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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基础
,

是不可替代的物质
。

现代化城市供水和排水设施是保障城

经济活动
、

居民生活和健康的重要基础设施
。

由于城市在较小的空 间内聚集 了大量人 日 和产

业
,

因此
,

城市对水的需求更显重要
,

缺水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也尤为突出
。

城 市缺水是人

类面临的人 口
、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集中表现
。

我国城市缺水从 年代开始显现
,

年代进

一步发展
,

年代 日趋尖锐和普遍
,

现 已面临严峻形势
,

鱼需尽快解决
。

城市供水

改革开放以来
,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

城市化进程加快
,

截至 年城市供水 已投资

亿元
,

平均每年递增 日供水能力
“

六五
”

期间为 万平方米
, “

七五
”

期 间近 万立 方

米
, “

八五
”

期 间前 年为 万立方米 城市 日供水能 力 亿立 方米
,

供水 人 口

亿
,

供水人 口 普及率
,

人均 日用供水量 近 升 均未计暂住和流动人 口 全年供水

量 亿立方米
,

其中生产用水量 占
、

生活用水量 占 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从 年不到 提高到
,

北方缺水地区大城市达
,

十多年来累计节水近 亿立

方米
。

但全国城市节水工作发展还很不平衡
,

由于产业部 门中为数众多的骨干企业大多数设

备陈旧
、

工艺落后
,

且多为耗水型
、

污染型企 业
,

加 以水价偏低
,

不能激励 产业部 门对节

水
、

减污的资金投人
。

目前
,

我国大部分产业部门单位产量或产值取水量与国外先进国家相

比约落后 年
。

研制和推广卫生洁具工作
,

虽有较好进展
,

但仍任重道远
。

城市缺水原因及对策

城市缺水是指城市供水不能满足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合理需求
。

其原 因是 多方面 的
,

主要有

城市可用淡水资源匾乏

我 国水资源 时空分布不均
,

水资源总量仅 占世界总量 的
,

人均 占有量仅 立方

米
,

居世界第 位 但却承受着 占世界 人 口 的经济发展和生活需求
,

已被列人世界

个最贫水的国家
。

海滦河
、

淮河
、

辽河和黄河流域工农业发达
、

人 口集中
,

多年地表水已基

本断流
,

地下水超采 已出现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
,

连同部分沿海地区可用淡水资源匾乏 的共

有 个城市
,

北方和部分沿海地区在长期开展节约用水和就近开发可用低质水资源的前提

下
,

为满足今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最低用水需求
,

加快实施一批跨地区
、

甚至跨流域引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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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水骨干水源工程也是需要 的
。

城市供水设施能力不足

由于城市供水设施历史欠账和投资不足
,

供水能力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
,

长期依靠

挖潜维持用水需求
,

造成许多城市公共供水设施长期超负荷运行
,

供水管径偏小
,

管道锈蚀

老朽 用水高峰时水压低
、

水质差
,

使工厂不能正常生产
,

人 民生活用水 困难
。

据对

年有统计资料的 个城市公共供水高峰 日设施负荷率
、

用水人 口 普及率和人均 日生活用水

量三项指标进行考核研究结果表明
,

供水设施高峰 日负荷率超标准的有 个城市
,

供水设

施能力短缺 万立方米 日
,

占当年实际供水量的 件
,

主要分布在特大
、

大城市和中部地

区城市
,

而供水设施中配水管网能力不足也是造成缺水的一个重要方面 用水人 口普及率低

于标准的有 个城市
,

主要分布于北方寒冷和中部地区
,

且以中小城市为主 人均 日生 活

用水量低于标准的有 个城市
,

主要分布在北方寒冷和中部地区
,

也以中小城市为主
,

表

明中小城市供水设施不足和不普及
。

改革开放以来
,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基建投资 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不足
,

口缺

水 万立方米
,

考虑供水设施建设应较生产建设超前
,

近期 年 以前 还清欠账以

基本解决城市缺水问题
,

应达到
,

以后再降至 为宜
。

在 目前城市缺水给我 国国 民经

济和人 民生活带来工业产值损失近 亿元
,

相应减少利税 收人 亿元 均为影 子 价

格
,

万城市人 口不能正常生活
,

而国家又无经济实力进行大量资金投人 的情况下
,

水

价的合理调整
,

水行业经营体制的改革是解决 目前城市供水资金不足无力扩大再生产
、

水行

业政策性亏损的必由之路
。

合理水价不仅可吸收国内外资金的投人
,

发展供水以满足社会发

展和人民生活提高对水的需求
,

且可激励企业和家庭节约用水
、

合理用水
,

进而解决水环境

的污染 据国内外经验
,

发展中国家用水户需求的价格弹性系数一般为 一 一 一 ,

我国

上海为 一 ,

即水价每提高
,

需水量将下降 需水量 的收人弹性系数为
,

即收

人增加
,

用水量需求将增加
。

这充分说明了水价对用水需求的调控作用
。

此外
,

合

理的水价既可降低用水的不合理需求
,

减少污水排放量
,

同时也可将满足过量用水需求而建

设供水工程所需 的资金投人转为增加水污染治理 的资金来源
。

因此
,

合理调整水的价格
,

是促进解决供水
、

水污染治理和再生利用工程建设资金的筹集
、

节水措施的有效实施
,

产业

结构的调整及合理布局
,

以实现水资源持续利用等一系列 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最佳解决途

径
。

水源污染 日趋严重

长期以来
,

我国未能采取有效政策使粗放型
、

高耗水
、

高污染型企业得以改造
,

水污染防

治技术失误致使效益低
,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明确的水污染防治 目标
,

水污染防治费用不足
,

大量城镇污水 以工业污废水为主 未经处理或经处理但未达标就直接排人水域
,

已造成

以上的城市河段受污染
,

以上的城市水环境恶化
,

近 的重点城镇集中饮用水源不

符合取水标准
,

全国饮用水源污染的主要城市有 个 尤以南方经济发达地 区地表水源污

染为最
,

因水源污染导致城市缺水量 占总缺水量的 一
。

应加强对城市水资源优化分

配
,

优水优用于饮用水外
,

还应及早调整水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现阶段应增加资金投入
,

首

先加快工厂内部清水与污水分流
、

市政排水
、

雨水与污水分流的管网建设
,

以实现
“

开源节

流
,

分流减污
”

的技术政策
。

在完善排水管网的基础上
,

发展以集中处理为主
,

分散处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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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
、

普及一级和一级半处理
,

然后再逐步提高的水污染综合治理策略
,

实现
“

净化再用
” ,

促进水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利用
。

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
,

强化污水收费管理
,

鼓励低质水资源

综合开发的优惠政策
。

尽早理顺城市水资源的管理
,

提高对水的价值及其商 品属性 的认识
,

以利于提高

城市水工程的投资效益
,

加快资金 回收
,

彻底解决城市缺水间题
。

城市供水中长期规划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

产业结构调 整等
,

并参照 国外成功经验
,

确定

刃 年基本解决城市缺水
,

世纪初进人城市供水与经济发展和 生活水平提高相 适应协调

的阶段
。

为此
,

年至 年期间需投资 亿元 其中公共供水工程 为 亿元
,

增加 日供水能力为 亿立方米 其中公共供水能力为 亿立方米
。

相应城市公共排水

和污水集中处理工程投资为 亿元
,

可基本实现 《中国 世纪议程 》要求
,

保障我 国实

现小康水平的用水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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