镇居民用水量预测趋势，还是国家政

策方向来看，我们均认为受水区域未来实际用水量需求预计难以达到如预测值般出现大幅度

的增长。 

 

另外，从政府近期发布的一些规划数据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更为务实的预测数据。东

莞市政府公布数据，近年东莞市用水总量呈现下降趋势，用水总量从 2007 年的 22.67 亿 m
3

下降到 2015 年的 19.92 亿 m
3
，减少约 9%。至 2020 年东莞年用水总量将控制在 22.07 亿

m
3
以下，而 2030 年用水总量预测与 2020 年持平，将稳定在 22.07 亿 m

3
。这是东莞市人民

政府 2017 年 3 月刚刚下发的《东莞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到的预测数据，其 2030

年的预测数据已然低于 2007 年时东莞的用水水平。 

 

如果本次调水工程受水区未来并不存在大幅增长的用水需求，即表明受水地区需要通过

调水解决用水问题的紧迫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而另外一个不容我们忽视的问题是，目前

珠三角地区存在较严重的水质性缺水情况，珠三角洲水质污染情况严峻，监测评价的一半以

上河水水质劣于 III 类，17 座水库湖泊呈富营养状态，氨氮、高锰酸钾指数、五日生化需氧

量等指标超标。
15
  

 

如此看来，未来用水安全保障是否应该优先将重点放在对水质性缺水的改善上，并考虑

通过东江自身的调蓄能力满足东莞、深圳未来新增用水需求的可行性。 

 

                                                             
14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http://www.gov.cn/zwgk/2013-01/06/content_2305762.htm 
15

 《广东省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http://www.gdwater.gov.cn/hdjl/myzj/201605/P02016050663242039986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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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东西江枯汛同期影响调水必要性的问题 

 

 

 

 

根据《东莞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及，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实施后，东莞市需水

量先由本地水库供给，然后在东江干流保证其他用水户安全和生态流量前提下引水供给，不

足水量通过西江引水工程按需供给。而在《深圳水务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则提到为了配

合此项目，深圳将推进公明-清林径水库连通工程，加快公明、清林径储备水源建设，提高

本市备用水源保障水平。 

 

对于受水区来说，如果西引水工程仅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按需供给，或只是为了提高本市

备用水源保障水平，那证明西江调水并非到了非调不可的境况。而东西江枯汛同期这一现状，

将可能让西江调水工程无法实现在东江水量不足时承担起它应有的供水责任。 

 

 

 

  

 

 

 

 

 

 

 

 

 

 

根据以上东西江径流量的约束要求，我们分别选取了西江高要水文站
16
和东江博罗水文

站数据信息，比较东西江枯水期取水触及约束性指标的情况。 

                                                             
*最小下泄流量控制指标指在维持河流生态系统运转基本流量基础上，综合考虑断面下游区间用水要求而确

定。控制断面“东岸”地处惠州和东莞交接处，位于博罗水文站下游。 
16 因缺乏马口及三水水文站水文信息，因此选取位于马口水文站上游最近的高要水文站作为参考。 

 

东江取水约束性指标： 

 

广东省于 2008 年 8 月发布《东江流域水

资源分配方案》，其中对重要控制断面最

小下泄流量和水质控制目标做了约束性

指标要求。其中，位于博罗水文站下游

的控制断面“东岸”的最小下泄流量指标

为：320m3/s。* 

 

320m3/s ≈ 8.6 亿 m3/月 

西江取水约束性指标： 

 

根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介绍，

当控制水文站点思贤滘（马口+三水站）

来水量大于 2500m3/s 流量时，工程按需

要引水，最大为 80m3/s；小于 2500m3/s

流量时，工程停止取水供给深圳和东莞，

仅取水 20m3/s 供给南沙。 

 

2500m3/s ≈ 66 亿 m3/月 

  我们认为，东西江枯汛同期将大大削弱西江调水工程的必要性。——即无法实现通

过在枯水期调取西江水供应东莞深圳，以缓解东江在枯水期水资源不足这一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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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要和博罗水文站径流量常年平均数据可以看出，西江高要站在枯水期 12 月-次年 3

月份流量有极大概率低于 2500m
3
/s，而位于东江流域的“东岸”控制断面低于 320m

3
/s 流量有

极大概率会出现在 11 月-次年 2 月。也就是说，当东江面临水资源不足时，西江本身也极

有可能遇到自身流量不足无法满足调水要求的情况。从高要和博罗水文站历史常年平均径流

量数据可以看出，在枯水期期间东江极大概率触及约束性指标的四个月当中，有三个月（12

月、1 月、2 月）是无法通过西江调水来补充东江的不足。 

 

