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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1. 根據上文，指出何謂南水北調？

2. 參考上文及就你所知，試解釋南水北調的局限。

3. 參考上文及就你所知，試建議一些方法解決中國缺乏水資源問題。

4. 有人認為南水北調的弊多於利，你有多認同？

5. 你認為中國有必要和鄰近國家分享水資源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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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引致沙漠化
．出現爭建水壩

「風潮」

背景
南水北調工程在2002年開始動工，分
東、中、西三線，總耗資約5,000億
元，為改善中國南澇北旱的問題

資訊：
．三十年以來中國的地表水
消失了一半

．南、北水資源佔有量比例
約為5:1

1. 以這政策的歷史背景回答。
2. 注意問題是問「局限」，不是問「弊端」，即要回答這政策的目的是否能達到，以及它帶來的矛盾。
3. 可從如何節省用水方面入手，考慮本地政府如何推行水資源管理和環保節能教育。
4. 開放型問題，同學請不要落入「非利即弊」的二分化思維，而應該嘗試把利弊互動。
5. 開放型問題，試以全球化的角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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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星級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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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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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學海

A28 文匯教育通識博客 ■責任編輯：戚鈺峰 ■版面設計：邱少聰 2014年12月12日（星期五）

19
�&
19
�&

� ��������������%�� �� �

��������
�������������	%�

�����������������������

������ ������ ���������

�����%���������
��	������

���� %�����!����������

3
0
�
�
/
�

���

南水北調工程

智慧：
．用處—維持糧食生產，恢復
和改善生態環境，以備荒年

．局限—南方工業化地區自顧
不暇，發電儲水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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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國工業化以來，對水資源需

求殷切。然而國家南北水資源分布

極不平均，南澇北旱，於是國家手「南水北調」工

程，即把南方豐厚的水資源調往北方，意在促進南北

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整個工

程在2002年開始建設，分東、中、西三線，總耗資約

5,000億元。這項工程到底如何改善南澇北旱的問

題？它怎樣促使了南北方經濟交流，又帶來了甚麼民

生經濟問題？它有何利弊？作者將於下文一一詳述。

■馬震寧，香港通識研究協會主席、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系「通識研究計劃」榮譽顧問；黃宇翔，香港通

識研究協會幹事、香港中文大學國是學會主席

來「水」洶洶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按教育局
課程指引）
主題1：能源科技的影響
探討主題：能源科技如何與環境問題
相關？
能源科技的發展怎樣影響能源的開

發和使用？
能源科技的發展在甚麽程度上引起或解決環境問題？
環境的轉變對能源科技的發展有何啟示？
能源問題怎樣影響國際關係，以及國家和社會的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面臨急速現代化和工業化。
與此同時，為支持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建設，中國所需
要消耗的資源直線上升，如石油、天然氣等等，而當
中的重中之重、消耗最多的資源就是水力資源。

地表水地下水齊失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的地表水便消失了一

半左右，換言之中國地表上的江河便不見了50%。
中國北方約1萬公里的河流中，40%都成為了季節性
河流，水資源的消失可謂觸目驚心。地表水消失急

速，地下水的情況更加令人憂慮。在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過度開採

地下水甚至令地表沉
降：地表之下原來
有水和土支撐，

經開採後，地面建築缺乏承托，出現沉降現象，甚至
地面塌陷，危及城市建築安全。

北方缺水情況嚴重
中國水資源使用量在2007年接近6,000萬立方米，

但中國每年可用的水資源只有8,000萬至9,000萬立
方米，整體而言可見中國的水資源並不充足，幾近使
用率的臨界點。而中國水資源分布向來不平均，南方
水資源過剩，例如在人口稀疏的西南地區，人均水資
源佔有量為每年約25,000立方米淡水，遠高於世界
標準的7,600立方米；而北方則嚴重不足，華北平原
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500立方米，屬於「絕對稀缺」
水平。南、北人均水資源佔有
量比例約為5:1，反映北方缺
水的情況遠比南方嚴重。

南水北調：正如前文提及，中國南北水資源分布不均，長江以南
的人可用的水資源遠比北方人多。所以，國家便從相對水資源比
較豐富的南方把水抽調往華北，以解決北方的水資源缺乏問題，
是為「南水北調」工程。
「南水北調」工程分為東、中、西三段，主要希望把長江水系

