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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ty.fukuoka.lg.jp/suidou/ 

2008.4 发行 总务课 

福 冈 市 

福冈

大阪 

东京 



 1

 1 福冈市概况  

① 位置、地形的特征 

福冈市位于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北部。 

东经 130゜24′06″，北纬 33゜35′24″。 

总面积约 341km
2
，东西宽约 28km、南北长约 32km。 

城市部是由背振、三郡、犬鸣等山地环绕而形成半圆状的福冈平原。以这些山地为源头，

多多良川、御笠川、那珂川、室见川、瑞梅寺川等中小河流从市内流过，汇入博多湾。 

形成博多湾的“海之中道”与“志贺岛”，面对玄海滩，前方与朝鲜半岛与亚洲大陆相望。 

由于邻近亚洲大陆与朝鲜半岛，福冈市自古以来就是异文化交流的窗口，不断繁荣至今。

福冈市是作为商业城市发展起来的，现在是日本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广为人知。 

 

② 人口 

1889 年，福冈市初建时人口只有约 5 万人，9,000 个家庭，面积为 5ｋm
2
。其后急剧发展，

2007 年 4 月，人口已达 141 万 4,747 人，有 66 万 4,883 个家庭。 

 

③ 气候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 17.2 度(2006 年)。年降水量约为 1,600mm，几乎不降雪。 

由于季风的影响，有雨季(梅雨)与台风季节，因此，气候变化较大。 

 

 

④ 降水量 

该图表所示为人均的年降水

量。世界平均值约为 1 万 7,000㎥/

人/年，美国约为 2 万 3,000㎥/人/

年。日本约为 5,000㎥/人/年，而

福冈市则更少，只有约 400㎥/人/

年。人口密度高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实际降水量相比，可利用的水很

不充分。 

 

出处∶《日本的水资源》2007 年度版  国土交通省发行 

16,758

167,702

205,744

22,946

12,988
8,506

5,114
4,379

4,525
2,625

4,949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世
界

加
拿
大

澳
大
利
亚

美
国

泰
国

菲
律
宾

日
本

意
大
利

中
国

韩
国

沙
特
阿
拉
伯

　　　　　　　　(m3) 人均年降水量 

福冈市为400m3 



 2

 2 福冈市的水源  

福冈市大致是从以下 3个水源等量取水。 

8座水库
36.2%

近郊河流
29.1%

从福冈地
区水道企
业团取水
34.7%

 

① 从福冈地区水道企业団的取水 

福冈地区水道企业団向 9 市 9 町供给上水(自来水)。 

企业団的主要水源，是来自离福冈城市圈约 25km 的福冈县南部的筑后川。 

筑后川是九州最大的河流，由国家机关进行管理。 

从这条河流所取的水，是由独立行政法人水资源机构向企业団的主要净水厂――牛颈净

水厂进行引水。 

福冈市从 1983 年开始，就牛颈净水厂净水后的筑后川水进行取水。 

 

② 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 

企业団第二大水源，是位于福冈市内的从海水中提取淡水的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

心。 

这个中心的总事业费约为 408 亿日元。从 2005 年开始运转。设施处理能力为日量最大 5

万㎥，是日本最大规模的海水淡水化设施。其中福冈市 1天取水达 1万 6,400㎥。 

 

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水化中心 

各水源取水比例

2002-2006 年的平均值

一天取水量约 40 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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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8 个水库 

福冈市作为水源利用的有 4 条近郊河流(多多良

川、那珂川、室见川、瑞梅寺川)，但其流域面积合

计也只有约 220km
2
。 

福冈市取水的 8 个水库中，有 7 个水库是建在这

4 条近郊河流上，其中 4个水库(曲渕、脊振、久原、

长谷)是水道专用水库。另一个是在筑后川流域建设

的江川水库。筑后川的流域面积为 2,860km
2
，江川水

库的集水面积约为 30km
2
。另外，8 个水库的有效库

容合计约为 4,982 万㎥。 

 

