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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与意义
*

孙翠萍

［摘要］水资源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对于香港而言，食水供应困难是

香港发展的障碍，拥有充足的食水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前提。东深工程自 1965 年 3 月开始向香港供

水至今已经 48 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东深工程每年向港供水量占全港用水总需求量差不多七至

八成。工程历经 3 次扩建、一次改造，在共和国史上书写了荡气回肠的篇章。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

程体现了祖国始终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体现了香港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密不可分

的血脉联系，体现了中央始终是从有利于香港和国家发展的两个大局来处理香港问题和香港工作。在

“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贯彻下，在中央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东深工程必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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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性意义。当前，世界面临着水资源日益短缺

的威胁。对于香港而言，食水供应困难是香港发展的障碍，拥有充足的食水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

前提。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大屿山以及新界组成，总面积 1104 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为 710. 37

万①，年平均雨量 2398. 5 毫米②。香港雨量年内分配不均，又长期缺少足够的塘库存储雨水，东江—

深圳供水工程向香港提供的原水是香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最主要原水。自 20 世纪 90 年代

后期起，东深工程每年向港供水量占“全港用水总需求量差不多七至八成”。③ 1997 年香港回归前

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在讲话中指出，“向香港供水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祖国人民对香港同胞的深情厚谊”，“32 年对香港供水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的历史”。④

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历时久远，是中国政府关心香港同胞、支持香港繁荣发展的重要举措。该

工程自 1964 年 2 月 20 日动工，于 1965 年 2 月竣工。1965 年 3 月，东深工程开始向香港供水，后经

三次扩建、一次改造。当前，学界关于香港问题研究，要么停留在政策层面的分析，要么专注本港历

史，少有以国史中的香港问题为视角的研究著述。东江—深圳向香港供水是共和国史中香港问题

研究的重要个案。本文探求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考察工程的缘起、工程概况、工程改建历

程，借以展现内地与香港之间水乳交融的历史联系，体味中国政府对香港同胞的关心、对香港繁荣

发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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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建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缘起

在修建东深工程之前，深圳水库就开始向香港提供原水。1960 年 2 月 28 日，深圳水库主体工

程竣工。4 月 15 日 ～ 10 月 3 日，宝安县政府同港英当局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问题进行了 6 次会

谈。11 月 15 日，宝安县政府同港英当局签订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协议。协议规定，每年 9 月中旬

开始至次年 5 月底止，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 2275 万立方米( 50 亿英加仑) ，交水点在“三叉河”边界

处，收费收取标准为每千英加仑收人民币 1 角钱。① 1961 年 2 月 1 日，深圳水库正式向香港供水。
1962 年秋至 1963 年初夏，香港发生严重水荒，港英当局向广东省地方政府提出供水请求，后经

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决定修建东深工程。当时有歌谣唱道:“月光光，照香港，山塘无水地无粮，阿

姐担水去，阿妈上佛堂，唔知几时无水荒”，正是香港民众深受缺水之苦的真实写照。1963 年 5 月 30

日，港英政府发出公告称: 从 6 月 1 日起实施严格“制水”，规定每 4 天供水 1 次，每次供 4 小时; 各街

巷公共水喉隔日供水 1 次。② 为减轻水荒，港英政府在广东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派出巨轮到珠

江口装运淡水; 深圳水库在原协议基础上增加 60 亿英加仑对港供水。为了从长远解决用水问题，港

英当局向广东省地方政府提议，研究修建从东江引水补给香港供水的工程。1963 年 6 月 10 日，周

恩来审阅广东省委《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后，批道，“交涉是成功的”，并对向香港供水

的一些事项作出安排。6 月 15 日，中央发出《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批复》指出: 我们

已经做好供水准备，并已发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③ 1963 年底，当周恩

来出国途经广州时，时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的刘兆伦受托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认真听取了