因此，西江作为东深两地供水安全的双水源保障目的在枯水期其实难以实现，而在丰水

期，因东江本身流量充足，通过合理安排新建及扩建水库工程加大整体调蓄能力，我们认为

是可以实现未来供水及备用需求的。而本次西江调水，也是先汇入当地水库作为饮用水水源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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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广东省水资源公报》 

 

 

丰水期：4-9 月 

枯水期：10 月-次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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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受水水库存在的污染风险问题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中受水水库的主要功能为饮用，因此必须论证调水工程的受水

水库是否满足饮用水水源地的客观条件，西江水调入后水质能够保证一直符合地表水饮用水

标准。 

 

表 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受水水库情况 

城市 区域 受水水库 状态 

广州 南沙区 高新沙水库 新建 

东莞 长安镇 五点梅水库 已蓄水 

东莞 大岭山镇 松木山水库 已蓄水 

深圳 宝安区 罗田水库 已蓄水 

深圳 宝安区 公明水库 新建 

 

a. 南沙高新沙水库上游存在工业用地规划 

 

南沙的高新沙水库尚未修建完毕，规划选址位于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高沙村所在沙洲

（113.432808；22.821124），即下图中圆圈所标识中的沙洲中区域；而在公布的征地信息中，

高新沙水库则为沙头三角区域。 

 

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南沙新区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25》中，明确标示大岗镇

北部，高沙村上游西岸为工业用地，预计建设装备制造基地，并且在规划中并未将珠三角配

置工程中高沙村的所在地标示为水域或水库用地。（如下图） 

 

 

  在针对受水水库周边的风险源分析中，我们发现南沙区受水水库上游存在工业区用

地规划，东莞深圳水库周边工业区林立，令水库面临较大的污染源风险。而东莞受水

水库水质目前处于 V 类，未能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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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位于高沙村上游的装备制造基地的建成及污水排放是否会对将在高沙村建成的

高新沙水库水质造成风险？珠三角配置工程对于高新沙水库的规划是否符合南沙新城总体

规划？ 

 

除了西北角工业区的排放风险外，图中所示蕉门水道为珠三角地区入海八大门之一，

承受着珠江西岸发达地区排放入海的污水，水质并不稳定，2015 年 3 月对于入海河道的水

质监测中，蕉门水道的水质曾骤降至劣 V，蕉门水道水质恶化对高新沙水库的影响有待论证。 

 

b. 东莞受水水库周边工业污染严重，水库水质未能达标 

 

在目前可获得的东莞受水水库信息中，我们获得两处水库选址可能。根据工程规划，受

水地点为五点梅水库；根据工程环评，受水水库为松木山水库。因此，我们同时了解了五点

梅水库和松木山水库目前周边的污染现状。 

 

在东莞发布的 2014 年环境质量公报17中，五点梅水库18水质为 V 类水。据报道，五点

梅水库在 2016 年 5 月纳入饮用水水源规划，当时广东省水利厅许永锞去东莞调研五点梅水

库现状，东莞水务局何绍田介绍预备对水库进行清淤扩容工程19。该信息意味着在五点梅水

库当时的水质状况并不满足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要求。 

 

五点梅水库地处东莞长安镇及虎门镇交界，附近无外排水系，工业区密布，工业用水

或工厂无组织排放污水极大可能有极大流向马尾、五点梅、芦花水库群。 

 

长安及虎门镇的重点排污企业密集分布在芦花、五点梅、马尾水库群周边，根据这两

个镇环保分局对企业排污的抽查结果，在两公里以内，至少有 15 个重点排污企业分布在水

库周边，同时归属不同的工业区；同时，3 公里内有 22 个工业区或工业园。（如下图） 

                                                             
17

 参考资料：《东莞市 2014 年环境质量公报》，而在 2015 年公报中未公布其水质情况。

http://dgepb.dg.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dgepb/hjzkgb/201507/901549.htm 
18

 五点梅水库位于东莞市长安镇管辖范围内（坐标：113.772494；22.810360） 
19

 http://www.dgca.gov.cn/dgca/cgutt/201610/bf32128443564ce69c2f5e931b98391a.shtml  

http://www.dgca.gov.cn/dgca/cgutt/201610/bf32128443564ce69c2f5e931b98391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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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图红色水滴及红点均为五点梅水库周围工业区。1 厦岗第一工业区 2 大生工业区 3 雅瑶