③ 福冈市的近郊河流 

4 条近郊河流虽然很小，但对于本市而言，是宝贵

的水源。因此，本市根据每天的水库贮水状况与河流状

况有效率地进行取水。 

维护河流的清洁，保护环境，是我们面向未来的重

要课题。 

 

 

 

 3 为了安全优质的水  

＜为了维护从水龙头饮水的文化＞ 

福冈市为了维护“无论何处都可直接从水龙头饮水”的水道文化，严格进行水质管理。 

 

① 为了安全优质的自来水 

福冈市为了确保水质检查的适当化与透明性，提供“可以安全、安心饮用的水”，特制定了

“水质检查计划”，实施检查。 

水质检查计划是就水质检查的项目、地点、频度等予以规定，有义务每年予以制定并就

内容进行公布。福冈市将顾客的意见反映在计划制定中，利用网页等公开。 

 

② 水质检查的实施 

○ 法令规定有义务检查的项目 

就可能影响人的健康的项目与影响洗涤等生活利用的项目，从水源到供水栓实施严格的

检查。 

室见川 

曲渕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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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质管理上认为需要的项目 

为了保证安全、美味、更高质量的自来水并确保将来自来水安全性所规定的项目，也从

水源到供水栓，包括比国家更严格标准的项目，定期实施检查。 

有关农药，就河流流域进行调査，就使用的农药进行检查。 

 

○ 紧急时的检查 

为了在灾害、水源汚染事故等紧急时就现场水的安全性迅速进行确认，特配备了装载各

种机器的水质试验车。 

 

③ 检查结果的公布 

有关水质基准项目的水质检查结果，在网页公布。 

 

 4 节水型城市建设  

＜1978 年的严重缺水＞ 

 

 

 

                        

 

 

 

 

 

这些照片，是 1978 年福冈市遭遇严重缺水的情况。 

当时，降水量只有通常年份的 70％左右，同时，水库没有充分的贮水量。因此，我们只

得实施供水限制达 287 天。超过 100 万人的大城市，这样长期严重缺水，在日本还是第一次。

这样的严重的缺水，使福冈市作为严重水源不足的城市一跃成名。 

以这次严重缺水作为教训，福冈市开始了“节水型城市建设”的对策。 

 

＜“节水型城市建设”对策＞ 

① 节水推进条例 

根据 1978 年严重缺水的经验，制定了“福冈市节水型水利用的措施要纲”，致力于节水

型城市建设。考虑到近年来不稳定的降雨状况与人口增加的倾向，“节水型城市建设”显得更

加必要，因此，2003 年制定了“节水推进条例”。 

该条例针对楼面面积 5,000 ㎡(市中心部等为 3,000 ㎡)以上的新建大型建筑物，规定有

义务设置利用雨水与再生水的“杂用水道”，寻求广大市民在“节约用水”上的合作，同时为

当时的南畑水库 从供水车取水的市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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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的稳定供给，致力于保护环境、防范缺水的城市建设，这是日本第一个有关节水的条例。 

 

② 杂用水道 

净化雨水与下水，再利用于水洗厕所等的杂用水道不断普及。 

杂用水道分为就建筑物内排水进行处理，予以再利用的“个别循环型”、利用再生处理设

施提供再生水的“广域循环型”以及利用雨水等处理水的“非循环型”。 

 

③ 配水控制中心 

以 1978 年的异常缺水为教训，本

市为了实现“节水型城市建设”，以“净

水厂相互间的流量调整”与“市内配

水管的水圧调整”为目的，于 1981 年

设立了水管理中心。通过流量计与水

圧计的随时监视与电动阀的远程操

作，使顺畅的流用调整与细微的水圧

调整成为可能，为水的有效利用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 

 

 

 

 

 

④ 漏水调査 

埋设的水道管在目视难以识别的部分发生漏水。

为了有效利用宝贵的水，避免浪费，本市从 1956 年开

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漏水调査。现在，通过过去的漏

水调査数据分析等进行“危险度评估”，设定调査区域

及循环年数，实施漏水调査。 

 

 

 

