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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能够支撑 中高速经济增长吗
＊

张培 丽 王晓 霞 连 映 雪

内容提要 ：在我 国 资源 环境已 成为 经济发展重要制 约 因 素 的情况 下 ，
我 国水资 源还 能否 支撑经

济 的 中 高 速增长 ，
就成 为我 国 实现

“

中 国 梦
”
必须 解决 的重 大课题 。 本文通过构建用 水 系数 ，运用 日

本、韩 国 在工 业化 、城市化进程 中 用 水 系数的 经验数据 ，
揭示 出 用 水 系 数的 变动规律 ，

即在 工业化 、

城市化进程中 ， 用 水 系数维持在较 高 区 间 甚至持续上升 ，
只有 当 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结束后 ， 用 水 系

数才开始 下 降 。 因 此 ，在我 国 尚未 实现工业化 、城市化的 中 高速增 长 阶段 ， 经济发展对水资 源 的 需

求将会上升并 维持在较高 水平 ，但我 国 的水资源 总量能 够 支撑 中 高 速经济增长 。

关键词 ： 中 高速经 济增长 用 水 系数 用 水变动一般规律

我国经过 3 0 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资源环境面水资源集 团预测 ，到 2 0 3 0 年 ，仅 中 国 的工业用水需

临 巨大压力 。 高速经济增长对世界资源的大量需求求就将超过 3 0 0 0 亿立方米 ， 缺 口达 2 0 0 0 亿立方米

不断引 发世界
“

谁来养活中 国
”

的担忧 ， 甚至美 国放 （埃里克 ？ 迈耶 ， 2 0 1 4 ） 。 针对我 国 《全 国水资源综合

言必须遏制中 国的发展 。 虽然我国主动调整进入中规划 》设定的 到 2 0 3 0 年用水量控制 在 7 0 0 0 亿立方

高速经济增长新常态 ，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所减轻 ，米 的 目 标 ，许多机构和学者认为规划设定 的用水 目

但我国仍需要解决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标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用水缺 口
。 比如 ， 刘 昌 明 等

问题。 本文试 图运用新 的预测方法探讨我 国水资源（ 2 0 0 1 ）认 为 ， 到 2 0 3 0 年 我 国 水资 源 需 求 总量 为

对中高速经济增长 的支撑强度 。 6 8 8 0
？

7 5 7 3 亿立 方米 。 沈福新 等 （ 2 0 0 5 ） 认为 ， 到

2 0 3 0 年我国用水总量合计为 7 2 7 7 亿立方米 。 中 国
＿

、文献综述
工程院 （ 2 0 0 0 ） 预测指出 ，到 2 0 3 0 年用水峰值 ，

我国

近年来 ， 国 内外许多学者对我 国经济增长 的水用水总量为 7 0 0 0
？

8 0 0 0 亿立方米 ，全 国实际可能利

资源支撑是否存在缺 口表示出 了极大 的关注 ， 根据用的水资源量约为 8 0 0 0 ？ 9 5 0 0 亿立方米 ，需水量接

各 自 的研究和预测 ，得出 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近可能利用水量 的极 限 。 麦肯锡 （ 2 0 0 9 ）预测 ，我 国

1 ． 存在 巨 大 的 水资 源缺 口
。 诺 贝 尔经济学奖 2 0 3 0 年水资源需求量将 达到 8 1 8 0 亿立方米 ；姚建

获得者罗伯特 ？ 福格尔 （Ｒｏ ｂｅｎＦｏｇｅｌ
，

2 0 1 0 ） 认为 ，文等 （ 1 9 9 9 ）基于宏观经济指标预测指 出 ，到 2 0 3 0 年

中国完全有潜力再实现 2 0？ 3 0 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我 国用水 总 量 为 7 8 0 0
？

8 2 0 0 亿立 方 米 ； 陈家 琦

但必须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制约 。
ＢＷＣＨＩＮＥＳ 中文（ 1 9 9 4 ）分别预测了农业 、工业和生活用水量 ，三者加

网 （ 2 0 1 1 ）也发文指 出 ，水资源匮乏成为制约 中 国发总得出 ，到 2 0 3 0 年全国需水总量可能达到 1 0 1 4 8 亿

展 的 头号 问题 。 量 子 基金 创 始人吉姆 ？ 罗 杰斯立方米 。 张 培丽 （ 2 0 1 1
）则 按 照 7 ％ 的 经济增 长速

2 0 1 2 年在谈到中 国发展面临 的 困难时 ，也将水资源度 ，根据《全 国水资源综合规划 》 中确立 的万元 ＧＤＰ

问题列为 唯一 令人感 到忧 虑 的 问题 。

？
Ｃｏｎｓｏｎｅｒ ｙ用水量 目标测算认为 ，

2 0 3 0 年全国水资源需求总量

（ 2 0 1 0 ）也认为 ，中 国 目前 巳经面临严重 的水资源短将达到 1 0 7 8 0 亿立方米 。

缺 ，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使这
一

问题雪上加霜 。 美国 2 ． 不存在水资 源缺 口 。

一些 国 内学者认为 ，我

＊ 张培丽 ， 中 国人 民 大 学 中 国 经济改革 与发展研 究 院 ， 邮政编码 ＝
1 0 0 8 7 2

， 电 于邮 箱 ：
ｚｈａｎ

ｇｐ
ｌ＠ 1 2 6 ． ｃｏｍ

；
王晓 霞 ， 中 国 人民

大 学 环境学 院
；

连 映 雪 ， 国 家进 出 口银行 。 本成果受 国 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保 陣 国 民 经济 可持 续发展 的 水利投资最优 规模

研 究
”

（ 1 2ＣＪ Ｌ 0 6 5 ）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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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到 2 0 3 0 年 的用水量完全可 以控制在 7 0 0 0 亿立方 （ 2 0 0 5 ）对北京市工业用水量随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而

