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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海水冲厕立法的思考

苗英霞,王树勋,郝建安,姜天翔,王摇 静,张雨山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天津摇 300192)

摘要:介绍香港海水冲厕立法的成熟经验,针对我国内地海水冲厕技术推广的局限性,探讨我国内

地海水冲厕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相关措施。 认为海水冲厕技术是节约淡水资源的有效途径,其
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亟需海水冲厕立法层面的推动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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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legislation for seawater flushing in China
MIAO Yingxia, WANG Shuxun, HAO Jian爷an, JIANG Tianxiang, WANG Jing, ZHANG Yushan
( Institute of Seawater Desalination and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Tianjin),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300192,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experiences of seawater flushing in Hong Kong, we studied the necessity, feasibility, and
related measures of legislation for seawater flushing in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water
flushing technology promotion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awater flushing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ave fresh water resources. In order to maintain health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legislation is
urgently needed.
Key words: seawater utilization; feasibility study; water鄄saving technology; water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Hong Kong

摇 摇 我国香港地区 50 多年利用海水作为冲厕用水

的成功经验证明,通过海水冲厕技术保护珍贵的淡

水资源是行之有效的。 正是由于香港政府将海水冲

厕付诸法律,这项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才得以在香

港大范围推行, 2013 年,香港每天供应的冲厕海水

量为 762 560 m3 / d,现在香港大约有 80 %的人采用
海水冲厕[1]。 我国内地有很多沿海城市也同样面临

着淡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沿海

地区淡水资源紧缺问题,使海水冲厕技术得到推广,
笔者认为必须将海水冲厕的立法工作提上日程。

1摇 香港海水冲厕立法过程及现状

香港从 1955 年底开始筹划海水冲厕计划,建海

水冲厕设施,如建立海水抽水站及海水储水池、铺设

防海水腐蚀性水管等。 1955 年底,香港政府在未落

实推行海水冲厕计划前,首先在油麻地区筹建冲水

式排污系统。 为减低淡水的需求量,1957 年香港水

务署建议在九龙新发展地区,如石破尾、李郑屋村等

人口稠密的徒置区,设立海水冲厕系统。 海水冲厕

系统于 1958 年开始在港九各区实施,最早发展区域

为长沙湾、黄大仙、佐敦谷、观塘、北角及柴湾。 政府

在 1959 年底,正式修改建筑物条例第 19 条,规定新

落成的私人楼宇必须设有冲水式排污系统设备,包
括抽水系统、排污渠、抽水马桶及其他装置。 该条例

于 1960 年 1 月 1 日通过,3 月 1 日起生效。 但当时

并没有规定楼宇内必须装设有独立的冲厕水供应系

统。 海水排污系统建立的初期,海水是按用量收费

的,但在 1972 年后改为免费。 1991 年,全港使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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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冲厕的用户约有 65 % ,至 1999 年跃升至 78郾 6
% ,生活海水用量约占全港总耗水量的 23% 。

香港制定了《水务设施条例》《香港水务标准规

格》(楼宇内水管装置适用),作为香港管制水务设

施的条例和标准,规定所有建筑物都应有两套供水

系统,一套是饮水供应系统,另一套是冲厕水供应系

统,即使暂时没有海水供应的地区也是如此。 有海

水供应的地区必须用海水冲厕,但不允许作其他用

途,若用淡水冲厕或用冲厕海水作为他用均属违法。
《水务设施条例》 [2] 中明确规定,“如未经水务监督

书面许可,而在任何处所内使用来自水务设施的淡

水冲洗水厕、厕所或尿厕,则该处所的占用人及业主

均属犯罪。冶同时香港制定并实行了多级用水收费

制度,规定用海水冲厕是免费的,以鼓励居民及企业

节约淡水资源。
严格的立法制度有效地推动了海水冲厕这项技

术在全港的实施,目前香港约有八成人口利用海水

冲厕,节约淡水近 3 亿 t / a。
香港水务署为海边抽水站的进水口及海水分配

系统中的水质分别制定了标准(表 1)。 该标准是根

据海水的外观标准、海水抽水站的过滤能力以及洗

浴水和污水经处理回用的有关标准而制定的。

表 1摇 香港海水冲厕水质标准[3]

项摇 摇 目
颜色度 /

度
混浊度 /

度
气味阈
限数

籽(NH3 鄄N) /
(mg·L-1)

悬浮固体物质量
浓度 / (mg·L-1)

籽(DO) /
(mg·L-1)

籽(BOD5) /
(mg·L-1)

籽(LAS) /
(mg·L-1)

大肠杆菌 /
(个·mL-1)

