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顾清扬：从水资源领域看新加坡的生态文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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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 

  顾清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项目课程

副主任，高级公共管理短期培训项目主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硕士，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学硕士。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 12月 21日电（记者 陈济朋）新加坡负责水利水务的公用事业局 20日宣布，新

加坡将招标建设第三座新生水厂。新华网记者为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

授顾清扬，就新加坡的水资源制度、水资源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水源保有与整体生态污染控制挂钩 

  问：新加坡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资源管理领域建立了一套符合自己国情的制度，从外界来看，

我们看到的是绿树成荫、花园城市和一些颇具特色的水利水务设施。我也知道新加坡在水资源方面



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淡水资源天然缺乏这一挑战的应对，几十年间从要依靠马来西亚进口淡水，到现

在至少理论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这是怎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答：水资源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命脉。作为岛国，天然的淡水资源很少，建国之初大概只能满

足 20%左右的需求，其余 80%依靠从马来西亚进口淡水。但这对新加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一种

巨大的制约，甚至关系外商和本国企业对新加坡发展的信心。 

 

新加坡中央集水区 

新加坡整个的水资源战略发展历程，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重点是解决水资源的供给问题，

通过“四大水源”，一是继续从马来西亚购水；二是工业污水的处理净化再用，也就是新生水；第

三个就是海水淡化，现在成本还比较高一些，但长期而言它是源源不绝的；第四个呢，也是重要的

一块，就是尽量减少整个生态环境的污染，做一个雨水的截留。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国土污染了，森林污染了，植被污染了，雨水落到地上，也是污染的。

为了保有这个水源，让雨水成为未来水资源的支柱，新加坡把地表水的收集，与整个生态环境的保

育挂钩。 

  现在新加坡已经成功解决了淡水的问题，它要在 2061年实现水的 100%自给自足，现在看来完

全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早期的战略，当然现在也一直在延续，主要是为了解决水的供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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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将一条排水渠封盖起来建造的亲水小公园 

那么最近十几年，新加坡对水问题的处理，就不再完全是从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而是更进一步，

也把水作为城市生态景观的一部分。怎么讲呢？有山有水的地方大家就觉得比较宜居，地价就高。

一个城市有水，就像人有了眼睛一样，水汪汪的，整个面孔就有活力。一个城市有了水道，有了水

系，有了滨水的花园，滨水的建筑，就更有活力。 

城市规划细分地块从源头控制污染 

  问：您刚才说，新加坡把雨水的收集与整个生态污染的控制挂钩，它有哪些原则值得其他国家

借鉴，具体到制度来说又是什么样的？ 

  答：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觉得其中之一是遵循了环境科学一个基本的规律或原则，就是一

切从源头控制。从源头控制污染和治理环境污染，成本代价是最小的。当环境已经恶化了，再去治

理，成本是最大的。 

  新加坡的做法就是一切从源头控制，特别是它的城市规划。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对于它控制整个

环境的污染、保持生态环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把全岛分成 55大片，927个小片，每一片土地功

能有详细的定位，什么地方可以有轻度的污染，什么地方又完全不能污染，什么地方是水的资源保

护，什么地方是森林的保护区，什么地方是花园。我觉得这些细节从根本上保持了从源头上控制污

染源。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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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则是非常强调法治和制度化。刚才我们提到的城市规划概念图及其修订，要在议会进

行三读，最后成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治理要按照这个框架来，行政首脑不能任意地干预，

这是一个可以保障长期效果的机制。反观中国一些地方的发展，经常有一些是短期行为，行政干预

导致环境方面的失控。这个也是新加坡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另外，在具体实施上，它也有一些特色，比如产业升级精心选择产业策略和布局。它的制造业