米的 目标 内 。 这包括两种看法 ：

一是我国未来用水量变化的趋势进行检验也发现了 明显的库兹涅茨曲线

远远低于该总量目标 。 何希吾等 （ 2 0 1 1 ）指 出 ，
我 国需特征 。

水量最大值将达到 6 3 0 0 亿立方米左右 。 二是我 国未在用水量呈现库兹涅茨 曲线变化 的情况下 ，
预

来用水量基本相当于设定 目标 。 柯礼丹 （ 2 0 0 4 ）指 出 ， 测我 国 的用水量变化 ，就不能简单地用我 国 已 有的

用水量在经历经济发展初期的高增长后 ，增长率将逐用水量数据 ， 因为我 国用水量仍处在库兹涅茨倒 ｕ

渐接近于人 口增长率 ，所以可 以用人均综合用水加趋型变化的上升 阶段 ，至多处在缓慢上升阶段 。 在此

势微调方法进行预测 。 2 1 世纪中 叶 ，我国人 口达到 ． 数据基础上对未来用水量进行预测 ， 必然会得 出偏

高峰时 ，总用水量也将达到顶峰 ，为 7 0 0 0 亿立方米 。高的预测数据 。 但是 ，如果用发达国家处在倒 Ｕ 型

学者们之所以在用水缺 口上存在 巨大分歧 ， 主变化下降阶段的数据 ，则用水量的预测数据会偏低 。

要原因在于他们使用 的水资源需求预测方法存在缺为 了解 决水 资源需求 预测方法存在的 以上缺

陷 。 目前学者们对水资源需求的预测方法 ， 主要是陷 ，科学判断我国 的用水定额变化 ， 为 中高速增长奠

依据对未来经济增 长和用水定额变化趋势的 判断 。 定稳固 的水资源基础 ， 就必须 寻求更为科学的水资

其中 ，对经济增长的 预测依据我 国经济发展 的 中长源需求预测方法 ，而关键在 于找到 与我国 目前推进

期 目 标 ，相对容易估计 。 但是 ，用水定额变动趋势判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基本相似 的构建

断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

一

是足够长时间 的数据资科学预测方法的完整的库兹涅茨倒 Ｕ 型变化数据 。

料 ；
二是在足够长的 时间 内包含了工业化 、城市化和一＾

＿

产业结构的升级 。 这是 因为 ，经济增长与用水量之
—

间不是一个线性变化的过程 ， 而是呈现 出倒 Ｕ 型 的我们改善我国水资源需求预测方法缺陷 的基本

变化趋势 。 对此 ，学者们的 实证研究 已经给予 了证思路是 ，选用 日 本和韩 国实现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

明
。
Ｂａｒ ｂｉ ｅ （ 2 0 0 4 ）将水资源约束引人 巴 罗 的经济增化进程中的用水数据 ，通过构建用水系数 ，即用水量

长模型 ，实证得出 经济增长同水资源有效利用率之增长率与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的 比值 ，表示出在经济发

间存在倒 Ｕ 型关系 。 Ｃｏ ｌ ｅ （ 2 0 0 6 ） 利用面板数据也展的每一个时间点上实际 ＧＤＰ 增长一个百分点用

验证了人均用水量与人均收入之间 的倒 Ｕ 型关系 。 水量增长的百分比 ，勾勒出实现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

张亮 （ 2 0 1 3 ）发现 ，先行国家用水量都经历了
“

快速增代化进程 中用水系数的变化规律 。 然后运用不 同发

长
一

缓慢增长
一

稳定
一缓慢下降

”

的库兹 涅茨倒 Ｕ展阶段用水系 数的规律变化 ，描绘我 国实现工业化 、

型变化过程 ，而库兹涯茨拐点
一般 出现在人均 ＧＤＰ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用水量的变化规律 。 最终根

位于 1 5 0 0 0
？

2 0 0 0 0 国 际元 的 区间 。 李周等 （ 2 0 0 9 ）据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 ，测算出 支撑

利用美 国 、瑞典 、 日 本 、荷兰 四个发达 国家的 时间序我 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水资源需求 。

列数据和世界 5 2 个 国家 1 9 9 0 年代末 的横截面数这里的关键是 ， 为什么选取 日 本和韩 国实现工

据 ，也证实了水资源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 。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 的用水数据作为预测

总体而言我 国用水量与经济规模 尚未呈现倒 Ｕ我 国未来用水量变化的依据 。 对此 ，我们主要基于

型特征 ，但 已经 出现增长速度减缓 的趋势 。 如汪奎以下考虑 ：

等 （ 2 0 1 1 ）发现 ，我 国 1 9 9 8 年到 2 0 0 8 年 的用水量与 1 ． 日 本和韩 国 都是后发 国 家 。 作 为后发 国家

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状态 ， 具体表现为在经 济发展都有
一

个加快发展 ，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 ，从而

的初期阶段 ，用水量 随着 ＧＤＰ 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在经济运行上表现 出不 同于先发 国 家 的特征和规

当 经济发展到
一

定程度之后 ， 用水 量随经济增长而律 ，而且 日本和韩 国在现代化 的追赶过程 中都跨越

增长的趋势减慢 ， 即 经济 的快速增 长和用水量的缓了
“

中等收人陷 阱
”

，先后实现了现代化 。 我 国虽然

慢增加同 时 出 现 。 随着我 国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现在还是发展中 国家 ，但根据
“

两个
一百年

”

的奋斗

式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 ，我国用水量的目 标 ， 到 2 0 5 0 年左右将基本实现现代化 ，成为 中等

变化
一

定会呈现 出符合
一

般变化规律 的倒 Ｕ 型特发达国 家 。 因 此 ， 与 日 本 、韩 国跨 越
＂

中 等收 入陷

征 。 实际上 ，
我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了倒 Ｕ 型特阱

”

，实现现代化的追赶进程具有相似性 。

征 ，如在人均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 ，只是刚刚走 2 ． 日 本和韩 国 都 经 历 了 2 0
？

3 0 年的 高 速增

过拐点 ，下 降速度 比较缓慢 （刘渝 ，
2 0 0 8 ）

。
孙振宇等长 。 日 本从 1 9 5 6 年到 1 9 7 3 年的 1 8 年间 ，年均增长

—

8 8—



《 经 济学 动 态 》 2 0 1 5 年 第 5 期

率超过 9 ． 2 ％ ，其中 有 七个年份实 现 了两位数 的增化 ，使用韩 国 国土交通部 国家水资源管理综合信息

长 。 1 9 6 7 年 日 本 国 民生产 总值超过 英 国 和法 国 ，系统 1 9 6 5 

—

 2 0 1 0 年水资源数据和韩 国银行经济增

1 9 6 8 年超过西德 ， 成为在总量上仅次于美 国 的世界长数据测算其用水 系数变化 ， 该时 间段涵盖 了 日 本

第二大经济体 。 但到 1 9 7 4 

—

1 9 9 0 年 ， 日本年均增长和韩 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 的部分时期 。 该时 间段可