工业区 4 国强工业园 5 江贝村大沙墩工业区 6 上沙第二工业区 7 树安工业区 8 上沙第三工业区 9

树田第一工业区 10 横岗头工业区。其他周边工业区部分名单：上沙第一工业区、上沙第四工业

区、厦岗第二工业区、大板地工业区、花果山工业区、锦丰工业园、巨峰新港产业区、树田第一

五点梅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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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瑾头工业区、中利工业园、上近工业区、深翔工业园等。 

 

而东莞松木山水库20在东莞 2014 年环境质量年报中显示的水质也呈 V 类，与五点梅水

库面临同样的水质不达标，周边存在工业区污染源的状况。据了解，松木山片区周边也有多

家工业园，产业园中存在废水排放风险较高的企业。下图红色水滴及红点均为松木山水库周

围工业区。 

 
备注：1 玮丰工业城 2 大角岭工业区 3 象山工业区 4 松木山总部一号 5 中以国际科技合作产业园

6 华丽工业园 7 大有园工业区 8 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 9 大岭山科技工业园 10 月山亚美工业区 

 

由此可见，东莞地区水库水质风险现状不容乐观。按 2014 年东莞环境质量公报显示，

全市 14 个主要水库中，水质 III 类以下的水库比例达到 64.3%，其中，水濂山水库水质为Ⅳ

类，同沙、横岗、五点梅、松山湖（即松木山）和莲花山水库水质为Ⅴ类，白坑、芦花坑、

马尾水库水质为劣Ⅴ类21。目前，东莞地区并没有以湖库型作为集中式水源地的水源点，仅

有两个河流型水源地。（如下表） 

表 广东省 2017 年 4 月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城市名称 水源名称 水源类型 水质类别 达标情况 

东莞市 东江南支流水源 河流型 III 达标 

东莞市 中堂水道水源 河流型 III 达标 

资料来源：广东省环保厅 

                                                             
20

 松山湖水库位于东莞市大岭山镇管辖范围内（坐标：113.865969；22.884414） 
21

 参考资料：《东莞市 2014 年环境质量公报》，而在 2015 年公报中未公布其水质情况。 

松木山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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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深圳罗田水库也因北部大朗镇为工业排放较为严重的区域，大朗镇中有多间废水

排放风险较高的企业，存在水库水质污染风险。而深圳公明水库附近为非法开采以及提炼稀

土高发区，华南农业大学方岳平教授认为提炼稀土时残留的高酸度废液，会残留在土壤中使

得土壤呈现强酸性，这种特性会导致该地块成为水库蓄水浸没区后大量释放酸性物质，PH

下降导致可能发生的污染。 

 

综上，工程调入水库目前面临两个问题：1、水质不达标，且处于 V 类水质状况，水质

修复至 III 类水质的可能性是否已经经过论证并列入实施计划中？ 2、周边污染风险源是否

已经做过排查？能否确保未来水库持续处于达标状态？ 

 

如果不完善受水水库自身水质以及潜在污染风险源的排查论证，未来调水工程将可能面

临调入水库因无法达到饮用水水质标准而令工程效用大打折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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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香港是否需要西江水作为备用水源的问题 

 

 

 

 

 

根据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环评公示内容显示，本次工程将同时考虑作为香港的应急备

用。但实际上，我们从目前香港实际用水趋势以及未来应对突发事件的水管理策略上看，认

为香港其实并不需要西江水作为备用水源。 

 

一方面，目前东江供港水量处于超额供应状态。根据东江水资源分配方案，目前从东江

分配给香港每年最大取水额度为 11 亿立方米，但过去十年，供港东江水的实际水量平均约

占协议供水上限的 85%。
22
 根据 2015 年 5 月粤港两地签订新一期为期 3 年的供水协议，订

明广东省在 2015-2017 年间每年向香港提供 8.2 亿立方米原水，较每年供水上限实际上存在

2.8 亿的盈余。 

 

另一方面，香港方面也有意将倚赖从广东供水的程度维持在适当水平，并持续开拓本港

饮用水和非饮用水的替代水源
23
。据了解，目前香港用于沖厕的海水抽取自香港沿海各处的

抽水站，并供应给全港 80%的人口，香港全新的海水供应系统也在 2013 年大致落成，海水

冲厕覆盖面积进一步扩大。根据香港水务署数据显示，香港依靠广东东江输入的水量在总耗

水量中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如下图） 

 
数据来源：香港水务署 

 