的水力資源調往北方。東線利用京杭運河及附近湖泊，從長江下
游抽引水通過十三級泵站向淮海平原及京津地區供

水；中線從武漢丹江口水庫引水至山西，
再經山西入京津；西線打算從長江上游
引水入黃河，但由於長江上游是青藏
高原，海拔高而且地勢複雜，故仍未
動工。

沙漠化（Desertification）：意指原由
植物覆蓋的土地變成荒漠的現象，即不能進行耕作，而
且缺乏水源。因為中國近代以及改革開放，對新疆、內
蒙古等地不斷開發，例如開礦、工業化等，前者使水土
流失，後者不但使當地水需求增加，也因為破壞樹林以
開採資源，使中國的沙漠化惡化，沙漠化繼而令中國的
水資源更趨短缺。故此形成一個怪圈：中國一方面需要
更多的水資源以滿足發展需求；另一方面卻因發展引致
沙漠化，使水資源更加稀少。
水壩上的中國：為滿足各地的水資源需求，各地紛紛

興建水庫、水壩儲水，於是各地各省市興建水壩蔚為
「風潮」。各自儲水應無問題，然而內地的水庫、水壩
不同於香港的水塘，多建於湖川之中，這意味上游地區
興建了水庫，可以收放水流動，亦意味下游地區無法有
充足的水資源，因而引發各地爭建水壩，爭奪水資源，
以滿足發展需求。於是出現了世界只有5萬座水壩，中
國卻佔了當中的一半的奇景。

用處
南水北調能解決水資源南北分布不均的問題。
南水北調可以調配南方充裕的水資源至北
方，支持華北平原的糧食生產和工
業，維持中國的糧食生產安全，確
保有充足的水進行灌溉；而且可
以避免加重對華北水資源需求
的負擔，有助恢復和改善生態
環境。
興修水壩無疑可以協助地
方儲備水源，以備荒年。例
如長江三峽大壩工程的設計
原意便包括在荒年、旱季調節
水資源供應，增加下游的水
源，協助下游度過旱年。
局限
南方工業用水需求也開始增加。
南水北調的原意是調配南方豐盈的水資
源到北方。但是，南方的工業急速發展，
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本身也對水
資源需求殷切，除了雲貴川有多餘的水資
源外，其他工業化地區尚且自顧不暇，水
資源既不充足，便無餘裕可以供應北方。
這使南水北調工程的成立前提有所動搖。
另外，這個設計面臨兩個矛盾：其一是
水力發電與供水的矛盾，水壩之設計除儲
水、調節旱澇外，也用作發電之用，但水
壩必須維持一定的水流量才能發電。故
此，在旱季時，仍因發電之用而不得不在
上游儲存一定的水量借勢能發電；在澇季
時，卻又為了保護發電機組，而要向下游
大量洩洪。這樣便不能有效解決水資源問
題。
其二，各地缺乏協調地爭建水壩。正如
前文提及，各城市爭相建設水壩，使各地
互相爭奪水資源，不能有效地調節供求，
不能發揮水壩原來應有的功能。

與鄰國合作互利：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水資源問題不單
單是一個國家、地區可以獨立解決的問題。即使中國是一個
大國，在水資源問題上也需要和國際合作，才能解決。

向外國買水：中國缺水的問題最直觀的一個解決方法便是
開源—也就是向外國買水。而事實上在這方面已有不少嘗
試，例如和蒙古國達成協定、興建水管，用錢買下蒙古國用
不完的水；只要水流入中國，屬於蒙古國又用不完的，中國
便可以付費使用這些水資源。

國際水資源爭奪戰：國際政治有合作，也必然有競爭，在
水資源問題上更是如此。前文提及內地爭建水壩，國際也有
爭建水壩的情況。而我們佔優勢的地方在於東南亞八成河流
均發源自中國，如印度的恆河發源自西藏，流經泰國、越
南；東南亞諸國的湄公河則發源自青海省。中國的做法是在
這些河流的上游興築水壩，把水留在本土運用。

然而，這牽涉到國際政治，中國不可能完全不供水予這些
國家，所以中國仍需和鄰近國家合作，協商如何分配水資
源。

（Information）資訊A.A.

（Knowledge）知識B.B.

（Wisdom）智慧C.C.

政策用處 VS 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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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中線潤南水北調中線潤
京城京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082008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南水南水

北調中線一期天津幹線工程
北調中線一期天津幹線工程

開工建設開工建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水資源開發過度會導水資源開發過度會導
致沙漠化致沙漠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