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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还有多少水？
——对话王浩

○  学生记者 李想    本刊记者 关悦

《水木清华》：您走过了很多地方和流域，您觉得中国

这些年水资源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人们对待水的看法

和观念又有怎样的变化？

王浩：从大家可以看到的自然水资源条件来看，中国水

资源在近30年有很多明显的变化：首先，水资源总量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衰减。最新一次的水资源评价表明，

全国水资源量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评价结果减少了近

1000亿m3，减幅约3%，而这种趋势在北方水资源相对较

为贫乏的地区更为明显。水资源的衰减一方面原因是降

雨减少，比如北京所在的海河流域降雨减少了11%；更

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对下垫面的改变导致

径流减少。像海河流域虽然降水量减少了11%，但地表

资源量减少却达到了40%。其次，用水增加和水资源减

少的双重因素导致水环境状况日趋恶化，水污染成为影

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一个焦点问题。另外，还有水

生态的恶化。随着河道水量的减少，基本的河道水量难

以维持，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循环的生态服务效用降

低。再就是极端性的水文气象条件更为突出。随着极端

气候事件的增加，突发性的洪涝旱灾也随之增加，从而

增加了水资源管理的难度。

与过去相比，人们对待水的看法和观念也有了很大

的转变。一方面，水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共识；另一方面，

水资源的稀缺性也逐渐被认识，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观，水资源的有限性和

合理的水资源承载能力逐渐深入人心，节约用水得到大家

自觉的贯彻实行。在此基础上，水资源的经济性、有偿性

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家对水资

源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还是认识不足。

《水木清华》：以您的眼光来看，假如不改变目前的用

水方式，中国的水资源还能维持多久？

王浩：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区域水资源状况、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其实很难统一地为水资源确定具体

持续时间。但可以确定，如果我们不提高水资源利用

效率、不加强水污染控制，诸如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

降、水环境恶化、水污染导致可用水量减少、水事纠纷

等情况必将逐年严重，水资源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居民居

住环境和生活质量，进而影响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水木清华》：水资源的问题，既是技术问题，更是经

济问题和管理问题。从全局的角度看，中国水资源问题

在管理中存在哪些矛盾？

王浩：未来的水资源问题焦点还是在管理上。现阶段存

在的矛盾还是很多的，主要有这么几方面：国家经济发

展用水需求与生态环境用水需求之间的竞争性矛盾；不

同区域之间水量分配不均的矛盾；水资源综合管理与多

部门监管之间的矛盾；水资源的市场机制推行与保障民

生需求之间的矛盾。

《水木清华》：在南水北调工程的论证与实施中，您做了

大量研究，您如何看待南水北调工程？它是权宜之计吗？

王浩：南水北调是国家水利建设和水资源利用的一项战

略性工程，是经过半个世纪论证的科学决策，不是一时

的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应该说，通过南水北调，

我们实现了国家层面的水资源统一调配，可以较好地解

决北方地区水资源普遍缺乏的局面，对支撑北方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恢复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水木清华》：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推出了最严格的

水利管理制度并纳入各级政府评估考察体系。这一年来实

际落实的情况怎样？实行起来最大的问题或阻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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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水利发展和水资

源管理的一个新阶段，体现了中央政府层面对水资源问

题的重视。目前来看，这一严格的水利管理制度在各个

地区得到了大力地推行，水利建设和水资源管理水平确

实得到了大幅提高。而执行方面较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水资源管理的基础还比较薄弱、水资源尤其是供用耗排

水的监测体系与数据采集体系还不完善、水资源管理的

技术支撑体系还比较落后等方面，这些都还不能适应现

代化的水利管理需求。

《水木清华》：说到监测体系，您曾在央视《对话》节

目中提到目前对社会用水的监测还比较薄弱，未来三年主

要是要加强这方面。那怎样才能做到精确的监测呢？这种

监测对于治理水污染、加强节水的意义何在？

王浩：水资源的精确监测是未来水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实现水资源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而要实

现精确监测，需要做到几个方面。首先，得明确水资源

管理的需求，落实需要重点监测的方面，使得有限的资

金落到刀刃上；其次，要充分借助已有的监测技术、监

测基础，减少工作推进的难度；更重要的是要引入新的

技术方法，包括遥感监测、卫星观测、蒸散发的监测

等，构建全口径、全方位的水资源监控体系。

精确监测对帮助我们实现治理水污染、加强节水的

目标意义重大。只有明确了总量控制目标、用水排水标

准，才能实现水资源、水环境的综合治理，而这些管理

目标必须建立在精确监测的基础上。唯有如此，进一步

的工作如取水许可、水量分配方案、用水权交换、排污

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等管理设想才能落到实处。

《水木清华》：除了加强对水资源的精确监测外，您也

主张通过提高水价来完善水资源的管理。2012年来，全

国各省已陆续实行或开始计划提高水价，现在有没有做

得比较好的试点？这种做法对解决缺水问题究竟有多大

作用?

王浩：从目前看，在国内还没有能做到水价完全体现水

资源真实价值的地区。政府或多或少都对水价成本作了

补贴，实际上大家支付的水价只是真实的水价成本中很

小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为了解决水资源

短缺及污染问题，实际上都投入了大量的工程建设成本

以及管理运行成本，比如南水北调。但这些费用主要都

由政府买单。这也是大家对水资源问题体会不敏感的一

大原因。不像汽油，在市场机制下价格随市场变动，从

而让大家很敏感。

提高水价，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大家的水危机意识，

促进节约用水，遏制水污染，但单纯提高水价绝不能完全

解决缺水问题。毕竟供水属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以

政府为主导，合理积极地引入市场资金，实现供水企业的

正常运营，保证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所以，在提高水价

之后，还需要采取相应的完善工程措施，加强管理、监测

等配套措施，综合解决应对缺水问题。

《水木清华》：有说法说，中国或将迎来水利建设十年

“黄金期”。也有人忧虑这又是“一阵热”而已。您怎

么看这个问题？

王浩：水利建设的十年“黄金期”说法并不准确。水利

建设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并

不是水利发展的唯一方向或者说最重要的方向。应该

说，从水利发展的趋势来看，要从“重建设、轻管理”

的方向转向建设和管理并重。

大家的这种担心确实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由于

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是一

项重要内容，水利建设的大发展不可避免。但如果缺少

统筹，仅以一时的政策作为推动力，遍地开花，不顾实

际需求大上快干，是存在这种风险的，更会造成一些不

必要的工程、烂尾工程，投入大、效益低，导致后续资

金难以跟进，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我们要做好水利发

展规划，严格按照规划实施建设项目，有序逐步推进，

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明确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职责，使

得社会投资能得到合适的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有

序建设和可持续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

管理、监督，对现有工程和新建工程建立合适的管理体

制，以避免出现不良现象。

《水木清华》：目前，在水资源方面我国与国际上的合

作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国际上水资源保护和利用做得比

较好的国家有哪些？他们有什么好的技术和经验值得我

们借鉴？

王浩：目前的国际合作主要体现在提高水资源管理能

力、加强与水资源相关领域的特点研究、解决关键技术

难题等方面。现在，水资源保护、利用做得比较好的国

家主要集中在西欧等发达地区以及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家。欧盟提出了欧洲水指令框架，实现了对水资源管理

的统一性要求。而荷兰在水资源监测、管理等方面做得

非常好，较好实现了水资源的信息采集、传输利用等。

澳大利亚在水权交易转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落实

到了实用层面。这些国家的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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