采取工业园方式来经营，这个园区是做什么，那个园区是做什么，不是分散化的。如果企业在整个

国土里分散化布局，污染很难控制。它把企业聚拢在一个有具体定位的产业园里面，比如这是节能

科技园，这是电子园，这是石化园，根据群聚企业的性质和它们带来的污染或危害进行有针对性的

处理和控制。当然，在升级时对产业方向的选择上，它也考虑到整个环境和生态的可控制性，要进

行一次性评估。 

  城市规划大纲在议会通过具有法律效力 

  问：您刚才提到，城市规划概念图在议会三读通过，具有法律效力？ 

 

新加坡城市规划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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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概念图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每十年修订一次，每次修订在议会三读通过，

成为一个法案，具有法律效力。我们经常讲，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之父”是刘太格先生，但是刘先

生他自己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城市规划之父”是李光耀先生。李光耀是作为一个行政的最高领

导人，对城市规划概念图经过法律三读通过之后的形式是高度尊重的，不进行干预。其实如果他进

行干预，他是有能力改变的。但是他尊重城市规划的专家做出的规划。这使得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得

到很好的执行，保持好的状况。刘太格先生觉得李光耀起了巨大的作用，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如

果行政首脑不尊重，会导致整个城市规划失效，从而也失败。 

    问：在城市规划的细节上，如不同的工业区与居民区要有多少隔离带，这些类似的措施是不是也

为新加坡推行雨污分离创造了条件？ 

答：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把城市分为很多不同的地块，有些要保持完全洁净，如蓄水池，森林植

被，公园；有些是允许轻度的污染，有些是像裕廊化工岛这样的工业区。裕廊化工岛整个要跟裕廊

西的居民区要有多远的隔离带，这个也规定得非常清楚，这个隔离带可以尽量地把污染物消减。 

至于雨污分流，这个项目很早就在做。雨水污染比较小，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污染比较重，新

加坡把这两个分离。有个巨大的工程，叫做地下深沟隧道系统，就是在地下挖埋很深的粗管道运送

污水，与它相连的管网覆盖范围广泛，收集全岛的生活污水和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这些污水

先通过物理化的处理，虽然还有一些细菌和其他污染物，但可以达到肉眼看着比较洁净的标准，然

后再送到新生水厂净化，成为可饮用的水源。 

 

 

 

 

 

新加坡地表的三分之二都是集水区 

http://sg.xinhuanet.com/2013-12/21/c_125894647_3.htm


    新加坡的口号是说“不让一滴有用的水离开新加坡”。它把它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变成集水区，

截留雨水，最著名的就是麦里芝水库一带的中央集水区。新加坡全岛一共有 17 个水库，重要的水库

之间相互连接，当一个水库由于暴雨，水溢出来的时候，可以有效分流到其他水库。 

把水引入城市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问：您刚才也提到新加坡把水引入城市，使之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是不是滨海湾就是具体的

案例？ 

  答：新加坡为了打造一个动感、美丽的大都市，把水引入到市区中间来，成为很多商业建筑和民

用住宅的一部分，滨水而建，让人民靠水而居，再加上一些与水有关的生活休闲设施，龙舟，划水，

钓鱼，滨水长廊走道，我觉得做得挺不错的。 

  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有几个在水利水务方面的大手笔。比如一个是早期加冷河和新加坡河的

改造。新加坡河和加冷河是新加坡的两条主要河流，但是它们一度是废水和污水排放的代名词，新

加坡政府用了十年时间，把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河，两岸原来的污染企业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些

旅馆啊，高尚的住宅啊。 

 

新加坡滨海湾堤坝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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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滨海湾。滨海湾的土地全部是填海填出来的，填海之后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入海口的地

方是一个狭窄的地方，不漂亮，不美观，新加坡的做法是入海口的地方建了一个大坝，隔离海水和

内陆河水，也使得内陆河水面积上涨，成了一个几平方公里的湖面。加冷河和新加坡河的水位上升，

汇集在滨海湾，那么滨海湾成了一个大的滨水区，建了很多高端的写字楼，也形成了一个扩展的

CBD。新加坡原来的 CBD主要是在金融区这一块，但是现在整个滨海湾都成了 CBD。我觉得这是一个

成功的大手笔，它是人工打造的，非常值得城市规划、城市发展决策者学习，思考怎么把水引入城

市。 

 