 夜间进行漏水调查的情景 

在福冈市安装了 80 个流量表、122 个水压表以及 172

个电动阀。            根据迄 2007 年 4 月的资料



 6

⑤ 配水管的更新 

2007 年，福冈市的管道总长达 3,918km。其中配水管为 3,778km，占管道总长的 96％。 

旧的配水管是造成浊水的原因，漏水事故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大概应以 40 年为准进行更

新。近年来的年更新长度约为 20km。 

配水管更新所使用的管线，主要是施工性较好、富有强韧性的可延性铸铁管。 

另外，在铁管外包装具有优异防腐蚀性与耐久性的软质聚乙烯管，努力使管道实现长寿

命化。 

本市从 2005 年开始就配水管道抗震化采取对策，在抗震化区域使用抗震接口。今后，将

优先进行医院与避难所的配水管道的抗震化。 

 

 

 

 

 

 

 

 

 

 

 

 

 

 

 

 

 

 

 

 

 

 

 

 

 

 

 

管路内訳 

管种构成比例 

引水管 
128km

输水管
12km

 
管道总长

3,918km

配水管 ３,７７８km

管长构成比例 

铸铁管等

200km

管道总长 

3,918km

可延性铸铁管 

 3,647km

钢 管

7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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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对市民的宣传 

为了使 1978 年严重缺水的经验不致风化，翌年即作出规定∶6

月 1 日为“节水日”，制定了以水循环为形象的“节水徽标”(右图)。 

每年 6 月至 8 月是夏季用水较多的时期，这时除开展“节约用

水特别活动”之外，还通过向所有家庭分发宣传报纸，发行面向小

学生的资料，水道设施观摩会等，以贯穿全年的宣传活动，使“水

源有限，节约用水”的节水意识得以持续。 

结果，福冈市民的节水意识非常高，2007 年进行的市民意识调査表明，“牢记节水”的市

民高达 82.6％。 

 

＜节水型城市建设”对策的成果＞ 

1978 年以后为了“水的稳定供给”实施各种对策的结果，到 1994 年，虽然降水量低于

1978 年，但供水限制的总时间约減少 4 成，供水车也没有出动。进而，在福冈管区气象台观

测史上降水量之低位居第三的 2005 年，连供水限制都不需要了。 

 

 

＜缺水时的情况比较表＞ 

缺水年 1978 年 1994 年 2005 年 

年降水量 1,138mm(历史上第 5 位) 891mm(历史上第 1 位) 1,020mm(历史上第3位)

供水人口 102 万 8,000 人 125 万人 138 万 8,000 人

下水道普及率 37.3％ 96.3％ 99.4％

最大供水能力 47 万 8,000㎥／日 70 万 4,800㎥／日 76 万 4,500㎥／日

供水限制总时间 4,054 小时 2,452 小时 0 小时

1 天平均供水限制时间 14 小时 8 小时 0 小时

阀操作动员人数 3 万 2,434 人 1 万 4,157 人 0 人

供水车出动台数 1 万 3,433 台 0 台 0 台

问题反映・问询 4 万 7,902 件 9,515 件 0 件

 

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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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财政  

福冈市水道局是地方公营企业。事业运营所需费用原則上必须以水道收费作为重要来源

――这是法律规定的。这被称为“独立核算制”。 

因此，水道局与靠税金运营的一般公路扩展与维持管理等相比，基本的事业运营方式是

的不同的。 

 

企业会计由“收益收支”与“资本收支”构成。 

收益收入是指一个事业年度经常性的营业活动所发生的所有收入，收益支出则是对于收

益收入的所有支出。 

资本支出是指一个事业在复数年度为取得使用资产等的支出，资本收入则是成为资本支

出财源的收入。 

下列图表 1所示为 2007 年度的预算内容。表-1 所示为主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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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事业 

 

 6 收费  

水道收费，是由定额基本收费与按使用水量的计量收费所构成。基本收费是口径越大收

费越高，而计量收费则是按用途区分，家庭使用时，比企业等使用价格要低。另外，水是有

限的资源，因此收费体系为累进性――使用水量越多，1㎥的单价就越高，以促进节约用水。 

 

