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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水 资 源 供 需 现 状 和 展 望
‘

梁瑞驹 杨小柳 王 浩

中国水利水 电科 学研 究院
,

北京
,

【摘 要 】 根据我国
、 、

年的工业
、

农业
、

城市生活用水和总用水量 资料
,

分析 了全 国水 资

源供需现状
,

对不 同地 区供水量的增长
、

供水水源构成和 用水结构 的变化进行 了剖析 还分析 了影响水

资源需求增长的人文
、

经济和 社会 因素
,

并对 世纪水资源总量
、

未来全 国各流域的水 资源配五方案作

了预 测
,

并在此基拙上提 出 了解决未来水 资源短缺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 水 资源 供需现状 供需展望 世纪

水资源在国 民经济发展 中的基础地位
,

决定 了它

的开发利用保护程度和状况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
,

成为国家经济和发展水平的标志 为了全面

贯彻江泽 民主席关于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水资源开发利

用方针
,

有必要根据我国水资源现状和未来需求加以

预测和判断

水资源供需现状

我国多年平均年降水总量 亿
,

其 中有

转化为地表和地下水资源
,

耗于蒸发量 多年

平均年径流总量 亿
” ,

地下水资源量 亿
“ 扣除重复计算量

,

多年平均年水资源总量为

亿
,

其中
,

河川径流为主要部分
,

约占 肠
·

据 年统计资料
,

全国人 口 亿
,

其中市

镇人 口 占 全 国耕地面积约 亿 “ ,

人均耕地

有效灌溉面积 亿
,

人均

全国工业总产值 万亿元
,

农业总产值 万亿

元
,

国内生产总值 万亿元

年全国总用水量约 亿
,

年达

到约 亿
,

年比 年增长了约 倍

其中
,

农业用水增长约 倍
,

达到 亿
,

占总用

水量的 工业用水量增长 倍
,

约 亿
,

占

总用水量的 城市生活用水量增长 倍
,

约

亿
,

占总用水量的 年全国总用水量达到

亿 按照供水和用水统计
,

两者有所不同
,

故

取平均值
,

比 年增长 了 其 中农业用水

亿
,

占总用水量的
,

比 年仅增加

工业用水 亿 , ,

占总用水量的
,

比

年增加 城镇生活用水 亿
,

占总用水

量的
,

比 年增长 倍左右

在 年供水总量 亿 中
,

地表水

亿
,

占 江河间调水 亿
,

占 地

下水供水 亿
,

占 污水再利用和其它供

水量仅占

年用水量 比 年净增 亿
,

年均增

长 亿
,

年增长率为 其中
,

北方地区 由于

资源不足
,

仅增加 亿
,

占 南方地区增加

亿
,

占

至于在供水量增长及供水水源的构成方面
,

各地

区有所不同 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

即 松辽委
、

海滦

河
、

黄河和 内陆河等流域片
,

年供水量 比 年

增 加 亿
,

年平均 增 长 亿
,

年增 率 不 足

增加的水量中
,

主要是地下水
,

它占总供水量的比

重 由 年的 上升到 年的 南方

地区 长江
、

珠江
、

华南诸河
、

东南诸河
、

西南诸河等流

域片 年的总供水量比 年增加近 亿
,

年增长率 左右
,

增加的主要部分是地表水供水

量 地下水开采量只略有增加
,

它占总供水量的比重从

年的 上升到

在 亿
” 的总供水量 中

,

城镇生活用 水约

亿
,

占全 国总用 水量 的 工业用水量约

亿
,

占 农村生活用水约 亿
,

占

农业灌溉用水约 亿
,

占 林牧

渔菜用水约 亿 “ ,

占

用 水 结构 也有 变 化
,

城镇 生 活 和 工 业 用 水
,

从

到 年
,

年 内净增 亿
,

前者的年增



长率为
,

后者则为 农业用水量从

年的 亿 到 年的 亿 左右
,

净增

亿
,

年增长率不到

在农业用水中
,

灌溉用水略有减少
,

林牧渔菜用水

略有增加
,

但总量增长不多 农业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

的 比重 由 年的 左右下降到 而工业

和城镇生活用水则有较大增长
,

占总用水量的 比重 由

年的 左右提高到 年的 其中
,

长江以南地区
,

工业用水年均增长率为
,

城镇生

活用水为 北方缺水地 区
,

工业用水年均增长

率为
,

而城镇生活用水则为

至于用水效率方面
,

工农业有很大差异 工业用水

重复利用率从 年的 左右上升到 年的

左右 北方缺水地区重复利用率一般可达 左

右
,

京
、

津
、

太 原
、

大 同
、

胶 东 半 岛等 地 区 甚 至 可达
,

与发达国家相距不远 但农业用水效率巫待提

高
,

渠系利用系数仅为 左右
,

单方水粮食生产效

率仅为

目前我国主要缺水地区包括 海河片的京津地区
、

河北中部南部地区
、

大同一朔州地区 淮河片的山东半

岛
、

南四湖地区 松辽片的辽 中南地区 黄河片及 内陆

河片的河西走廊
、

关中平原
、

太原盆地
、

塔里木盆地 长

江片的四川盆地
、

鄂北山区
、

衡邵丘陵区
、

南阳盆地
、

吉

泰盆地 以及沿海大中型城市和若干东南沿海岛屿

在现状用水水平下当出现 中等干旱情况 时
,

全国

需水量约为 亿
,

估计缺水量为 亿 左

右 如果考虑地下水超采和超标污水等不合理供水因

素
,

全 国缺水量应在 一 亿 之 间
,

其中仅城

市缺水一项就达 亿

世纪水资源供需展望

到 世纪中叶
,

我国人 口将增加至 亿左右

经济上
,

按人均计算要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
,

粮食