新加坡榜鹅水道示意图 

  另外一个大的作品是榜鹅。榜鹅是新加坡的一个卫星镇，规划者有意识地把水资源引进来，原本

榜鹅左右两个大水库是不通的，新加坡的做法是人工开凿了一个 4公里长的水道，把两座水库连接

起来，而且让这个水系在整个榜鹅镇里转一圈，让尽可能多的居民可以滨水生活。这个给整个榜鹅

区的环境和物业价值都有很大的提升。这是新加坡如何利用水的元素。 

  从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思路来说，新加坡的规划可以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早期是清洁绿化，

强调的是绿化，植树。第二个阶段是清洁美化，开始建花园，新加坡全岛现在分布着 300 多个花园。

那么 90年代之后基本上是第三阶段，把水引入城市，带来动感，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政府企业公众的 PPP 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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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新加坡的整体环境思路有什么特别的吗？ 

    答：全球的经济发展，很多国家都是先污染，再治理。但新加坡是少数几个在经济增长一开始

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国家。 

 

新加坡将两条河流入海口拦截起来形成滨海湾水库 

  这跟新加坡独特的国情和发展查略有关。新加坡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河流、植被森林和土地都

是如此，这些有限的资源需要很好的保护。另外，从发展思路来说，它被迫选择了一个两头在外的

发展思路，吸引国际市场的资金，技术，尤其是人才，生态的可持续和环境优雅宜居就成为重要的

优势因素，特别是后期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跟人的因素极其相关，如金融、国际总部和教育中心。

可以说，新加坡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跟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问：我们也知道，在新加坡，政府在提供一些公共服务时往往秉持要收回成本或者让用者分担一

定比例的原则，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也避免公共资源被滥用。在水的议题上，新加坡是如何利

用市场机制的？ 

    答：环境生态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而庞大的工程，不能够由政府一家来做，一个是资金有限，

另一个是人力有限，更主要是智慧有限。如何把私人企业的力量，把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俗称

PPP模式，第一个 P是政府，第二个是私人企业，第三个是人民。环境工程也必须要引入私人企业



和民众的力量。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在法规制定和在执行方面起带头和协调作用，企业和民众应该成

为一个主要的力量，新加坡有很多探索。 

 

新加坡榜鹅水道公园 

    比如垃圾的高温焚化发电。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例子，政府的参与是要降低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面临的风险。垃圾焚化的特点之一是要垃圾的供应量需要足够大，否则达不到一定的温度，发电

能力会下降。所以新加坡政府说了，我保证每天给你足够的垃圾供应，可以达到所需要的温度，从

而保证发电量的平稳。所以垃圾的回收是政府做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个问题由私人企业去跟垃圾

回收商去谈判，垃圾的供应就很可能不稳定，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这会影响到企业发电的平

稳性，成本也会变得不可预测。这是一种合作方式，政府起杠杆作用，企业和市场是根本。 

  问：在水务中公用事业局扮演什么角色？ 

  答：公用事业局是新加坡的一个法定机构，也是政府全面负责水务工作的机构，包括饮用水的供

应，暴雨洪水的应对，污水的处理，海水淡化，这避免了互相扯皮执行不力的问题。 

  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水务上也是相互合作。比如海水淡化，它是一个投资巨大的项目，需要非

常长时间才能够收回投资，技术也比较复杂。新加坡一些海水淡化的项目是由政府给一些政策方面

的支持，包括对银行方面一些贷款提供担保。然后，私人企业跟政府合作，通过投标的方式，承担



海水淡化厂的设计、建造和运营，跟公用事业局签订合约，把生产的水卖给它。这样企业的运营风

险降低了，政府也不需要全面参与，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企业运营，但有政府作为靠山，这是

典型的合作模式。垃圾焚烧发电，海水淡化和污水回用的新生水，都是这种模式。（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