汇报和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和批准该方案。

中英双方围绕东深工程的交涉主要通过外交部西欧司和英国驻华代办处实现。其过程主要分

为两个阶段: 第一，英方向中方感谢在缺水问题上的帮助并提出铺设水管补水备忘录阶段。1963 年

6 月 18 日，外交部西欧司宋之光副司长接见英国驻华代办贾维。在交谈中，贾维对中国政府在香港

缺水问题上给予的帮助，表示十分感谢，并带来一个备忘录。备忘录指出，“香港当局将很高兴有机

会尽早与中国广东当局就采取额外措施的技术上的可能性作进一步讨论，以改善香港长期供水问

题。它所希望研究的可能性曾在 5 月份( 1963 年) 第一次非正式交换意见中提及，就是修筑一条从

东江引水到香港的水管。这一工程的实现当然需要取得中国当局的同意，其施工在很大程度上也

有赖于中国当局的积极协助。”④宋之光表示: 关于香港缺水问题，在香港建成水库、完全解决供水以

前，中国政府愿意给以帮助。1963 年 7 月 15 日，宋之光又接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莫干，莫干代表英

方再次提出关于铺设水管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是经过香港有关方面研究后提出来的，希望与广

东方面就技术性的问题进行探讨性的会谈。此外，备忘录中提出了从事实际修建工程的可行性办

法及相关技术问题。宋之光表示将提交有关部门研究。第二，中方决定自主修建东深工程并告知

英方阶段。1964 年 1 月 21 日，外交部西欧司谢黎通知英国驻华代办贾维中国政府决定修建一条水

道，由东江引水至深圳，向香港供水。谢黎指出:“中国政府考虑了香港英国当局提出的由东江引水

至香港，以解决香港用水的建议。中国政府本着既往的一贯立场，愿意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协助解

决这一问题，并且已经指示广东省当局作了研究。现在，根据广东省当局研究的结果，中国政府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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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为方便可行、而又能够解决香港用水的办法是从东江修筑一条水道，分级引水至深圳水库，以

向香港供水。按照这个办法，估计今年内可以完成修建工程。以后每年约向香港供水一百五十亿

英加仑左右，甚至可以更多一些;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中国政府将承担全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并

负担全部费用。在开始供水之后，广东有关当局将只按正常价格收取水费。”贾维表示: 这是个好消

息。我从谢先生所作的声明中看到了中国政府确实认真考虑了并且关心香港用水问题。我十分感

谢你的通知。① 1 月 24 日，贾维向谢黎回复了港英政府的意见。意见指出:“香港政府很有兴趣地获

悉中国决定修建一条由东江到深圳水库的水道，并欢迎由此而来的从水库获得更多水量供应的可

能性。现在正作出必要的技术性会谈的安排。”②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关心并支持香港用水问题的解决，“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中国政府将承担

全部工程的设计和修建，并负担全部费用。”③该费用是周恩来批示国家计委负责同志从援外经费拨

出的专款。

二、东深工程的兴建及历次改建历程

东深工程于 1964 年 2 月 20 日动工兴建，1965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闸向香港供水。工程全称为

“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它是实现北水南调的一项宏伟工程。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

展，对淡水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同时，内地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兴起也加大了对淡水资源的需求

量。在此背景下东深工程分别于 1974 年 3 月 ～ 1978 年 9 月进行东深工程一期扩建，1981 年 10 月

～ 1987 年 10 月进行东深工程二期扩建，1990 年 9 月 ～ 1994 年 1 月进行东深工程三期扩建。为改善

水质问题，东深工程于 2000 年 8 月 28 日 ～ 2003 年 6 月 28 日进行改建。
( 一) 东深工程的兴建

1960 年代，宝安县政府曾与港英当局签订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协议。在东深工程开工前后，广

东地方政府与港英当局就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进行了协议层面的磋商。广东省外事处于 1964 年 1

月向外交部上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香港当局关于由东江取水供给港九地区用水的协议 ( 草