生产要保证基本 自给 为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并

节约土地
,

以及为改善农村的能源交通教育医疗等条

件
,

城镇化率将有较大幅度提高 因此对水资源的需求

在总量上和区域集中程度上均相应地有大幅度提高

影响需求增长的内因是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

量规模
,

两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 从而决

定了未来长期过程中需水增长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

根据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对其阶段性特点合

理判断
,

可以推测需求增长的未来变化趋势的基本格局

但是除了内在驱动因素外
,

未来需水增长还受到

外部条件诸如 水资源条件 如水资源的时空分布
、

区

域 内可供水量
、

工程技术水平和资金投入强度
、

水市

场发育和发展 如水价政策
、

水管理政策 如取水许可

制度
、

水资源管理年报制度
、

水资源费制度
、

累进制水

价和节水奖励政策 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采用人 口 与宏观经济数学模型以及近期实测数据

指标
,

借鉴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指标特征
,

在技术

路线上
,

以驱动需水增长的内因作为推测依据
,

以影响

需水增长的外部条件作为合理性判断准则
,

对预测结

果加以检验反馈和修正

具体来说
,

在人 口 预测 中
,

采用 年我 国第

次人 口普查数据建立动态的人 口 模型
,

分省区考虑 人

口 出生率
、

死亡率
、

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及总和 出生率
、

城 乡迁移率
、

省际 迁 移率 等 因 素
,

预 测 从 现 状 起 到

年的人 口及其地区分布 在经济发展预测 中
,

采

用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数据
,

考虑了不 同经

济部门间的投入一产出关系
、

不同地区间的物流调入

一调出关系和不同年度间的消费一积累关系
,

并考虑

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产出系数的变化趋势
,

据此
,

预

测从现状起到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
,

再利用不同发展阶段的稳定结构特征
,

借鉴发达国家

相应发展 阶段 的历史经验数据类 比外延
,

从而 预测

年的主要经验发展指标

为了提高需水增长预测的可靠性
,

推断了需水增

长到一定程度后将出现相对稳定点的科学假设
,

根据

预测的相对稳定点
,

经过从现状到相对稳定点之 间的

需水增长趋势的合理性分析
,

可得到各阶段需水的预

测值 根据经济发展的战略 目标和产业政策
、

农业发展

及灌溉面积的远景规划
、

城市农村工农业用水定额的

发展趋势
、

人 口政策及人 口年龄结构
、

城镇发展现状和

发展趋势
、

粮食需求规律
,

并借鉴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

验
,

判断 年前后我国的需水总量增长将出现的相

对稳定点 到 年的相对稳定点上
,

我国人 口将达

到 亿
,

城镇比率
,

人均 美元
,

人均

工业总产值 万美元 城镇生活人均用水定额
,

农村生活人均用水定额 工业用水重复

利 用 率
,

工 业 综 合 万 元 产 值 取 用 水 定 额

万元 灌溉面积 亿
“ ,

每公 顷单产为水

田
、

水浇地
、

旱地
,

平均单

方水粮食生产效率 灌溉渠系有效利用系数

中等干旱情况下
,

水 田公 顷均 灌溉水量
,

水浇地 林牧渔菜用水每年

全国需水总量 亿
“

全国及各流域需水总量预

测 一 。年 见表 年全国及分流域水资

源配置方案见表



表 需水总 预测 年 亿 表 年水资源配置方案构想 亿 耐

流流域片片 需水项项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年年

全全国国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

松松辽河河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

海海滦河河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淮淮河河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

黄黄河河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惬菜菜
小小小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长长江江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

珠珠江江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

东东南诸河河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仪沮采采
小小小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吧吧 , , 叶 叫

闷呻 、刹 户 卜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农村生活活
四四 阐 百子臼臼 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仪毽来来
小小小计计计计计计计计