  家用的计量收费       1 户两个月时(不包括税金) 

区分 水表口径(mm) 使用水量(㎥) 收费(每 1㎥) 

25 以下 1～20 17 日元 

40 以上 1～20 120 日元 

第 1 阶段 

21～40 155 日元 

第 2 阶段 41～60 243 日元 

第 3 阶段 61～100 284 日元 

第 4 阶段 101～200 335 日元 

第 5 阶段 201 以上 387 日元 

 

区分 事业名称 事业年度 内容 2007 预算额

推进水资源开发 五山水库建设事业 1988～2017 在那珂川上游建造五山水库(县政府施工)，以保证

缺水时的稳定供给。 

(千日元)

4,062,874

防止漏水事业 2005～2008 为了实现净水厂配水的有效利用，努力做到早期发

现及防止漏水，有效提高配水调整等的效果。 695,770

水道宣传  为了加深对水道事业的理解，推进节约用水的城市

建设，开展有关水道事业的宣传、听取意见的活动。 34,310

推进水的有效利

用 

配水调整系统整备

事业 

2005～2008 为了稳定供水与水的有效利用，进行配水调整系统

的机器整备。 185,888

推进均衡供水 配水管整备事业 2005～2008 为了均衡供水，进行配水管网的整备。 

6,113,319

水源、净水厂整备事

业 

2005～2008 为了水源涵养与水质保护，确保水源用地，进行净

水厂设施等的整备。 
1,068,464

推进水源、净水

厂的整备 

净水厂重组事业 2001～2015 为了陈旧化净水厂的更新及高效率的水运用管理，

強化异常时的生命线功能，进行道路・输水管敷设

工程等。 897,340

自来水源涵养事业  为了确保将来的水优质、稳定，利用福冈市自来水

源涵养事业基金，提高水源林的涵养功能，强化与

水源地区的合作。 81,000



江川水库
山口调整池

筑后大堰

小石原川水库

寺内水库

夜明水库

合所水库

大山水库

松原水库

下筌水库

牛颈净水厂

筑

后
川

有 明 海

福

冈

导

水

 利水库容 6,700千m
3

 利水库容 790千m
3

 利水库容 11,000千m
3

利水库容 52,300千m
3

利水库容 47,100千m
3

水资源机构

福冈导水扬水机场

筑后川水系

水库群联合事业

久原水库

长谷水库

江川水库

寺内水库

南畑水库

脊振水库

曲渊水库
瑞梅寺水库

乙金净水场

牛颈净水厂

夫妇石净水场
瑞梅寺净水场

多多良

取水场

多多良净水厂

下原

配水池

室见取水场

南畑取水场

日佐江取水场

高宫净水场

小石原川水库

鸣渊水库

猪野水库

五山水库

(福冈地区水道企业団)

番托、盐原

取水场

利水库容  1,460千m
3

利水库容   　16,300千m
3

缺水对策容量 18,700千m
3

利水库容   9,000千m
3

利水库容   24,000千m
3

利水库容  5,120千m
3

利水库容  3,979千m
3

利水库容  15,100千m
3

缺水对策容量 16,600千m
3

利水库容  2,368千m
3

利水库容  1,220千m
3

利水库容  3,650千m
3

利水库容  4,850千m
3

利水库容  2,300千m3

山口调整池

利水库容  3,900千m
3

甘水取水场

山田

扬水场

福冈市水源、水道设施概要

那

珂

瑞

梅

川

寺

室

见

川

多
多
良
川

至 筑 后 川

至 筑 后 川 至 筑 后 川

寺

内

水

导

路

博 多 湾

福

冈

导

水

川

水库(福冈市有利水库容的水库)

水库(福冈市无利水库容的水库)

水库(正在计划及正在建设中的水库)

取水场

净水厂(福冈市)

净水厂(福冈地区水道企业团)

凡        例

(女男石头首工)

原

川

石

小

川田
佐

2007年7

海之中道奈多海水淡
水化中心

(福冈地区水道企业団) (福冈县)

(水资源机构)