率降为 3 ． 8 ％ 。 1 9 9 0 年后的 2 1 年 间 ，年均增长率跌以清晰刻画 日 本和韩 国用水量在不同经济发展 阶段

至 0 ． 9 9 ％
。
韩国 从 1 9 6 3 年到 1 9 9 1 年近 3 0 年间 ，的变化情况 ， 揭示用水系数的变动规律 。

年均经济增长 率达 到 9 ．6 ％ ， 如 果剔除 因 为 国 内 政我们构建用水系 数的 目 的 ，在于找 到在不同 的

治动荡导致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的 1 9 8 0 年
？

，年均增发展阶段上 ， ＧＤＰ 每增长
一个百分点 ， 用水量增长

长率高达 1 0 ． 4 ％ 。 1 9 9 2 年后的 2 0 年间 ，韩 国经济的百分 比 。 剔除经济增长速度高低变化对用水总量

增长速度有所 下降 ，年均增速 降为 5 ． 2 ％ 。 我 国也的影响 ， 找到 用水量变化的最基本单位 。 然后 ， 以此

已 经历 了 3 0 多年的高速增长 ， 现正处于 7 ％左右 中为 单位 ，就可 以更加准确 地预测我 国在不同 发展阶

高速增长 的新常态阶段 。 相 同的高速增长经历对用段上 ＧＤＰ 的增长对用水的需求量 。 由 于在经济发

水量的需求具有相似性 。展 的不同阶段上 ， 用 水系数是不同 的 ，这样我们根据

3 ． 曰 本和韩 国 在 经济发展过程 中 都 实 现 了 经不 同 的用水系数 ，可 以对用水量进行分段计量 ，最后

济转 型 的 成功 。 进人 中等 收人发展 阶段 的 国家 ， 要加 总 出我 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用水量 ，避免

跨越
“

中等收人陷 阱
”

，都需要完成经济转型 升级 ，或对用水 总 量进 行 简 单 的 线性 预测 的 估 计不 准确

者说 ，是否完成经济转型 升级 ， 是跨越还是陷入
“

中问题 。

等收人陷 讲
”

的分水岭 。
我 国正处在跨越

“

中等收人＝

陷阱
”

的发展 阶段 ， 正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主要依
̄

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 目前各种转型升级的趋向 表根据 以上研究思路 ， 我们分别 对 日 本和 韩 国 的

明 ， 我 国无疑将跨越
“

中等收人 陷阱
”

。 因此 ，我 国完用水变化做出 归纳 总 结 ，然后从 中揭示 出 用水需求

成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历程与 日 本和韩 国 的发展具的变化规律 。

有相似性 。（

一

）
日 本用水 的变化

4 ． 曰 本和韩 国 都 是亚 洲 国 家 ， 具有文化 上 的 相 1
． 用 水增 长 率 。

1 9 6 3 年以后 ， 日 本的用水总量

似性
。
文化作为非正式制 度安排 ， 对一 国 的经济发先是快速上升 ，然后增速有 所放缓 ，

1 9 9 4 年后 基本

展和生活方式具有约束性 ，形成独有 的特征 。 我 国保持不变 （见 图 1 ） 。 然而 ， 日 本用水增长率却 表现

与 日本和韩 国 同属儒家文化 ，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 ，为逐步下降 ， 尤其 自 1 9 7 3 年开始 ， 用水增长率 出 现

从而也就决定 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具有很大的相大幅跳水 ，从 之前 的 6 ％ ？ 1 0 ％ 区 间 下 降至 2 ％ ？

似性 。 4 ％ 区间 ， 1 9 7 4 

—

1 9 8 3 年的十年 间 ， 日 本用水增长率

在数据的选取上 ， 我们使用 日本 总务省统计局频繁波动 ， 1 9 8 4 年后 下降至 2 ％ 以下 ，
1 9 9 4 年后进

1 9 6 3 

—

 2 0 0 2 年经济 和 用水数据测 算其用水系 数变入零增长阶段 （见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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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 本用 水 总 量

数据 来 源 ：
曰 本总 务省 统计局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ｓ ｔａ ｔ ．

ｇ
ｏ

．

ｊ
ｐ／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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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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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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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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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

？？？？ ？

？？
？？ ？？

0Ｉ Ｉ


1

 
11

？
？？ ？
 1

？
？

－

0 ． 0 2 
Ｌ

1 9 6 0 1 9 6 5 1 9 7 0 1 9 7 5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年份 ）

图 2 日 本 用 水量增 长 率

数据来 源 ：
根据 曰 本总 务省 统计 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 ｔ
． ｇ

ｏ ．

 ｊ ｐ ／ ）计 算 。

2 ？ 用 水 系数 。 当 我们将 日 本经济增长与 用水规律 的较 大 幅度波 动 ， 平 均值 为 0 ． 6 1
， 是 1 9 6 4 

—

量进行关联 ，测算用水 系数时发现 ，
日 本用水系数表 1 9 7 3 年的 7 2 ％ 。 该段时期是 日 本工业化结束 ，并开

现出 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见图 3 ）
。

（ 1 ）从 1 9 6 4 年到始 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 时期 ，经济增长 由 高 速下

1 9 7 3 年 ， 日 本用水系数基本稳定在 0 ． 5 到 1 的 区 间降至 中速 ， 十 年间 年 均经济增 长速 度约 为 3 ． 4 ％ 。

内 ，平均值 为 0 ． 8 5 ， 即 实际 ＧＤＰ 每增长
一个 百分（ 3 ）从 1 9 8 4 年到 1 9 9 4 年 ， 日本用水系数相对 比较平

点 ， 用水总量增加 0 ． 8 5 个 百分点 ，这是 2 0 世纪 6 0稳 ，基本维持在 0
？

0 ． 5的 区 间 内 ，平均值为 0 ． 4 3
， 仅

年代 以后用水系数较高 的时期 。 而该时期恰恰正是为 1 9 6 4 

—

1 9 7 3 年的 5 1 ％左右 。 （ 4 ） 1 9 9 4 年以后 ， 日

日 本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 ， 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本需水量基本保持零增长 ，需水系数为 0 ，进人用水

期 。 （ 2 ）从 1 9 7 4 年到 1 9 8 3 年 ， 日本用水系数呈现不零增长阶段 。

2 ． 0 0

「

1
． 7 5 

－

1 ． 5 0 
－？？？

1 ． 2 5 
－

1 ． 0 0 
－

？ 畚
？

0 ． 7 5 
－

？

？

？
？ ？ ＊？

？
？？

0 ． 5 0 
－

 4？ ？

0 ． 2 5
－？ ？

？ ？
？
？ ？

0


1


1


1

＾－ｉ


Ｉ


Ｉ

‘？Ｉ

－

0 ． 2 5
－

？

－

0 ． 5 0 
？

－

0 ． 7 5
■

－

1 ． 0 0 
－

？
－

1
． 2 5

？

1 9 6 0 1 9 6 5 1 9 7 0 1 9 7 5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1 9 9 5 2 0 0 0（ 年份 ）

图 3 日 本 用 水 系 数

数据 来 源 ： 根据 日 本总 务省统计局 （ ｈ 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ｓ ｔａ ｔ ．