内内陆河河 城市生活活

农农农村生活活

工工工业业

灌灌灌溉溉

林林林牧渔菜菜

小小小计计

流流域片片 地表供水水 地下供水水 处理回用用 外调水水 供水总量量

全全国国

松松辽河河

海海滦河河

淮淮河河

黄黄河河

长长江江

珠珠江江

东东南诸河河

西西南诸河河

内内陆河河

政策建议

建立水资源核算体系

水资源核算体系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水资源领域

内实现定量化的工具
,

也是改革水价体系和水投资体

系的基础
,

随着发展经济学
、

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

的崛起和发展
,

计算机技术的普及
,

建立和发展水资源

核算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水资源核算体系包括 统计

口径指标体系和统计报表的设计
、

水资源核算卫星帐

户与国民经济体系的接 口
、

水利产业分类投入产出的

分析
、

单位需水量参数分类和分区标准的制订
、

一体化

的水资源统计体系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和实施办法

的制订等 在分流域和分行政区的中长期供需计划业

已初步制订的基础上
,

通过有关部 门的协作
,

补 充城

市供水
、

城市节水
、

污水处理
、

生 态 环境用水 以及投

资与效益等方面 的资料
,

制订和 完善相应的技术规

范 同时
,

应在部 门 内进行水 资源和水环境会计的

试点

建立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价体系

世纪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方面包括水价管理和

改革不合理的水价体系 不合理的水价体系导致宏观

层次上的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
,

部门层次上的水相关

产业难以为继和用户层次上的用水浪费
,

总之
,

阻碍了

水资源基础产业的深化改革 首先是确定 目标水价
,

明

确水价是由资源所有权
、

资源开发利用成本
、

市场供应

关系三者组成 资源所有权由水资源费体现
,

资源开发

利用成本包括水文监测
、

水源保护
、

水源工程
、

城乡供

水工程
、

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等直接成本和 间接

成本 市场供求关系反映了稀缺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原

则
,

水资源使用者对于 由于减少当代人以及后代人的

潜在利用机会应付出补偿 在明确水价的计算原则后
,

可以从宏观经济学角度
,

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或可计算

一般均衡模型
,

计算出理论水价 再从会计学角度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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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文 学 研 究 与 进 且
‘

夏 军

武汉水利 电力大学
,

武汉
,

【摘 要 】 水文学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管理的一 门墓础学科 主要研究 自然界水的运动 变化
,

包含涉

及地球水圈一生物 圈一大 气圈各种尺度的水文循环过程及其对 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影响的相互作 用关

系 自然界中发生的洪水与干旱灾害及全球变化影响
、

与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密切联 系的水

资源水环境等
“

水 ”的 问题
,

是水文 学研究与应 用的主要对象 对近年来国际水文科学的研 究与进展进行

了概述
,

其中包括有 关全球变化研 究
、

流域水文模拟和洪水预报预誉 系统
、

水的 问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等专题
,

并提 出 了几 点认识和体会

【关锐词 】 水文学 气候 变化 洪水预报 可持续水资源 管理

引 言

水文学是研究 自然界水的科学
,

它包含涉及地球

水圈一生物圈一大气圈各种尺度的水文循环过程及其

对 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影响的相互作用关系 它涉及

地表水
、

地下水
、

陆地侵蚀与泥沙
、

冰雪
、

水质
、

水资源

系统
、

水文遥感及资料传输
、

大气 土壤一植被关系和

水文示踪等各方面
,

覆盖面之广
、

联系领域之多
,

说明

水文科学的重要性和它的实际应用意义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

国际水文科学发展较快且十

分活跃 由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水文计划

一
,

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国际水文

科学协会 和世界气象组织 等实施 了

一系列国际水科学计划
,

如国际水文十年
,

国际

水文计划
,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

全球能

量和水循环试验项 目
,

和 国际地圈生物 圈

计划 等 另外
,

每隔 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地

测量及地球物理学联合大会 是世界性地球科

全成本水价
,

统一理论水价与全成本水价得到 目标水

价 然后进一步制订 目标水的收费体系
,

逐步改变 目前

水资源费水费排污费分别收费的状况 在研究水价价

位与国民经济价格体系的相对合理性
,

测算水价调整

的社会承受能力和城镇居 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
,

制订

与实施水价调整策略一

向一体化的水资源体系过渡

广义的水资源管理
,

涉及需水管理
、

供水管理
、

水

质管理
、

水价管理
、

水投资体系管理
、

水固定资产经营

管理体系以及水行政管理体制 统一以流域为基础的

水管理事权
,

建立水务局统管城镇与水有关的各项事

业是十分必要的

建立节水奖惩机制

在不同的地区
,

根据地区特点
,

制订合理的用水标

准
,

建立根据用水标准进行用水及耗水的量测与监控

体制
,

实行节约用水有奖和 用水水价累进制度 和 浪

费水罚 款制 度
,

大 力 扶持设 施 的研制 投 资 和 推 广

应用

现代企业制度特点的水投资体系的试点

通过水价调整和 加强政府管理职能
,

形成 以 国

有资产为主 的区域性水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 团
,

以

产业集团为业主
,

以流域整体开发和 利用为基本 内

容
,

多渠道融资
,

发挥 中央
、

地方和社会各方面的积

极性
,

滚动开发
,

逐步扩大产业集团
, 参加本文工作的还有 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 究院陈敏

建
、

汪党献
、

沈大军
、

张象明
、

马滇珍
、

贺伟程
、

甘私
、

肖玉泉
、

刘玉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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