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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社会评价：“新加坡的水资源在质与量、供求管理、

效率与公平考量、国家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以及在增加国内

水供应量和外来水源方面，都成功地取得了平衡。通过自身

不懈的努力，新加坡不仅朝着解决水源自给的目标迈进，而

且化危机为商机，从一个受马来西亚供水制约的岛国逐渐转

变为国际瞩目的水务管理先进国家，将其最大劣势变为优势。”

2 新加坡——全方位高效节水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城市面积 720km2。属于热

带雨林气候，年降水 2400mm，三面环海，水资源总量极其丰

富。但是由于其国土面积小，河流短促，本地产水少，可利

用水资源极度缺乏，水资源总量 6 亿 m3。2016 年为 7908 人 /

km2，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11m3，用水量为 194 万 m3/d。排名

世界倒数第二，是世界上极度缺水的国家之一。2017 年末常

住人口 561.23 万人，人口密度达到 7796 人 /km2，GDP 约 2.12

万亿元，人均 GDP 约 38.9 万元。到 2017 年城市用水总量为

7 亿 m3，用水效率很高，其中万元 GDP 用水量 3.55m3，人均

生活用水 148L/d。新加坡政府凭借仅有的水资源量实现了水

的高效益利用，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水务管理国家之一 [1]。

3 新加坡——“全球水务中心” 

随着全球对水及环境问题关注度的提升，新加坡政府已

经充分意识到环境与水务有机会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致力于发展成为该行业的领导者，发展研发基地，并提供水

问题的解决方案，其目标是为全球百分之三的水市场提供技

术和产品。新加坡公用事业局（PUB）立志将新加坡打造成

为环境及水务方案的研发中心，乃至世界水务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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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府战略

由公共事业局引导研发工作，成立行政部门、企业和科

研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和跨学科的联合机构—环境和水利项目

办公室，其通过涉水行业的所有机构进行政策和实施框架整

合。并不断技术创新，研发资金项目支持、国际研发联系与

合作、全球新科技试验基地、新技术实践应用、新技术市场

化和高级人才培养，推进产业技术、竞争能力和全球需求的

产业发展。

3.2 科研合作 

全方位科研渠道、全方位数据共享，促进水产业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着重发展

新一代的高效生态水处理技术。而公共事业局和代尔夫特水

利研究所合作设立新加坡代尔夫特水利联盟，对水生态系统、

智能传感、城市水循环有关的工程和技术开展研究以及新加

坡膜中心、商业化和转化分支废物与资源回收中心及高级环

境生物技术中心等。

3.3 产业生态 

“引进来，走出去”，培育繁盛的水产业生态系统。汇

集全球和本地业者，推进以产业集聚、国际化和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的环境和水产业发展。汇集了水产业的整个价值链，

使本地企业走上世界市场。新加坡已成功吸引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德国西门子等全球大企业。培育本地公司为区域行业