ｇｏ ．

ｊ ｐ／ ）计算 。

（
二

）
韩 国 用水的 变化上升到 1 9 9 0 年的 1 ． 7 4 ％ ，

1 9 9 0 年之后韩 国用水增

1 ． 用 水增 长 率 。 韩 国用水总量？
以 1 9 9 6 年为长率转为波动 中不断下降 ， 2 0 0 1 年开始 ，大部分年

界 ， 之前表现为 明显的上升趋势 ，之后保持稳定或有份表现为负 增长 （见图 5 ） 。

所下降 （见 图 4 ） 。 然而 ，与 日 本相 比 ， 由于韩 国 用水 2 ． 用 水 系 数 。 将用 水与经济增长关联测 算 韩

量基数要远远高于 日 本④
， 韩 国用水增长率整体上国 的用水系 数发现 ， 与 日本相 比 ， 韩 国用水系数较 日

日 ；

本更低 ， 即每单位 ＧＤＰ 增长所需水资源增长幅度更

韩 国用水增长率先是在波动 中不断加速 ，该趋 小 ，约为 日 本用水系 数的十 分之一左右
15

，但也表现

势一直持续 到 1 9 9 0 年 ， 增长率从 1 9 6 6 年的 0 ． 2 8 ％出 了与 日 本相 同的变化特征 （见图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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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韩 国 用 水总 量

数据 来 源 ： 韩 国 国 土 交 通部 国 家 水资 源 管理综 合信 息 系 统 （ＷＡＭ Ｉ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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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韩 国 用水量增 长率

数据 来 源 ： 根据韩 国 国 土 交 通部 国 家水资 源 管 理 综 合信 息 系 统 （ＷＡＭ Ｉ Ｓ） 资 料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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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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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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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韩 国 用 水 系 数

数据 来 源 ： 根据韩 国 国 土 交 通部 国 家水资 源 管 理综 合信息 系 统 （ＷＡＭ ＩＳ ）资 料计 算 。

（ 1 ） 1 9 6 6
—

1 9 7 2 年 ，除个别年份外 ，用水系数基水系数为 0 ．1 2 5
， 明显高 于前一个阶段 。 这段时期 ，

本稳定在 0 ． 0 2 到 0 ． 0 8 5 的 区 间 内 ，剔 除 1 9 6 9 年负韩 国 以
＂

三五
”

（ 1 9 7 2 

—

 1 9 7 6 ）和
“

四五
”

（ 1 9 7 7 

—

1 9 8 1 ）

增长 的异常值外 ，平均值为 0 ． 0 5 ， 即实际 ＧＤＰ 每增两个五年计 划 为 中 心 ， 开始实施
“

重 化工业 发展计

长一个百分点 ， 用水量增长约 0 ． 0 5 个百分点 。 这是划
”

，耗水较多 的钢铁 、 石化等重化工业取得快速发

韩 国加速工业化和经济 高速增长时期 ， 该时段韩 国展 。 （ 3 ） 1 9 8 2 

—

1 9 9 0 年 ， 韩 国用 水系 数仍然保持 了

年均经济增长高达 9 ． 8 ％ 。 （ 2 ） 1 9 7 3 

—

1 9 8 1 年 ，韩国上升态势 ，维持在 0 ． 1 1
？

0 ． 1 9 区间 ，剔除 1 9 8 5 年负

用水系 数表现 出 较大的 波动 ，但基本延续了上升势增长的异常值外 ，平均用水系 数为 0 ． 1 2 1 ， 经济增长

头 ， 而且 部分 年 份 出 现 突 变 性 高用 水 系 数 ， 剔 除所需水资源增长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 这段时期韩

1 9 7 7 年和 1 9 8 0 年两个 负增长 的异 常值外 ， 平均用国仍然处于重化工业化 阶段 ，也是其 经济平均增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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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 阶段 ，年均经济增长达到 1 0 ％ 。 （ 4 ） 1 9 9 1 年数达到最高水平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结束 、进入高收

韩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结束 ， 以此为界 ，韩国 的用人发展 阶段之后 ，用水增长率和用水系数转为下 降

水系数开始转为下降 ，但下降幅度较小 ，
1 9 9 1 

一

 1 9 9 8（见表 1 ） ；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大约 2 0 年左右 ，

年 间大部分年份用水系数仍然处于与上一时段相当用水增长率和用水系数进人零增长或负增长阶段 。

的 区间之内 ，到 1 9 9 9 年才开始大幅下降 ，进入 2 0 0 1日本 、韩国经济增长与用水增 长率和用水系数

年之后 ，大部分年份用水系数为负值 。变化的规律 ，
也进一步验证了库兹涅茨倒 Ｕ 曲线 的

（
三

）
后发国家用水变化的一般规律存在 ，同时也表明 日本和韩国 的用水变动 ，虽然在具

通过以上对 日 本和韩国经济增长与用水变化的体发展阶段上表现 出不 同的特征 ， 但就总的趋势而

实证分析发现 ，
两 国用水增 长率和用水系数变化均言是符合世界各国共同的用水变动特征的 ，

因而我们

与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高度相关 ，表现出如就将 日本 、韩国经济增长与用水增长率和用水系数变

下规律性的变化 ：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期 ，用水系化的规律 ，称为后发国家用水变化的
一般规律 。 这一

数持续明显上升 ，特别是在重化工业化 阶段 ，用水系规律对其他类似后发国家的用水变化也具有指导性 。

表 1 日 本 、韩 国 用 水 变化与 发展阶段的 对应

＾ｉ 5

时间丨需水系数 ｜发展 阶段时间｜需水 系数｜发展 阶段

1 9 6 4
—

1 9 7 3 年 0 ．  5
？

1


加速工业化 时期 1 9 6 6 

—

1 9 7 2 年 0 ．
 0 2
？

0 ．  0 9


加速工业化阶段


1 9 7 4
－

1 9 8 3 年
3 ＝

波 动 ， 均 值
成 ， 现 代 化 实 现⑥

， 1 9 7 3
－

1 9 8 1 年
’均值重 化工业大发展




向后工业社会过渡


＾ 0 － 1 2 5



1 9 8 4 

—

1 9 9 4 年 0
？

0 ．  5



后工业化


1 9 8 2 

—

 1 9 9 0 年 0 ． 1 1
？

0 ． 1 9加速工业化 阶段

1 9 9 4 年 以来 0后工业化 1 9 9 1 年 以后 波动下降城 市 化完 成 ， 现 代 化



实现⑦
＾

－：：細年＿⑶｜

较 低 区 间或
后工业化

四 、用水系数变动的内在机 3水量变化 ’＿现出 明—产业■变化关联特征 －

二战后 ， 日 本工业 占 比不断提升 ，到 1 9 7 0 年上升至

用水系数之所以会表现出 以上一般规律性的变 4 3 ． 5 ％的最高水平 ， 并
一

直持续到 1 9 7 3 年 ，这期 间

化 ， 主要是 由 以下原 因引起的 。用水量不断上升 ；
1 9 7 3 年工业 化完成 ， 工业 占 比逐

（

＿

）产业结构演进步下 降 ， 用水量也随之大幅下降 。 韩 国 自 2 0 世纪

用水主要 由 四部分构成 ，农业用水 、工业用水 、生 6 0 年代中期开始 ， 工业 占 比不断提高 ， 到 1 9 9 1 年达

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 ，在一国经济体中 ，
一般来说 ，到 4 2 ． 6 ％ 的峰值 ， 这期 间用水量不断上升 ；