(福冈县)

(福冈市)

(福冈市)

(福冈市)

(福冈市)

(福冈县)

(福冈县)

(福冈县)

(水资源机构)

(水资源机构)

(水资源机构)

筑 后 川 流 域 概 要

※鸣渊水库、寺内水库、合所水库有从福冈地区

水道企业团的取水。

2006年 2018年
地表水
久原水库
长谷水库
猪野水库

小计 100,000 〃
地表水 176,000 〃
南畑水库 85,000 〃
脊振水库 65,000 〃

小计 326,000 〃
地表水 18,000 〃
曲渊水库 46,000 〃

小计 64,000 〃
瑞梅寺川 瑞梅寺水库 15,000 〃
筑后川 江川水库 93,500 〃

江川水库
寺内水库 166,000 182,400
合所水库 (五山、大山)

筑后大堰 其中筑后川 其中筑后川

多多良川 鸣渊水库 139,800 153,000
海水淡水化 －

764,500 780,900
233,300 246,500
31% 32%

同左

设施能力(m3/日)

100,000

水系 水源

福冈市
(自备水源)

多多良川

那珂川

室见川

筑后川

其中筑后川　合计
在整体中所占比例

总计

福冈地区
水道企业团
(取水)



福冈市水道统计 附件3

年度 1977年 1978年 1979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总人口(人) 1,037,239 1,052,679 1,069,655 1,265,239 1,271,336 1,280,545 1,294,421 1,308,134 1,319,214 1,329,116 1,340,306 1,353,866 1,367,233 1,380,205 1,389,966 1,401,870 1,414,747 1,429,909 1,440,809

供水人口(人) 985,000 1,028,000 1,049,000 1,245,000 1,250,000 1,259,500 1,273,400 1,289,400 1,301,500 1,312,200 1,323,700 1,338,000 1,351,900 1,365,400 1,375,600 1,388,400 1,402,200 1,417,600 1,429,300

供水户数(户) 336,136 350,788 366,488 581,814 594,596 607,313 623,137 636,803 650,925 662,396 674,813 688,836 702,578 714,553 724,966 739,519 752,696 765,799 775,301

供水区域内人口(人) 1,025,000 1,044,000 1,062,000 1,261,000 1,267,000 1,276,500 1,290,400 1,034,700 1,315,800 1,325,800 1,336,800 1,350,700 1,364,100 1,377,200 1,386,600 1,398,500 1,411,300 1,426,600 1,437,500

供水区域家庭数(家庭) 345,000 355,000 365,000 523,800 531,800 542,500 555,300 567,800 578,500 588,900 599,400 609,900 620,600 631,300 639,800 651,500 663,600 676,500 687,100

供水普及率(％) 96.1 98.5 98.8 98.7 98.7 98.7 98.7 98.8 98.9 99.0 99.0 99.1 99.1 99.1 99.2 99.3 99.4 99.4 99.4

水道普及率(％) 95.0 97.7 98.1 98.4 98.3 98.4 98.4 98.6 98.7 98.7 98.8 98.8 98.9 98.9 99.0 99.0 99.1 99.1 99.2

年供水量(m
3
) 130,331,280 104,023,460 122,696,990 150,065,500 134,942,000 139,745,300 145,526,000 143,957,100 144,951,800 144,925,800 145,134,800 146,207,500 144,327,800 145,944,900 146,771,600 148,316,700 147,216,200 147,501,500 145,162,100

一天最大供水量(m
3
) 443,050 371,500 408,900 491,200 481,200 444,100 464,400 459,100 453,300 441,500 442,900 457,700 445,300 440,900 450,200 440,000 451,300 437,000 448,100

一天平均供水量(m
3
) 357,072 284,996 335,238 411,138 369,704 381,818 398,701 394,403 397,128 395,972 397,630 400,568 395,419 398,757 402,114 406,347 403,332 403,010 397,704

一人一天平均供水量(ℓ) 363 277 320 330 296 303 313 306 305 302 300 299 292 292 292 293 288 284 278