案) 》，并于 1 月 31 日在与英方会谈中，将该草案逐条念给英方代表听。外交部综合广东省委、省外

办、省水电厅、国家计委等有关单位对供水量、供水开始日期、供水年限、收费基数等问题的不同意

见，于 2 月 7 日草拟新的协议草案上报国务院外办。廖承志主任审阅后，作口头批示，“对供水开始

日期，供水量等应再与广东有关单位研究确定下来，把协议条文订具体些。”④根据廖承志指示，外交

部重拟供水协议草案。在草案拟定过程中，主要围绕水费问题和水费基础问题进行仔细斟酌。第

一，关于水费问题。原草案规定每立方米人民币一角。根据英方反映，认为我收费过高。2 月 10

日，港英水务局长黄觐对香港新华社说港方财政司表示如我们不能减收，也就算了。2 月 17 日，广

东省委批示:“供水 150 亿加仑以内，仍应坚持每立方米一角人民币，超过 150 亿加仑以上可以考虑

超过部分打七折或八折……由国务院外办考虑决定。”外交部认为: 关于水费标准问题，总理曾指

示:“每吨收一角钱( 人民币) ，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因此我们意见，不管供水多少，仍按每吨一

角计算，既不打折，也不降价。⑤ 第二，关于水费基础问题。原草案第六条第一款内规定，年用水量

不足 120 亿英加仑时，亦按 120 亿英加仑计算( 原定 150 亿加仑，广东省修改为 120 亿加仑，并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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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给英方听了) 。外交部意见，为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实行经济核算，以收水费办法逐步收回成

本”的指示，该条似仍可按 150 亿英加仑计算。①

1964 年 4 月 22 日，广东地方政府与港英当局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给香港、九龙的协议》。② 该

协议是此后双方签订东深工程新协议的基础性文件，《协议》规定: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于 1965 年

3 月 1 日开始由深圳文锦渡附近供水站供给香港、九龙淡水; 每年供水量定为 6820 万立方米( 折合

150 亿英加仑) ; 供水期由每年 10 月 1 日起至下一年 6 月 30 日止，共 9 个月; 香港当局按本协议规

定交付水费，水费标准每一立方米人民币一角( 折合每一千英加仑人民币四角五分五厘) 。当年需

要供水量不足规定的年供水量时，亦按规定的年供水量计算水费，所余水量不能留作下一年度

取用。

从工程的结构上看，工程取水于珠江三大支流之一的东江，通过拦河筑坝和建立大型抽水机

站，逐步提升水位改东江支流石马河由北向南倒流入雁田水库，再通过人工渠道导入深圳水库，最

后通过坝下输水管供水给香港。工程线路全长 83 公里，由 6 座拦河坝、8 级抽水机站、2 宗调节水库

和 16 公里人工河道组成。③ 东江水经新开河引至桥头( 东莞市境内) ，然后经抽水站逐级通过渠道

及石马河把水位提升共 46 米，流入雁田水库，再跨流域流入深圳水库，最后由 1. 4 米直径 3. 5 公里

长的压力钢管输送到深圳三叉河交水点由港方接收。工程安装抽水机 33 台，总装机容量 6975 千

瓦。除首要向香港供水外，工程还灌溉沿线农田 11. 89 万亩，排涝农田 0. 62 万亩，向深圳镇( 当时是

宝安县城所在的一个小镇) 供应生活用水每年 73 万立方米。④ 从工程的组织上看，工程总指挥部总

指挥曾光，副总指挥连维、黄志强、肖锋( 后期参加) ，总工程师陈国干。工程总指挥部的职能部分设

政治部、办公室、工务科、计划科、机电科、质检科、供应科、财务科等。总指挥部下设 4 个工区，即深

圳工区、凤岗工区、塘马工区和桥头工区。工区下设工段，负责具体施工。1965 年 1 月，东深供水工

程管理局成立，随后参加了全线联合试运转工作。1965 年 2 月 27 日，东深供水灌溉工程总指挥部

正式向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局移交工程。从工程的实施来看，工程采取现场设计和施工密切配合，广

州动员了知识青年，东莞、宝安、惠阳动员了农民，沿工程沿线全面铺开。全国 14 个省、市及广东省

近百家工厂赶制各种机电设备，调给物资，交通部门积极配合运输。经过紧张施工，并克服多次台

风暴雨的困难，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了包括 240 万立方米土石方和 10 万立方米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