1 9 9 1 年

农业和工业是水资源密集型产业 ，在用水结构中 占 比工业化完成 后 ， 工业 占 比微 幅下 降 ， 但仍然保持 在

最大 。 以我国 2 0 1 2 年为例 ， 总用水量为 6 1 3 1 亿立方 4 0 ％ 以上水平 ，
这期 间用水量在 髙位波动 ； 到 1 9 9 9

米 ，其中农业用水 占 6 3 ． 6 5％ ，工业用水 占 2 2 ． 5 2 ％ ，生年工业 占 比明显下 降 ，用水量也随之下降 。

活用水 占 1 2 ． 0 6％ ，生态环境用水占 1 ． 7 7％ ，农业用水Ｊ ｅｆｆｒｅｙ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ｅ ｔａｌ （ 2 0 0 5 ） 运用 1 9 8 0 

—

 1 9 9 9

占 比远远高于其他各类用水总和 。 很显然 ，农业和工年世界银行数据 ，从另 外一个视角对 以上关系 作 出

业在经济中所 占比重变化将会引起用水量的较大变动 。了进一步的验证 。 他们根据 Ｆａｌｋｅｎｍａｒｋ 指数区分不
一

国产业结构的 升级 ，表现为两个前后不同 的同水资源短缺程度 ，考察水资源短缺与经济增长的关

发展阶段 ：在 工业化推进过程中 ，工业 比重不断提系发现了一个看似令人困惑的结论 ，即越是水资源短

髙 ，农业 比重趋于下降 ，三次产业表现出二 、三 、

一的缺的国家 ，其经济增长 、投资和人均 ＧＤＰ 反而具有较

结构 ；
工业化完成后 ， 服务业 比重不断提高 ， 三次产高的水平 。 究其原 因 ，他们发现 ，缺水国家表现出 明

业表现出三 、二 、

一

的结构 。 工业作为水资源密集型显的劳动力从水资源密集型产业
——农业部 门转 向

产业 ，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 占 比重的不断提高 ，必非水资源密集型产业
——服务部门 的趋势 ，而水资源

然带动用水量的不断增长 ；工业化完成后 ，随着其所丰富 的国家则往往服务业增长缓慢 。 中国投人产 出

占比重下降 ，用水量也随之下降 。 日 本和韩 国的用学会课题组曾经通过分析用水投入产 出表对我 国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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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 3 7 个部门水资源消耗及用水系数进行测 算也（

三
）现代化 的 生活方式

验证了以上关系 。 从各部门完全用水系数看 ，农业用随着经 济发展和 人均收入 的增 长 ， 必然带来人

水系数远 远高 于其 他所 有行业 ， 总 用 水 系 数 达到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 并影响着居 民生活用水的变化 。

0 ． 1 6 5 9
，除此以外 ，用水系数较高的部 门大部分集 中以 日 本与用水相关 度较高 的洗衣机为 例 ， 随着人均

在工业部 门 ， 高用水系数前 1 0 的部门 中 ，工业就 占了收人提高 ， 洗衣机等耐 用 消 费 品普及 率逐渐 上升 。

8 个 ，服务业 中 只有住宿餐饮业用水系数在前 1 0 。

？ 1 9 6 4 年 ， 日 本家庭洗衣机的 普及 率为 6 1
．

4 ％ ， 随后

（
二

）
城市化率 的提高该数 据不 断提升 ， 到 1 9 7 3 年 已 经达 到 9 7

． 5 ％ ， 到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 民市民化的过程 ， 随着城市 1 9 7 9 年达到 9 9 ％ ，基本实现全覆盖 。 这个时点基本

化率的不断提高 ，居民生活用水也随之增长 ，这主要与 日 本实现现代化的 时间点 吻合 。

是因为农村居 民和城市居民的用水量存在较大差异 。

Ｔ

例如 ，細讓
－重 年 ，每年城镇人均 日 用水量与

五 、我 国 中 长期水资源需求预测

农村人均 日用水量的差距均在 1 1 0 升以上 （见表 2 ） 。（

一

） 我 国用水变化所处的 发展阶段

1 ． 用 水总 量 和增 长率 。 1 9 7 9 年前 我 国 用水量



表 2 城镇和农 村人

，

用 水 量
增长较快 ， 从 1 9 4 9 年 的 1 0 3 1 亿立方米快速增长到

年城镇人均用 农村人均用水量 城镇人均用水 量－农村Ｉ 9 7 9 年的 4 7 6 7 亿立方米 ， 3 0 年增加了 3 7 3 6 亿立方
細 Ｌ／ｄ ） （ Ｌ／ ｄ ）入均用水量 （＂ ｄ）

米 ， 翻 了两 番 ， 年平均增长速度 为 5 ．
2 4 ％ 。 用水量

—＾—的快速攀升与我 国 以农业 为主 的 产业 结构 密切相

——关 。 到 1 9 7 9 年 ， 我 国农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 的 比重
2 0 0 6 2 1 2 6 9 1 4 3

—

高达 3 0 ％左右 ，农业用水量 占 总用水量的 8 8 ％ ，工
一

＾＾ 2 7 2 1 4 0业用水 占 1 1 ％ ， 生活用水仅 占 1 ％ 。
1 9 8 0 年 以后 ，

＂

1＾ｍ＾ｍ随着农业比重逐步下降 ，用水量增长幅度 明显 下降 。

2 0 1 0 1 9 3 8 3 1 1 0从 1 9 8 0 年的 4 4 3 7 亿立方米增加 到 2 0 1 2 年 的 6 1 4 2

2 0 1 1 1 9 8 

￣

 8 2
—

 1 1 6亿立方米 ，年均增长仅为 1 ． 2 ％ 。 同 时 ， 用水 增长率
2 0 1 2 2 1 6 7 9 1

3 7

也呈现逐步下 降态势 。
1 9 8 0 年到 1 9 9 3 年 的 1 3 年

资 料来 源 ：根据历 年水 资 源公报 整理 。

间 ，用水量从 4 4 3 7 亿立方米增加 到 5 1 9 8 亿立方米 ，

根据城市化发展规律 ，

－般认为城市化率超过
年均增长 1 ． 2 3 ％

；

1 9 9 8 年到 2 0 1 1 年 的 1 3 年间 ， 用

7 0 ％意味着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 。 按此标准 ， 日本
纟量从 泌 5 亿立方米增加到 6 1 0 7 亿立方米 ，年平