而香港为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也持续在开展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加

强用水需求管理措施，探讨新技术，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开发更多水资源。香港早在 2008

年就已经推出《全面水资源管理策略》，为配合该策略，香港在持续加强有关水资源使用及

节约用水的公众教育，抑制配水系统的用水流失量，扩大海水供应系统，并持续探索受气候

变化影响较小的海水化淡及再造水作为可替代水源。
24
  

  

                                                             
22 信息来源：香港立法会，http://hongkongvision.org.hk/researchreport/watermanagement20161104/ 
23

 香港水务署年报 2012/2013 
24

 香港水务署年 2013/2014 及香港水务署年报 2014/2015  

89% 

76% 

66% 

59% 

2011 2012 2013 2014 

东江供港水量占香港总耗水量比例（%） 

    我们认为，目前东江对港供水量的设定足以应付香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用水

需求，而随着香港本地可替代水源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预计香港供水格局会进一

步减少向广东省调水的需求，香港并不需要西江水作为备用水源。 

 

http://hongkongvision.org.hk/researchreport/watermanagement201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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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次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的初衷在于“解决东部地区城市长远用水问题，主要供

水目标是广州市南沙区、深圳市和东莞市的缺水地区，同时考虑广州市番禺区、佛山市顺德

区和香港的应急备用。” 

 

但从目前我们可获得数据看，受水地区未来用水需求并不如工程论证中的高，而且有悖

国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要求对广东省未来整体用水水平的设定。另一方面，东西江枯汛同期

问题，以及调水受水水库周边风险源问题，都可能令工程建成后效用大打折扣。 

 

而从目前可获得的信息看，受水地区东莞及深圳的缺水评估是基于目前东江取水限额的

基础上所做出的判断，根据 2017 年 4 月发出的《广东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25
，省水利厅将在 2017 年年底前编制“广东省主要江河水量调度方案”“，并试点科学确定东江

生态流量的工作，以作为流域水量调度的重要参考，因此，我们也建议在以上方案出具后再

综合考虑本次珠三角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必要性。 

 

调水工程无疑是缓解地区缺水危机的方式之一，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重视调水工程存在

的弊端，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水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
26
。

而调水后对于取水地区水质恶化、取水下游城市咸潮时段增加以及工程修建过程对生态破坏

等的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因此，我们恳请相关领导对本次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风险性评估做出更严格的审核要求，

并对以下几点情况给予足够关注及评估： 

 

 对项目受水区域调水和备用水源必要性进行更严谨地评估及预测，特别是对于需要

跨洋调水的东莞、深圳及香港备用水源。 

 应充分考虑东西江枯汛同期对工程运营效果的影响，并结合东西两江进行交叉评估

及综合考量。 

 对现有受水水库选址需要进行充分论证，并且在受水水库风险源清除之前，项目不

宜开工建设。 

 对该项目环境生态影响应该进行更为严谨、科学地论证。 

 

 

 

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广州市新生活环保促进会 

广州市海珠区流溪生态保护中心 

 

2017 年 5 月 

  

                                                             
25

 关于征求 2017 年广东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http://www.gdep.gov.cn/zwxx_1/ggtz/201704/P020170424559930648417.doc 
26

 《仇保兴：中国城市外调水模式陷入困境》http://china.caixin.com/2014-02-20/100640756.html 

 

http://www.gdep.gov.cn/zwxx_1/ggtz/201704/P020170424559930648417.doc
http://china.caixin.com/2014-02-20/1006407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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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06-2015 年城市用水量表（单位：亿立方米）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广州 80.62 80.12 78.32 75.02 74.35 73.02 69.04 68.44 67.05 66.14 

东莞 21.65 22.66 21.48 20.8 21.08 21.27 19.82 18.85 19.49 18.73 

深圳 17.82 18.15 17.7 17.95 18.97 19.55 19.43 19.07 19.34 19.9 

数据来源：广东省水利厅 

 

附表 2：广东省城市生活综合用水定额与居民生活用水定额表 

分类 城市类别 单位 定额 备注 

城 市

生 活

综合 

超大城市 升/人·日 290 

按非农业人口进行城市分类，

200 万以上为超大城市，

100~200 万为特大城市，

50~100 万为大城市，20~50

万为中等城市，20 万以下为

小城市。定额计算以 2000 年

人口普查的城市常住人口为

基数。 

特大城市 升/人·日 280 

大城市 升/人·日 270 

中等城市 升/人·日 250 

小城市 升/人·日 220 

镇 升/人·日 200 

城 市

居民 

超大城市 升/人·日 210 

特大城市 升/人·日 200 

大城市 升/人·日 190 

中等城市 升/人·日 180 

小城市 升/人·日 160 

镇 升/人·日 150 

资料来源：《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 

 