在内的全部建筑安装工程，使用经费 3584 万元。⑤ 其中建筑工程 2557. 58 万元，安装工程 117. 56 万

元，设备价值 573. 83 万元，其他费用 334. 97 万元。⑥

1965 年 2 月，东深工程经验收委员会验收，获得的评价为:“工程规划是对头的，设计标准是符

合国家要求的，施工质量是良好的，机电设备，除雁田抽水站 3 台电动机是 1961 年制造的库存产品

质量较差外，其余全部都是优良产品。整个工程质量是良好的，达到了建设工程目的和要求”⑦。2

月 7 日，香港工务司邬利德等 3 人参观东深工程后，邬利德表示这个工程是第一流的头脑设计出来

的，对我国制造机电设备很赞赏，对高速度良好质量建成工程表示敬佩⑧。2 月 27 日，广东省在东莞

塘头厦举行“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落成典礼”，港九工会联合会及香港中华总商会向大会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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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供水仪式情况报告》，外交部档藏 110 － 02019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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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面“引水思源，心怀祖国”和“江水倒流，高山低首; 恩波远泽，万众倾心”的锦旗。3 月 1 日，东

江—深圳供水工程管理局在深圳水库红楼为供水香港举行开闸放水仪式，按供水协议向香港供水。

在仪式上，邬利德又一再表示，他不能理解我们如何能够在一年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工程，并且说，这

个工程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个保险公司，对香港有很大的价值。①

自东深工程初期工程竣工后，工程运转正常，设备完好。但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

需求不断增加。此外，深圳特区的设立与发展也是东深工程一再扩建的动因之一。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

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② 1979 年 11 月，中共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将深

圳市由省、地双重领导的体制改为地区一级省直辖市，直属省领导。③ 1980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罗湖、福田和南山三个区。1981

年 10 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升格同广州市一样的建制( 副省级) 。④ 1982 年 12 月 21 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恢复宝安县建制，属深圳市领导。⑤ 2010 年 5 月，中央批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面积

的申请，深圳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
( 二) 东深工程一期扩建

东深工程扩建的直接原因是 1973 年港英当局正式要求 1974 ～ 1979 年的供水量由 9550 万立方

米增加到 1. 68 亿立方米。根据 1964 年 4 月双方协定，初期工程每年向香港供水 6820 万立方米。

但是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供水量逐步上升。1967 年，年供水量为 7638 万立方米，1972 年，年供水

量达 8182 万立方米。从人口数据上看，1972 年香港人口达到 411 万多人，生产总值为 303 亿

港元。⑥

一期扩建工程主要包括深圳水库扩建钢管以及雁田水库至桥头 8 级抽水站和新开河扩建两部

分。1973 年 11 月 5 日，“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扩建工程处”成立，主要负责深圳水库扩建供

水钢管。1976 年 3 月 21 日，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扩建工程指挥部成立，主要负责雁田水库至桥

头 8 级抽水站扩建工程。一期扩建深圳水库供水钢管工程，完成总投资 351. 42 万元，于 1975 年 12

月底完成，实际投产时间为 1976 年 10 月。⑦ 一期扩建工程雁田水库至桥头 8 级抽水站和新开河工

程于 1978 年 9 月完成，完成总投资 1132. 35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 704. 65 万元，设备价值

150. 92 万元，其他费用 76. 78 万元，给地方补水节电费用 200 万元。⑧ 从一期扩建工程的成效上看，

一期扩建工程共增加抽水机 7 台，安装总台数达 40 台，装机容量 8805 千瓦，完成工程量土石方 50

万立方米，混凝土 1. 2 万立方米，使用工程费 1483 万元，对香港年供水能力增至 1. 68 亿立方米。⑨

( 三) 东深工程二期扩建

二期扩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香港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加的结果。1979 年香港人口增

加到 492 万多人，生产总值达到 1070 亿港元。港英当局虽然采取了增建贮水塘，建造海水淡化厂等

措施，但海水淡化成本比东深供水费高 6 倍，水源仍不足。因此，港英当局再次提出增建供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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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与意义

1980 年 5 月 14 日，双方签订《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补充协议》。《协议》规定: 自 1983
～1984 年度供水 2. 2 亿立方米开始，逐年递增 3000 ～ 3500 万立方米，到 1994 年 ～ 1995 年度达到年

供水量 6. 2 亿立方米。① 为了保证该协议的顺利实施，必须进行第二期扩建工程。

为保证二期扩建工程的顺利开展，广东省成立东江—深圳二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 刘田