于 1 9 6 9 年 达 到 7 0 ． 4 3 ％ ， 韩 国 于 1 9 8 8 年 达 到
均增长速度为 0 ． 9 ％ （ 见图 7 ） 。 这期 间农业用水量

7 0 ． 2 4 ％ ，分别于工业化结束之前 3
？

5 年基本完成
所 占 比重不断下 降 ’ 从 8 3 ． 4 ％下降到 6 1

． 3 ％ ， 下 降

城市化 ？
，之后城市化賴有歸缓 ，城市雑进对

了 2 0 多 个 百 分 点 ， 工 业财 比 例 不 断 上 升 ， 从

居民生活用水影响逐步减小 ， 当绝大部分农 民转人
1 0 ． 3 ％上升 到 2 3 ． 9 ％

， 上涨 了
－倍 多 ’ 生活用 水量

城市 ，城市化轄本稳定时 ，生活财也趋于稳定 。

ｙｘ ｌ

0

／ｏ±＾ Ｔ■ 力 ｎ 。

亿

娈 

6 0 0 0 
－

方

米
5 0 0 0 

－

4 0 0 0 
－

3 0 0 0 
■

2 0 0 0 
－

1 0 0 0 
■

Ｑ

ＩＩ Ｉ ＩＩＩ ＩＩ 1

1 9 4 0 1 9 5 0 1 9 6 0 1 9 7 0 1 9 8 0 1 9 9 0 2 0 0 0 2 0 1 0 2 0 2 0 （年份 ）

图 7我 国 用水 总 量 变化

注 ： 1 9 4 9 年到 1 9 9 6 年数据 来 源 于 中 国 工 程 院
“

中 国 可持 续 发展水 资源 战略研 究
”

课题综 合报告 之二 《 水资 源现 状评价 和

发展趋势 分析 》
， 中 国 水 利 水 电 出 版社 2 0 0 1 年 版 ；

1 9 9 7 年到 2 0 1 2 年数 据来 源 于 中 国 水 利 部相 关年份 《 中 国 水 资 源公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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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用 水 系数 。 我 国 1 9 9 7 年水利部开 始发布从我 国用水系 数变化来 看 ， 1 9 9 7 年到 2 0 0 4 年

《 水资源公报 》
，进行用水量的统计 ，用水数据时间相很不稳定 ； 从 2 0 0 5 年开始 ， 用 水 系 数 基本稳 定在

对较短 。 但是 ， 由 于我 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 ，早年用 0
？

0 ． 2 的 区间 内 ，
2 0 0 5 年到 2 0 1 2 年用水 系数 的平

水量与农业用水具有很强 的相关性 ，而 1 9 9 7 年 以后均值为 0 ． 1 2 （见图 8 ） 。 我 国这个时期 的用水 系数相

我 国 已经完全进入工业化时期 ， 运用这段时 间 用水当于韩 国 1 9 7 3 
—

 1 9 9 0 年重 化工业 化 发展 阶段 的

数据 ， 与其他 国家具有可比性 。水平 。

0 ． 5 
ｒ

0 ． 4 
－

？
？

0 ． 3
－

0 ． 2 
－＊

？？？？

0 ．
1

－

？？？

0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Ｉ

一

0 ．

1
－

？

－

0 ． 2 
－

？

－ 0 ． 3
．

，

？

－

0 ． 4 
－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2 0 0 3 2 0 0 42 0 0 5 2 0 0 6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年份 ）

图 8我 国 用 水 系数 变化

注 ：根据历 年 《 水资 源公报 》数据和 国 家 统计 局 数据计 算 。

根据用水变化的
一般规律 ，在我 国工业化 、城市中高速增长 阶段 ， 虽然在 2 0 2 0 年 已基 本实现工业

化和现代化还远没有完成的 情况下 ， 用水量还将进化 ，服务业 比重不断提高 ，工业 比重趋于下降 ，但还

一步增加 ，用水系 数在重化工业化之后会处在高位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和基本 实现城市化 ， 用水量既

稳定状态
。 但是 ，从 2 0 1 3 年开始 ， 在我 国 的 三次产有增加 的因素 ，也有减缓的趋势 ，特别是考虑到产业

业结构 中 ，服务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达到 4 6 ． 9 ％ ，结构 的快速升级和技术进步 ， 以及我 国 早期用水粗

这是我 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 。 这放的现实 ， 中 长期用水系数将会保持基本稳定 ， 即年

意味着我 国用水量增 长率将趋于下降 ， 不过 由 于第均用水系 数 0 ． 1 2 左右 。 假定到 2 0 3 0 年 ，我 国年均

二产业所 占 比重仍高达 4 0 ％ 以上 ， 这个下降会幅度经济增长率为 7
．

5 ％ ，

2 0 1 2 年用水量为 6 1 3 1 亿立方

小而缓慢 。米 ，递推计算 ， 用水量将每年增加 0 ．
9 ％ ， 到 2 0 2 0 年

（
二

） 我 国 中 长期水资 源需求预测需水量约为 6 5 9 8 亿立方米 ，
2 0 3 0 年将进

一

步达 到

根据我 国
“

两个
一

百年
”

的奋斗 目 标 ， 在 中 国共 7 2 1 7 亿立方米 。 2 0 3 0 年 以后 ， 随着工业化和 城镇化

产党成立
一百年时 （ 2 0 2 0 年左右 ） 实现国 内 生产总的全面实现 ，用水系数将趋于下降 ，用水增长也逐渐

值和城 乡 居民人均收人比 2 0 1 0 年翻一番 ，全面建成下降 ，按照 日 本和韩 国 的经验 ，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

小康社会 ；在新中 国成立
一

百年时 （ 2 0 5 0 左右 ）人均大约 2 0 年后 ， 用水量 开始 进入零增 长或负 增 长阶

ＧＤＰ 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建成 富强民 主文明 和段 ，这意味着我 国将在 2 0 5 0 年左 右达到 用水 高峰 。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 。 如果从工业化 、 城市化此后 ， 用 水量 将 转 人 库茨 涅 茨倒 Ｕ 曲 线 的 下 降