的佼佼者，如领先全球环境方案提供者凯发、东南亚最大的

废物处理公司胜科环境管理公司等。技术、人才不断外输，

本地公司积极在国外承接或承建大型水务环境项目。

新加坡公共事业局在 2007 年斯德哥尔摩世界水资源周赢

得斯德哥尔摩工业水资源奖，象征其在改善全球水源问题采

取科技创新进行废水处理、提升水产量过程中的同时注重环

保素质的表现，尤其是先进科技和完善管理的结合，可供全

球借鉴。目前新加坡的水产业在 2016 年对 GDP 的贡献约 22

亿美金，创造了 1.4 万就业，预计到 2020 年，产值达 28.5 亿

美元，就业 1.5 万名。日趋完善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发展环境业

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新加坡已被誉为“全球水务中心”。

4 城市水务管理方面的经验
4.1 统筹规划，统一管理

其关键离不开新加坡水资源的规划、开发、利用与管理。

新加坡公用事业局（PUB）于 1963 年成立负责统筹规划、统

一管理，包括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供水、排水、污

水处理、污染防治，以及雨水排水的管理等一切涉水事务。

2006 年 6 月，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新加坡环境与水业发展局

来对水资源进行重点开发与保护。具有一定政府职能的国有

企业—水务署来具体负责，主要包括全国水政策的制定，水

项目的规划，原水、供水、用水和排水的管理。因水务署是

企业性质，它通过稳定合理的收益来保障自身的正常运行，

国家不必对其提供财政支持。水价调整程序严格，必须首先

由水务署向贸易和工业发展部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后，再经

专家会商认定才能给予实行。

4.2 严格监管，法律保障

在新加坡，水是公共财产，政府通过行政和法规手段对

涉及公众利益的水问题进行干预。与水务管理有关的机构（包

括 APU、PUB 或污染控制管理局）都会参与政策、法规、现

有法规修正案以及处罚和应用标准的起草和制定。不仅有严

格的社会监管更有完善的法律法规，这是保证城市水务行业

有序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新加坡政府规定，新的用水户必

须要向水务署提出用水申请，审查批准后方可取水。对月用

水量超过 500m3 的用户和家庭用水计量异常户，水务署都要

进行审查，并提出改进措施。

在法律法规方面，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一套非常全面的水

资源管理法律体系。例如，早在 1976 年新加坡出台的排污规

定中，就明确要求污水在排入河流之前要进行必要的处理，

且处理后排出的污水必须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质标准。对

工业废水中特殊物质的含量、金属的含量等也都进行了细致

的规定，对于超标的情况，新加坡公用事业局还专门制定了

详细的税收细则。依法管水、依法治水，为新加坡城市水务

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政策、机构和立法在

新加坡水务管理控制过程中三足鼎立。

4.3 开源节流，以水养水

坚持“开源与节流”并举，提出四大“国家水喉”计划，

即天然降水、进口水、新生水和淡化海水。此外，通过供水

系统全过程监管，2007 年城市供水损失率控制在 5% 以下。

其雨水收集与利用、海水淡化与循环再生水技术国际领先，

目前集水区面积达到国土面积 2/3，2060 年计划提升 90%；2

座海水淡化厂能满足全国 25% 用水需求。现状非常规水的供

水占比达到 65%，规划到 2060 年水资源将实现自足，届时新

生水及海水淡化的供水比将达到 85%。在节水上科学编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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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规划，倡导全民节约水、保护水，把节水作为人人都应

遵守的社会公德，并通过较高水价实现以水养水。倡导全民

节约水、保护水资源，树立“谁用水、谁付费”“谁排放、

谁出钱”“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通过较高水价，以水

养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003 年“省水之家计划”，

免费在水龙头和淋浴器上安装节水环和节水阀，每月节水 5%。

2005 年“全民水源：节省、珍惜、享用”为口号，践行国家

节水战略。提出四大“国家水喉”计划 [2]，即天然降水、进口水、

新生水和淡化海水。

4.4 技术创新，开放市场

全方位科研渠道、全方位数据共享，促进水产业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三方合作，着重发展

新一代的高效生态水处理技术。而公共事业局和代尔夫特水

利研究所合作设立新加坡代尔夫特水利联盟，对水生态系统、

智能传感、城市水循环有关的工程和技术开展研究以及新加

坡膜中心、商业化和转化分支废物与资源回收中心及高级环

境生物技术中心等。2002 年 8 月，新生水技术的研发正式宣

告成功，未来饮用水将是新生水和自来水的混合水。采用逆

渗透薄膜和超声波科技 2 项先进技术，先用微过滤程序把污

水中的粒状物和细菌等体积较大的杂质过滤，再用高压将污

水挤压透过反向渗透隔膜，将已溶解相关物质过滤出来，再

紫外线消毒，最终得到可循环利用的新生水。新生水各项指

标优于自来水，清洁度至少比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国际饮用

水标准高 50 倍。

4.5 注重经济，强调文化

新加坡被誉为“全球水务中枢”，离不开其主要理念和

成功经验。

4.5.1 树立和践行“循环水经济”的发展理念 

从政策和管理上持续支持技术创新，推进面向全球需求

的水产业发展。全方位丰富水文化内涵，强化公众参与度与

责任感。通过建立行政机构与公众、民间团体和企业形成紧

密联系和伙伴关系 [3]。

4.5.2 重视教育、信息和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将水保护知识融入教科书和刊物，通过节水展览、知识

讲座、媒体报告等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水资源保护和节水信

息宣传。一时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水周，邀请各界广泛参与。

此外，新加坡公用事业局每年从盈余中拿出数百万新元进行

节水宣传，并联合学校、企业、非营利组织等机构开展节水

教育。打造湿地公园和景观，鼓励民众接近水，并进行亲水

活动，建设“城市花园和水域”让民众亲身体会水的价值。

5 结语

通过三个方面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新加坡水

战略对城市与产业等综合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

以政府自我改革，实现化害为利水资源综合利用。并结合机

构设置实现了决策优先、规划到位，严格立法、完善相关法

规政策。此外，不断通过宣传与教育，将海绵城市建设的必

要性与公众水危机意识和节水意识统一起来。将雨水收集系

统很好地与城市市政景观、公共休闲和运动设施系统有机结

合起来，成为城市靓丽的风景线。打造世界级全方位高效节

水城市，日趋完善科学和工程技术，新加坡已被誉为“全球

水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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