海水抽水站
进水口水质指标

<20 <10 <100 <1 <10 >2 <10 <5 <200

冲厕水分配
系统的海水
水质指标

目标值 <20 <10 <100 <1 <10 >2 <10 <5 <10

最大值 <40 <20 <100 <1 <20 >2 <10 <5 <50

摇 摇 注:LAS 指阴离子洗涤剂。

由香港水务署负责取水和配水系统内海水水质

的日常监测工作,以确保供应给用户的冲厕海水水

质达到水务署规定的标准。 若用户发现其居住的大

厦冲厕海水变色或有异味,应先向大厦物业管理公

司查询,并可以随时致电水务署热线,查询居所的冲

厕海水水质是否受到赤潮等影响。 若有需要,水务

署会安排职员观察用户的冲厕水水质[4],从而保证

了居民的用水安全。

2摇 我国内地海水冲厕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海水冲厕技术作为我国内地城市节水新技术,
在沿海城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社会经济

效益。 经过十多年的推广,已逐渐被沿海城市居民

所接受和认可。 但由于海水冲厕示范建设地点分

散,规模较小,科技攻关成果难以直接应用,该技术

的规模优势和经济效益难以体现。 此外,海水冲厕

工程属于社会公益项目,盈利能力较弱,由于缺乏相

应的行业法规,推广过程中往往出现一系列问题,亟
需国家有关部门对其产业发展需求建立相应调控及

干预机制,加速其推广应用,真正实现其社会经济效

益。 同时,海水冲厕相关法规、标准框架的研究与建

立,将有利于加快沿海城市海水利用公共设施的构

建及海洋发展政策环境体系的完善,促进海水利用

产业的健康发展。
2. 1摇 我国内地海水冲厕相关立法现状

近年来,海水利用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

及国家各部委的高度重视,海水利用已被连续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纲要》第十

个、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

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

业化重点领域指南》以及《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纲要》,为海水利用产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政

策导向作用,但是目前缺乏关于海水利用的相关法

律法规。
在“十一五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大生活用

海水集成技术研究及应用冶研究中,初步构建了大

生活用海水(主要是指海水冲厕)技术标准体系框

架,包括技术术语符号、水质要求、排放要求、工程设

计、运行管理评价、药剂技术要求等六类标准[5]。
大生活用海水相关设计规范体系的完善,保证了大

生活用海水工程发展的规范性、安全性、经济性;大
生活用海水技术术语和水质要求标准的编写则为大

生活用海水技术应用和管理提供了技术指导和依

据;海水絮凝剂和消毒剂技术要求的编制则填补了

大生活用海水药剂系列规范的空白。
2. 2摇 技术发展成熟,亟需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内地大生活用海水技术已经成熟。
经科技攻关, 形成了大生活用海水净化、防生物附

着、生化处理技术、海洋处置技术、系统集成及水质

标准和排放标准等成套技术,其中大生活用海水生

化处理等后处理技术居国际先进水平,为大生活用

海水技术推广利用奠定了基础。 大生活用海水示范

小区已成功通过验收。 深圳、威海、大连、青岛、厦门

等越来越多的沿海城市提出了建设大生活用海水系

统的规划,对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有迫切要求。
面对海水利用产业化需求的快速发展,加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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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相关立法步伐,建立健全法

规体系的研究迫在眉睫。 亟需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政

府、企业和个人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的责任和

义务,积极推动海水利用事业的积极健康快速发展,
节约淡水资源。

3摇 示范小区建设的示范性及其局限性

示范小区项目的完成和成功应用将充分发挥出

“以点带面冶的功效,有力推动大生活用海水技术的

规模化、产业化,扩大应用范围,置换出宝贵的淡水

资源,有效缓解我国沿海城市淡水紧缺局面。
2009 年,青岛胶南“海之韵冶生活小区大生活用

海水示范工程顺利通过验收[6]。 通过示范工程的建

设,将大生活用海水各种成熟技术展现在沿海居民面

前,其运行过程可以提供更为准确的实际参数,对利

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的示范推广作用意义重大。
海水冲厕本身是一项规模效益明显的技术,即,

其海水利用规模越大,固定投资和运行成本则明显

降低。 青岛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曾对解决青岛市水资

源短缺的两种方案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比较,一种为

供水量为 102m3 / d (方案一),另一种为供水量为

104m3 / d(方案二),其运行成本分析结果见表 2[7]。
表 2摇 青岛市不同水源冲厕方案运行成本经济分析

元 / m3

水源 方案
原水
成本

运行
成本

污水
处理

运行成
本合计

建设
总投资

黄河水

海水

中水

方案一 0郾 91 1郾 18 0郾 3 2郾 39 3 300
方案二 0郾 91 1郾 18 0郾 3 2郾 39 3 300
方案一 0 1郾 80 0郾 3 2郾 10 17 700
方案二 0 0郾 50 0郾 3 0郾 80 2 000
方案一 0 2郾 09 0郾 3 2郾 39 ~ 2郾 74 5 500 ~ 15 000
方案二 0 2郾 09 0郾 3 2郾 39 ~ 2郾 74 5 500 ~ 15 000