和现代化 的时 间点来看 ，
2 0 2 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 ；拐点 。

2 0 3 0 年城市化率达到 7 0 ％ ，基本实现城市化 ；
2 0 5 0从我 国这几年经济发展的 实际情况来看 ，我 国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 2 0 1 3 年人均 ＧＤＰ 就 巳 达到 6 7 0 0 美元左右 ，如果依

根据 我 国实现工业化 、 城市化 和现代化 的时 间 ． 据近几年我 国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速度 ， 到建党一百年

节点 ，参与赶超经济体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时 （ 2 0 2 0 年左右 ） ， 我 国人 均 ＧＤＰ 将突破 1 0 0 0 0 美

中用水的
一般变化规律 ，对我 国 中 长期水资源需求元大关 。 再按此推算 ， 并考虑世界银行每年调整 国

可做 出如下预测 ：家发展水 平分类 标准 的 提高 程度 ， 我 国 大约会 在

在 2 0 3 0 年前 ， 我 国经济将处在年均 7 ％左右 的 2 0 3 0 年前人均 ＧＤＰ 进入高收入国 家的行列 。 依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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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发展速度 ，
我国 的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可机 。 以湖泊 为例 ，

2 0 1 2 年水利部对全国开发利用程

能会提前实现 ，从而使得我国的用水高峰在 2 0 5 0 年度较高和面积较大的 1 1 2 个主要湖泊进行了水质评

前就可能到来 。价 ，结果显示 ，
全年总体水质为 工

？

ｍ类的 湖泊数量

丄占 比为
2 8 ． 6 ％ ， ］Ｙ

？

Ｖ类 的 占
4 9 ． 1 ％ ，劣

Ｖ 类水质
八 口ＭＭ＾

2 2 ． 3 ％
。

？
巾酣報水韻職 巾心主任夏军

（

＿

）
中高速增长的水资源供需 缺口对英 国 《金融时报 》表示 ，

“

即便在那些不缺水 的地

2 0 1 0 年国务院批复 的 《全国水资 源综合规划 》区
，
污染也非常严重 ，可能使那里的水不可用 。

”

中 国

指 出 ， 到 2 0 2 0 年 ，全 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6 7 0 0 亿主要江河 3 9 ％ 的水体毒性过大 ，不适合与人体有任

立方米以 内 ，
2 0 3 0 年全 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7 0 0 0 亿何接触 （何丽 ，

2 0 1 3 ） 。 麦肯锡 （ 2 0 0 9 ）也指出 ， 我国的

立方米以 内 。 这也成为 2 0 1 2 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工业化和水污染会使得 2 1 ％ 的地 表水 资源无法运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意见 》 中用水总量红用于农业和生活 ，考虑水源质量 ，供需缺 口更为严重

线控制 目标 。 对比上述根据用水系数得出 的预测结（ Ｔ ｈｅ  2 0 3 0 Ｗａ 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 ｅ ｓＧｒ ｏｕｐ ， 2 0 0 9 ） 。 如果放

果 ，到 2 0 2 0 年 ，我 国用水总量能够支撑经济增长 ，到任对水资源的污染 ，水体污染持续恶化 ，
很有可能 出

2 0 3 0 年 ，用水总量将存在 2 1 7 亿立方米 的缺 口 。 这现即使有水 ，也无水可用的局面 。

一测算结果 ，虽然与其他一些机构和学者 的预测相 （
二

）解决水资源供需缺口 的政策选择

比 ，显得有些乐观 ，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更符合我 国 的根据 以上预测结果 ，并结合我 国水资源供需的

实际 ，特别是考虑了 我 国加快经济转型的 实际 。 那实际 ，在我 国 实现工业化 、城市 化和 现代化 的进程

些比较悲观的预测 ，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我国中 ， 只要我国坚持稳增长 、 调结构 、 惠 民生的 政策思

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 例如 ， 路不动摇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产业结构优

麦肯锡和水资源集 团 的研究认为 ，如果政策没有重化升级 、创新驱动经济增长 ，我国水资源总量对经济

大调整 ，到 2 0 3 0 年 ， 中 国 的用水需求与实 际供给之发展的支撑就不是主要 问题 。 因此 ， 我国解决水资

间将出现 2 5 ％的缺 口 （ Ｎ ｉ ｃｈｏ ｌａｓＣｏ ｎｓｏｎｅｒｙ ，
2 0 1 0 ） 。源供需缺 口 的主攻方 向就应是解决结构缺 口和水污

这一预测结果就是 以没有重大政策调整为前提 ，从染缺 口
。

而把加快转型升级 的重大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忽 1 ． 加大 区 域 间 水 资 源 的 合理配 置 。 经济增长

略了 。的水资源总量缺 口不大 ， 就为加大 区域间调水工程

当 然 ，用水总量缺 口不大 ，并不意味着我国水资建设提供了可能和现实性 ， 同 时也为 区域间调水工

源支撑中高速经济增长可 以无忧了 。 实际上 ，我 国程建设 ，是否会造成 目 前水资源丰裕地区缺水 的担

水资源对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还面临着另外两个忧提供了新的解释 ，也进
一步证明 了 目前我 国正在

缺 口 的挑战和压力 ：进行的大规模南水北调工程建设 ，在解决水 资源供
一是结构缺 口

。 我国是
一

个水资源分布严重不需结构缺 口方 向上 的正确性和及 时性 。 这 也意味

均的 国家 ，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 ，北方水资源相对匮着 ， 以解决结构缺 口为 主要 目 的 的 区域间调水工程

乏 ，相 当多地 区水危机非常严重 。 我 国 6 0 0 多座城建设投 资将会是我 国水利 工程投 资 的重 要方 向 。

市 中 ，
4 0 0 多座城市缺水 ，

1 3 0 多座 城市严重缺水 。 2 0 0 8 年以来 ，在建水资源配置投资 占全部在建项 目

以北京为例 ，北京年均水资源量仅为 2 1 亿立方米 ，投资的 比重不断上升 ， 从 2 0 0 8 年的 1 3 ． 0 2 ％上升到

但是年均水资源需求却高达 3 6 亿立方米 ，年均水资 2 0 1 3 年的 2 1
．
 5 3 ％ 。

源缺 口达到 1 5 亿立方米 。 为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加大区域间调水工程建设投资的 同时 ，还需

用水 ，北京不得不 超采地下水和依靠跨区 域调水 。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区域间调水工程运行的体制和机

北京水源结构 中 ， 5 7
．
 7 ％来 自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地 ，

制问题 ，如调水过程 中水质的保护 、调 出地区和调入

9 ． 6 ％来 自 河北调水 ，
2 2 ％来 自 再生水 ，仅有 1 0 ． 7 ％地区利益协调 、工程运营管理 、 水价形成 、成本分担

来 自地表水 （程建兰 ， 2 0 1 4 ）
。 为此 ，世界银行驻北京等等问题 ，用 良好的体制和机制保证 区域间调水工

的水资源专家蒋礼平指出 ：

“

严重缺水 已成为妨碍中程发挥最大的效益 。

国北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一

大问题
”