家庭用一人一天平均供水量(ℓ) 172 150 161 203 192 193 200 200 203 200 202 202 200 199 201 201 201 201 199

年有效水量(m
3
) 111,442,548 92,833,785 104,279,583 139,175,044 129,857,914 131,498,166 138,176,029 138,910,560 140,755,907 140,135,222 141,973,453 141,322,599 141,277,957 141,353,975 142,288,505 142,709,998 143,025,584 143,930,538 141,633,754

有效率(％) 85.5 89.2 85.0 92.7 96.2 94.1 94.9 96.5 97.1 96.7 97.8 97.3 97.9 96.9 96.9 96.2 97.2 97.6 97.6

节水龙头(装入节水挡块等)普及
率推定值(％)

4.7 79.8 81.2 92.5 93.0 93.6 94.1 94.6 94.9 95.0 95.1 95.3 95.4 95.4 95.5 95.6 95.7 95.8 95.8

节水型坐便器普及情况(个) - 658 10,876 380,018 407,580 436,565 464,132 490,483 517,187 542,846 569,012 591,706 613,785 636,124 659,056 686,806 714,221 744,250 768,157

杂用水道设施设置数(累计) - - 1 294 319 344 384 398 422 448 468 488 504 530 562 587 597 619 639

市民的节水意识(％) - 97.4 77.4 66.8 68.5 90.2 72.9 72.1 未调查 73.8 72.6 63.6 85.2 94.1 90 92.9 91.1(82.6) 87.4 －

年降水量(mm) 1,353.5 1,138.0 1,742.5 2,049.5 891.0 1,593.0 1,275.5 2,083.0 1,865.5 1,661.5 1,344.0 1,942.5 1,371.5 1,600.5 1,741.5 1,020.0 2,018.0 1,195.0 1,780.50

下水道普及率(％) 36.1 37.3 40.1 94.7 96.3 97.3 97.9 98.3 98.5 98.6 98.8 98.9 99.1 99.2 99.3 99.4 99.4 99.5 99.5

设施能力(m
3
/日) 478,000 478,000 498,000 704,800 704,800 704,800 704,800 704,800 704,800 704,800 704,800 738,300 748,100 748,100 748,100 764,500 764,500 764,500 764,500

水道收费改定(％) 50.36%增加 15.93%增加 15.31%增加

家用13mm1户1个月基本收费(日
元)

280 280 280 772 772 772 77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892

供水限制天数

水道局事项 1977年5月∶
瑞梅寺水库建
成

1978年3月∶
瑞梅寺净水厂
建成

1978年8月∶
节水普及课新
设

1979年2月∶
“关于福冈市
节水型水利用
等措施要纲”

1979年4月∶
“节水日”，
“节水徽标”
决定

1993年10月∶
长谷水库开始
供用

1998年2月∶
水质试验所新
建迁移

2000年4月∶
“福冈市水道
供水条例”施
行

2001年8月∶
猪野水库开始
供用

2002年7月∶
鸣渊水库开始
供用

2003年12月∶
水道局顾客中
心开设

2003年12月∶
“福冈市节水
推进条例”施
行

2005年5月∶
多多良净水厂
高度净水处理
开始

2005年6月∶
从海之中道奈
多海水淡水化
中心开始取水

※由于供水人口是根据推计人口算出，因而每次人口普查时均溯及修正(修正至2005年度)。 ※杂用水道设施设置数不包括地区型杂用水道。 ※年降水量∶福冈管区气象台(1月-12月)
※市民的节水意识是根据市政问卷调查得出。但( )内是根据水意识调查(水道局实施)得出。
1)供水普及率是以供水人口除以供水区域内人口得出。 5)有效水量为供水量中实际使用水量,不包括漏水量等。
2)水道普及率是以供水人口除以总人口得出。 6)有效率是以年有效水量除以年供水量得出。
3)一天平均供水量是以年供水量除以该年天数得出。 7)下水道普及率是以处理区域内人口除以总人口得出。
4)一人一天平均供水量是以一天平均供水量除以供水人口得出。

287日（5/20～3/24） 295日（8/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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