从表 2 可明显看出,当供水量较小时,海水利用

的相对建设成本高于其他两种水源,其运行成本相

差不大。 但是当供水量较大时,则可以大幅度减低

单位海水运行成本,同时很大程度地减少了单位海

水供应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假定青岛市实现

规模化海水冲厕,按照生活用水量的 20%来计算冲

厕用水量,冲厕年度总用水量为 751郾 6 万 m3,即日

冲厕用水总量 2郾 06 万 m3。 假定 50%地区采用海水

冲厕,用于冲厕的海水量约 104m3 / d。 由此可以看

出,在此基础上,采用海水冲厕与黄河水及回用中水

相比,无论从原水成本、运行成本还是建设投资方

面,均体现出明显的经济优势。
因此,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应在示范小区

良好的技术运行情况下,有计划地进行规模化、产业

化的推广,扩大应用范围,才能进一步的体现出其优

良的规模效益。 从技术方面看,利用海水作为大生

活用水的技术已经成熟,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技术

标准。 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生产、销售、使用、
处置环节中,责任主体明确,形成法规可操作性强,
具备立法的可行性。

4摇 加快我国内地海水冲厕立法的措施

4. 1摇 重视海水冲厕的立法工作

一个国家要实现立法的现代化有两种途径,一
种是内源型;另一种是外源型。 内源型立法的现代

化是指依靠社会自身力量而产生的内部创新,这种

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缓慢的变化过

程。 外源型立法的现代化是指在外部环境影响下,
社会受外力冲击,引起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变更,
最终导致法律人文革新[8]。 外源型立法与内源型

立法相比,其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具有贯彻起

来相对迅速的优点,我国面临着法律与世界接轨的

任务,因此,依靠外源型立法的现代化,借鉴香港海水

冲厕立法的先进经验,明确海水冲厕的立法宗旨,注
重海水冲厕与其他海水利用及中水利用的相互协调

是我国海水冲厕立法的关键所在。
4. 2摇 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海水冲厕立法

我国要实现立法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对先进国家

及地区法律法规的借鉴,同时也要解决与其他国家

及地区之间法律的同构性和兼容性问题,通过法律

移植的手段,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我国特色的

海水冲厕法律法规。
海水利用是一项具有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公

益工程,扩大海水利用将有效缓解淡水资源紧缺的

现象,是政府行为,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目前,建
设海水利用设施和利用海水,需要增加相应的建设

投资和日常管理费用,例如对房地产开发商而言,由
于建设海水冲厕系统势必要增加部分管道等方面工

程的投资,因此应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既要积极

推进海水利用,又应体现公平性。 各级政府除了从

法规方面应做出约束性规定外,制定开发建设以及

水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
海水利用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水

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外,还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环保、
市政等众多单位与部门。 因此,在利用海水作为大

生活用水的相关立法中,应规定城市供水行政主管

部门分管城市海水利用的行政管理工作,在强化海

水利用领域的监管同时,建设、规划、海洋、环保等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海水利

用管理工作。
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合理节约用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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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推进严格水资源管理更需

要立法保障。 建议将推广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

纳入沿海地区各级政府的工作规划,明确各级政府

在普及推广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中的目标、责
任,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大生活用海水推广的

价格、金融、税收政策。
香港地区半个多世纪的海水冲厕技术的推广和

立法实践推动了其相应法律和管理制度规范完整,
以至于香港地区现已成为世界上海水冲厕使用率最

高,技术最为成熟的地区。 其立法和技术为我国内

地利用海水作为大生活用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

本。 经历了我国内地几十年的海水利用技术研发和

近年来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海水利用已经初具规模,
在淡水资源日益紧缺的沿海地区,海水利用需求明

显,行业发展迅速,利用海水作为冲厕用水是其中重

要的发展方向,其健康快速发展,需要立法层面上的

推动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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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摇 结摇 语

经狄龙模型计算,要达到 2015 年水质目标,千
岛湖 CODMn、NH3 鄄N、TP、TN 的限制排污总量分别为

16 420 t / a、2 225 t / a、434 t / a、3 468 t / a。 建议对千岛

湖严格限制污染物排放,使不能超过污染物限排

总量。
本研究基于现状污染排放量和狄龙模型对千岛

湖纳污能力进行了初步核算。 然而,任何模型都不

能够完全地模拟出真实情况,具体的纳污能力需要

经过更加严密的论证和核算得出。 因此,对于千岛

湖纳污能力和限排总量的研究需进一步开展,尤其

是对 TN 纳污能力的研究,其核算结果越接近真实

情况,对千岛湖水质的保护就越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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