夫( 副省长) ，副组长: 刘俊杰( 副省长) 、魏麟基，成员: 申田、冯志仁、谢均。1980 年 6 月 4 日和 9 日，

深圳市委两次召开市属各单位会议，讨论二期扩建工程筹建及施工有关问题。② 会议讨论了关于工

程施工人员的生活供应问题、关于工程施工人员边防治安管理工作、关于扩建工程临时占用和永久

占用黄贝岭大队土地问题等。提出: 东深供水二期扩建工程应对深圳市供水有足够的考虑，应充分

考虑到深圳市建成，城市人口猛增的长远供水问题，要确保深圳市区和特区今后的用水。1981 年 1

月 15 日，广东省东江—深圳二期扩建工程指挥部成立。二期扩建工程根据边供水、边施工、边扩大

供水的特点安排施工。主体工程施工包括: 深圳水库输水系统及加固扩建工程、扩建各级抽水站新

厂房工程、东江抽水站枢纽工程、供水渠道与河道扩挖工程、机电安装工程五部分内容。

从二期扩建工程的成效上看，自 1981 ～ 1987 年，二期扩建工程的主要工程量为: 开挖土石方

302. 14 万立方米，回填土方 78. 26 万立方米，砌石方 9. 67 万立方米，混凝土 26. 78 万立方米。完成

工程总投资 2. 698587 亿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 1. 160482 亿元，安装工程 719. 40 万元，设备价值

1795. 51 万元，其他费用 1. 286614 亿元。③ 二期扩建工程的特点是不仅要在施工期间继续供水，还

要逐年增加供水量，而且必须不影响沿线农田灌溉。二期扩建工程使对香港供水能力达到初期工

程的 9 倍，施工期间对香港供水量不断增加。1987 年，年供水量达 4. 32 亿立方米，超过 1980 年 5 月

签订的供水补充协议的水平。④

( 四) 东深工程三期扩建

三期扩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的。这次扩建既是香港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深圳特区

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1987 年 12 月，粤港双方在商谈 1989 ～ 1995 年增加供水问题，港英当局提出

1995 年以后继续每年增加供水量。1989 年 12 月 21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政府关于从东江取

水供给香港的协议》签订。协议确定对港供水量由 1995 年的 6. 6 亿立方米逐年增加，到 2008 年达

11 亿立方米。根据 1989 年的供水协议，水价是由广东省与香港两地政府协商决定，调幅是根据运

作费用的加幅，并考虑到粤港两地的有关物价指数，以及港币对人民币的汇价变动。在香港要求增

加供水量的同时，随着深圳特区的建立与发展，深圳市同样提出了增加供水的要求。1983 年，深圳

市政府致函广东省水利厅，要求增辟水源，增加长期年供水量 4 亿立方米。加上原有的 9300 万立方

米，合计年供水量 4. 93 亿立方米。⑤ 三期扩建工程路线长，工程量大，工期短，要求边供水边施工。

工程由广东省水利水电厅实行总承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施工办法，经

过 3 年 4 个月，实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高质、安全，提前一年完成”的要求。这期扩建工程

的措施包括，全面扩建河渠 61. 4 公里，新建隧洞 6. 42 公里，抽水站 6 座总装机 33 台共 48950 千瓦，

水电站 1 座装机容量 3200 千瓦以及相应输变电工程，年供水能力达 17. 43 亿立方米，相当于首期工

程供水能力的 10 倍。⑥ 向香港年供水能力为 11 亿立方米，向深圳年供水能力为 4. 93 亿立方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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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农田灌溉用水 1. 5 亿立方米。

此外，2000 年 8 月 28 日 ～ 2003 年 6 月 28 日，东深工程实施了供水改造工程。此次供水改造工

程与前三次扩建工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三次扩建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向香港、深圳等地供水总量，

而此次改造工程的主要目的是为改善水质，实现“清污分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东深工程

