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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  教授   王洪臣  
 

  我国水资源总量占全球的 6%，居世界第四位。虽然总量较大，但人均只有 2300 立方米，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人

均水资源量还将继续降低。 
  我国水资源的一大特点是年际水资源量差别较大，且随着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水资源的

年际变化还将进一步加大。另一个特点是南北分布严重不均。南方区拥有北方区 5 倍的水资源总

量和 3 倍的亩均水资源量，水资源空间分布和我国土地资源、人口分布不相匹配。我国水资源的

特点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用水量不断增加，水资源短缺问题不断加剧。水资源问题已经成

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考虑到水资源的年际变化和分布不均，我国用水量已经接近

可利用水资源量。事实上，这只是水量平衡基础上的资源型缺水，我国同时还面临着水质型缺水

问题。水污染导致水资源质量大大降低，使水资源问题进一步恶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

约因素。 
  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唯有循环利用，才能使

有限的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2010 年发布实施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对于解决我国的水资

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和重大战略意义。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6700 亿立方米以内；到 2030 年，全

国用水总量高峰力争控制在 7000 亿立方米以内。要实现这一目标，一要节流，二要开源。 
  关于节流，《规划》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到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到 120 立方米、65 立方米，均比现状降低 50%，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从

0.48 提高到 0.55；到 203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

到 70 立方米、40 立方米，均比 2020 年再降低 40%，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要提高到 0.60。 
  关于开源，通过流域调水即使实现了水资源在地域上的均匀分布，也不能解决全国水资源短

缺的根本问题。海水淡化未来会成为水资源的有效补充，但无法成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根本手段。

因此，只有水资源循环利用，才是破解我国水资源短缺难题的根本途径。废水和污水经过不同深

度的处理，可大量回用于工业用水、除直接饮用以外的各类生活用水、农业灌溉用水和生态环境

用水等方面，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水资源的可持续循环利用是一项跨行业的系统工程，

涉及建设、水利、环保、农业以及工业等部门，因此，有必要统一编制《国家水资源可持续循环

利用总体规划》，为解决我国水资源紧缺问题奠定基础。 
  随着国家对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水循环利用产业将成为投资热点，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循

环利用产业发展大有可为。目前，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竞争水平较低，大批污水处理厂将面临提

标和提效改造，设备也将面临更新换代。值得注意的是，更高效的污水处理技术，污水处理厂运

营管理的新模式，都将是新的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