（何丽 ，
2 0 1 3 ） 。 2 ． 提高 用 水效率 和 充 分利 用 雨 水 。 由 于 区域

二是水污染缺 口 。 水污染成为加剧我国水危机间调水成本高 ，周期长 ，对生态环境存在许多未知的

的另
一大重要原因 ，尤其是加剧了丰水地区 的水危不确定性影响 ，因此解决水资源的结构缺 口 ，不能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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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依靠区域间调水工程建设 ， 还要依靠严重缺水区做到 ：

一是坚持
“

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
”

的发

域通过提高用水效率和充分利用雨水 以 缓解 用水展思路不动摇 ，把经济发展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缺 口 。境友好型社会统
一起来 。

二是加快 污染产 业 的调

提髙用水效率 ，
我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尤其整 。 对污染产业进行分类治理 和调整 ，对处于严重

是农业用水 。 据统计 ， 目 前我 国农业灌溉用水有效产能过剩行业的污染企业 ，要依据化解过剩产能 的

利用系数为 0 ． 5 2 3 ， 黄河流域部分地 区可达 0 ．
6

，而要求 ，强制关 闭 ；
对那些产品符合市场需要 的污染企

发达 国家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 系数在 0 ． 7
？

0 ．
 8业 ，要加大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的力度 ；对那些低碳

之间 。 如果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 系数达到髙效 的企业 ，要给予政策优惠 ，鼓励其兼并改造落后

0 ． 7 的发达国家水平 ，

一年就可 以节约 9 9 1 亿立方产能 。
三是严格水资源管理 。 世界上很多国家 ， 即

米的水资源 ， 相 当于南水北 调工程调 水量的 2 倍 。 使是部分水资源丰富的 国家都很早就开始 了严格的

同时 ，我国生活用水浪费现象也非常普遍 ，水资源浪水资源管理 ，但我国水资源管理起步较晚 ，水资源管

费 惊 人 。 以 自 来 水 为 例 ， 我 国 平 均 漏 失 率 为理制度不够完善 ，水资源管理水平相对较低 。
2 0 1 1

1 5
．

7 ％ ，有 些地方甚 至高达 3 0 ％ 以上 ，而发达 国 家年中 央 1 号文件提出 实行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 ，

最高水平是 6 ％至 8 ％ 。 管道 漏失导致我 国每年流到 2 0 1 2 年 1 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失 自 来水 7 0 多亿立方米 ，相当于一年
“

漏
”

掉一个太管理制度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 ，才真正开启 了

湖 ，足够 1 亿城市人 口使用 （陆娅楠 ，
2 0 1 3 ） 。我 国 的水资源管理之路 。 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水资源

提高用水效率 ，就需要做到 ：

一是加大节水技术管理意识 ，加快推进水资源管理制度和体系建设 ，严
．

的引进 、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 ， 以及节水技术 的联合格执行《意见 》提出 的 水功能 区限制 纳污红线 ， 将控

剑新和 自 主创新 ，依靠创新驱动用水效率 的提高 。 制污染的指标分解落 实到各地区 ， 完善水资源污染
二是加快水资源的价格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 排放和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污染排放管理和惩

价格杠杆调节水资源 的节约利用 ； 通过管理体制改 治力度 。 四 是认真赏 彻执行 《水污 染 防治 行动计
革 ，特别是在水资源管理中 引人有效竞争机制 ，不断 划 》 。 为加 大水污 染 防治力度 ， 保障水资源 安全 ，

提高水资源 的管理水平 ，从管理中要效益 。 三是加 2 0 1 5 年 4 月 初 ， 国务院 印发 《 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

大城市水资源管网基础设施 的维护和建设投资 ， 由
（以下简称《计划 》 ） ，针对流域和区域 、水质达标和污

于这一投资具有巨大 的外部性和公益性 ，需要加大 染控制分别提出指标要求 ，细化了水污染防治 目标 ，

政府 的投资力度 ，不能单纯 由 市场调节 。 四是加强 为水污染防治工作指明 了方 向 ； 将具体防治工作落
居民的节水教育 ，增强居民 的节约意识和形成节约 实到各部门 和 地方政府 ， 明确 了部门 分工和管理责
？ — 任 ，为部门间相互擁和逃避责任堵住 了后路 ；在税

充分利用雨水 ， 也贿决水麵结构缺 口舰軸雌棚施 ，翻驗随細控細 ，

要有效途径 。 很多Ｓ家 ，娜 Ｓ 、 日 本 、 澳大
又撤肺滅制嫌Ｍ置巾 的决定性作用 ， 为

都采取了大量雨水 回收利用 的措施 ，甚至采取法律 水污染防治中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提供 了思路 ； 强
手段强制进行雨水 回 收 ， 雨水资源得到较好利用 。 调企业和公众参与 ，构建了政府 、企业和居民三位一

德国通过＿水的收翻 为賴节水 5 0 ％ 。 Ｍ細水污輸雜局 ，職了全方位参与 的水污染
我国 目前大部分Ｗ水麵污水排走 ，翻

？

被薪 ？職行侧领 。 舰要賴讓实责任 ，强化执行 ，

收細 ，从Ｗ蘭水对水资關补充細样有
鋪考核輔督 ，籠各有关部 门分头分步骤脚踏

無隨实 《制 》融 的各Ｍ定觀求 ， 实现环
是要转Ｍ念 ’充分ｉｕｍ？水作为重要＃■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

资源的地位 ；
二是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中 ，增加注 ．

雨水 回收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 ，使其成为城市基础
①参见 ｈ

＇

ｔｔｐ ： ／ ／ｍｏｎｅｙ． 1 6 3 ． ｃｏｍ／ ｓ
ｐ
ｅｃ ｉａ ｌ／ ｒｏｇｅｒ ｓ／ 。

设施 的一个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 ；
三是加快雨水 回② 1 9 8 0 年 ， 由 于韩 国 爆发

‘‘

光 州事 件 经济受 到严重影 响 ’

收利用技术研发创新 ， 提高雨水利用率 。 四是出 台当年经济增长率为
－

1 ．
 9 ％ 。

相关规定和办法 ， 鼓励修建和运 用雨水 收集利用③由于韩 国农业用水量统计中包含有效降雨量 ， 因此每年农

设施 。业用水数据差异巨 大 ， 为保持数 据可 比 ， 农业用水量 以 邻

3 ． 严控水资 源 污染 。 严控水资源污染 ，就需要近 5 年平均水平处理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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