供水沿线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部分水体受到污染。“为彻底解决水质污染问

题，经规划论证，立项审查，并报国家计委批准，广东省政府决定对东深供水工程进行根本性改造，

建设专用输水系统，实现清污分流，改善供水水质，并同时适当增加供水能力，解决深圳和东莞沿线

地区用水需求。”①

工程全长 51. 7 公里，总投资 49 亿元，年设计总供水能力 23. 73 亿立方米。改造工程封闭式输

水系统长约 52 公里，设计提水总扬程 70. 25 米，主要建筑物包括: 供水泵站 3 座、渡槽 3 座( 3. 9 公

里) 、无压隧洞 7 座( 14. 5 公里) 、有压输水箱涵 9. 9 公里、无压输水明槽、箱涵和涵洞 10. 4 公里、人
工渠道改造 9. 1 公里、分水建筑物 36 座。工程设计总体布置合理，系统功能完善，实现了“清污分

流”和扩大供水规模的目的。工程高效、优质建成投产，为香港、深圳和东莞地区 2000 万人口和

19000 亿生产总值提供了水安全保障。②

三、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史意义

自 1965 年 3 月东深工程开始向香港供水至今已经 48 载，历经三次扩建、一次改造，在共和国史

上书写了荡气回肠的篇章。初期工程使用的是周恩来亲批的对外援助专项资金，为香港的经济发

展注入了生命之水。东深工程是中国内地与香港紧密联系的枢纽，是内地人民与香港同胞血浓于

水的见证。在香港回归祖国 15 周年之际，透过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可以深切体味以下几点

历史意义。

第一，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体现了祖国始终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很

多香港知名人士都高度评价东深工程，一致认为没有东深供水工程，就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每任

港督到任不久，总要到东深供水工程去拜会一番。③ 香港水务署官员多次视察东深工程，香港环保

组织“地球之友”也一再举办“饮水思源·东江行”等活动。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是“政治水”也是

“经济水”，关乎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大局。这和内地向香港供电、供应鲜活物资等“挺港”措施都是一

脉相承的。

第二，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体现了香港与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供水

香港是东深供水工程的首要任务”，④珠三角地区人民为保证优先向港供水做出了历史贡献。1963

年前后，受旱灾所困的不止于香港市民。从 1962 年 9 月起至 1963 年 6 月 7 日止，宝安全县无雨，造

成水田龟裂，河流干涸，受旱水田 33 万亩，当年粮食减产 73 万担。⑤ 而中国政府为照顾香港、九龙

居民的用水困难，花费 3584 万元，兴建东深工程为香港、九龙供水。此外，在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历

史时期，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保持低水价 13 年不变。内地向香港供水，是“象征性地按每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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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的历程与意义

0. 1 元人民币计费，这种远低于成本的收费，使东深供水局成为需要财政补贴的事业性单位”。① 低

价水费一直持续到 1977 年。为确保供水水质，广东省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陆续出台《东江水系水

质保护条例》、《东深供水工程管理办法》、《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护规定》等保护性法例。内地尤其

是珠三角地区为香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为香港的繁荣提供了机遇。

从东深工程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深圳前海的发展都体现了香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画面。

第三，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体现了中央始终是从有利于香港和国家发展的两个大局来处理香

港问题和香港工作的。不论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还是“一国两制”方针都不是权宜之计，都是为

了香港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中国领导人在涉港问题上的高瞻远瞩和

大局观念受到了两地人民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贯彻下，在中央和祖国内

地的大力支持下，东深工程必定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内地与香港的联系必定越来也紧密，祖国和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 高 绵］

《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要目

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欧阳淞

从党对自身经验的总结看十八大的贡献 姚金果

改善民生关乎强基固本 吴忠民

新时期以来中共人口决策历程研究 李 琦

从积极推动到保守谨慎

———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角色( 1969—1972) 张 静

农业集体化运动背景下的民族政策调整: 以贵州省麻山地区“闹皇帝”事件的和平解决为例 王海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团治理的范例

———一九五○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商改组 徐国普

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端

———西柏坡时期的中共外交政策与外交工作述论 贺艳青 肖 瑜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试论井冈山斗争经验的传播与推广 王永华

中共五大治党能力建设研究 文道贵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研究 黄进华

美国学术界关于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的研究述评 陶季邑

17

① 《关于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情况的报告( 1994 年 3 月 22 日) 》，中国水利年鉴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水利年鉴 1995》，中国水
利水电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