附表 3：工程用水定额及水利用系数的采用 

年份 定额及水利用系数 南沙新区 深圳市 东莞市 

2014 

城镇生活净定额（L/人 日) 114.75 139.46 175.62 

生活水利用系数（/） 0.76 0.81 0.8 

农村生活净定额（L/人 日） 75.01 / 220.5 

工业综合净定额（m3/万元） 33.37 6.48 25.47 

工业水利用系数（/） 0.76 0.81 0.8 

建筑业净定额（m3/万元） 5.18 12.03 50.2 

建筑业水利用系数（/） 0.76 0.81 0.8 

第三产业净定额（m3/万元） 6.83 3.98 5.44 

第三产业水利用系数（/） 0.76 0.81 0.8 

2030 

城镇生活净定额（L/人 日) 190 190 190 

生活水利用系数（/） 0.87 0.87 0.85 

农村生活净定额（L/人 日） 150 / / 

工业综合净定额（m3/万元） 6.7 4 16 

工业水利用系数（/） 0.87 0.87 0.85 

建筑业净定额（m3/万元） 3 6 12.5 

建筑业水利用系数（/） 0.87 0.87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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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定额及水利用系数 南沙新区 深圳市 东莞市 

第三产业净定额（m3/万元） 3 2.4 3 

第三产业水利用系数（/） 0.87 0.87 0.85 

2040 

城镇生活净定额（L/人 日) 195 195 195 

生活水利用系数（/） 0.89 0.89 0.87 

农村生活净定额（L/人 日） / / / 

工业综合净定额（m3/万元） 4 3.2 12 

工业水利用系数（/） 0.89 0.89 0.87 

建筑业净定额（m3/万元） 2.4 4.8 10 

建筑业水利用系数（/） 0.89 0.89 0.87 

第三产业净定额（m3/万元） 2.4 1.9 2.4 

第三产业水利用系数（/） 0.89 0.89 0.87 

资料来源：《浅谈需水预测思路与方法》文章编号 1006-7973（2016）08-0085-02 

 

附表 4：重要控制断面最小下泄流量和水质控制目标表 

重要控制断面名称 断面地点 交接关系 
最小下泄流量 

（m
3
/s） 

水质控制

目标 

枫树坝水库坝下 龙川县枫树坝 枫树坝水库出库 30 II 类 

江口 紫金县古竹镇 河源惠州交接 270 II 类 

东岸 东莞市桥头镇 惠州东莞交接 320 II 类 

下矶角 惠州市廉福地 东深供水取水口 290 II 类 

石龙桥 东莞市石龙镇 东莞广州交接 208 II 类 

新丰江出口 河源市源城区 新丰江东江入口 150 II 类 

东新桥 惠州市惠城区 西枝江东江入口 40 IV 类 

西湖村 
惠州市惠阳区

秋长镇 
淡水河深圳惠州交接   IV 类 

上垟 
深圳市龙岗区

坪山镇 
淡水河深圳惠州交接   IV 类 

九龙潭 惠州市龙门县 惠州广州交接 20 II 类 

观海口 广州市增城市 增江东江北干流入口 10 III 类 

备注：西湖村、上垟仅为水质控制断面。 

资料来源：《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 

     

附表 5：东江正常来水年（90%保证率）水量分配表 

地区 总分配水量（亿立方米） 

梅州 0.26 

河源 17.63 

韶关 1.22 

惠州-东江流域 2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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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总分配水量（亿立方米） 

惠州-大亚湾、稔平半岛调水 2.65 

惠州小计 25.33 

东莞 20.95 

广州-增城市 8.09 

广州东部取水 5.53 

广州小计 13.62 

深圳 16.63 

东深对香港供水 11 

合计 106.64 

资料来源：《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 

 

附表 6：东江特枯来水年（95%保证率）水量分配表 

地区 总分配水量（亿立方米） 

梅州 0.22 

河源 17.06 

韶关 1.13 

惠州-东江流域 21.55 

惠州-大亚湾、稔平半岛调水 2.5 

惠州小计 24.05 

东莞 19.44 

广州-增城市 7.45 

广州东部取水 5.4 

广州小计 12.85 

深圳 16.08 

东深对香港供水 11 

合计 101.83 

资料来源：《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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