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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资源基本情况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六位，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30%左右。我国水资源南多北少，东

多西少，与人口、耕地、矿产等资源分布及经济

发展状况极不匹配。长江及其以南水系的流域面

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36.5%，其水资源量却占全

国的81%；淮河及其以北面积占63.5%，水资源量

仅占19%。西北内陆河地区面积占35.3%，水资源

量仅占4.6%。我国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量年内

分配极不均匀，大部分地区汛期4个月的降水量占

全年总量的70%左右。我国水资源中大约三分之

二是洪水径流量，降水量年际变化也很大。特别

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交

织作用下，我国水资源情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水资源评价最新成果显示，1980～2000年水文系

列与1956～1979年水文系列相比，黄河、淮河、

海河和辽河4个流域降水量平均减少6%，地表水资

源量减少17%，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量更是减少了

41%。现在全国缺水量达400亿立方米，近2/3的

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农业平均每年因旱成

灾面积达2.3亿亩。总之，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

低，加上时空分布不均，使得我国成为一个水旱

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生态环境

脆弱的国家。

二、水资源需求安全保障情况

人类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水资源

提出不同层次的需求，水利工作就应该不断提供

保障来满足这些需求。这种需求大体可分为五个

层次：饮水安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供水安

全和生态安全。

饮水安全：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

出，在2015年前使饮水不安全人口减少一半。中

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庄严承诺，制定了《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规划》，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抓紧实

施。在2000年底，我国农村有3.79亿人存在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21世纪的

发展来看，我国的洪涝灾害、干旱缺水和水环境恶化三大问题，特别是水资源短缺问题，将成为我国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今，在全球气候变化，极端气候事件不断发生的情况下，

水资源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我们要及早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迎接这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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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2001～2008年，全国共安排投资656

亿元（其中中央投资355亿元，地方资金301亿

元），解决了1.75亿人的饮水安全问题。有把握地

说，我国在2009年就可以提前6年实现联合国千年

目标。中国政府还决定，要在2013年底前基本解

决我国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

防洪安全：1998年长江大水以后，国家重点抓了

两件事：

一是实施了长江、淮河、海河、松花江、

嫩江等大江大河堤防工程建设，极大地提高了

主要江河的防洪能力。长江在与三峡水库联合

运用后，荆江河段防洪标准可在不分洪条件下

提高到百年一遇。黄河小浪底水库以下河段防

洪能力可达千年一遇。淮河19项骨干工程如期

建成，构建了淮河流域防洪体系框架，是治淮

历史上的里程碑。

二是实施了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改善了水库安全情况，促进了水库效益的发挥。

2000年，一期工程安排了1346座；2004年，二

期工程安排了2300座；2006年，专项规划又确定

6240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这些病险水库的除

险加固都作为中央补助项目。这样，2010年前就

可以完成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任务。

但是，我国防洪减灾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

主要问题：一是大江大河支流的防洪工程建设、

蓄滞洪区的安全建设滞后，遍布全国的大量中小

河流的防洪标准偏低。二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短时间超强降雨造成的灾难

事故较多。因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粮食安全：我国粮食连续五年增产，2008年总产

量52850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我国有13亿人

口，粮食安全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首要问

题。总体来说，我们的农业还是靠天吃饭，农业

抗御干旱灾害的能力较低，搞好农村水利建设对

保粮食安全特别重要。

我国农业用水量占总供水量的64%，人增地

减水缺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大发展。现在，全

国有效灌溉面积0.625亿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

46%，节水灌溉面积0.387亿公顷，占总灌溉面积

的62%。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农业灌溉水利用

系数从0.35提高到目前的0.46，在农业灌溉用水总

量零增长的情况下，粮食产量提高近50%。2030

年，我国人口将接近16亿，这就要求全国灌溉用

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

达到0.70左右），才能保证粮食安全。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在抗御各种自然灾

害工作中，要特别注重农业抗严重旱灾能力，特

别是提高我国粮食主产区的抗严重旱灾能力。要

把这件事作为农村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

供水安全：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

水资源量才2200立方米。当2030年我国人口达

到最高峰16亿的时候，人均水资源量为1700立方

米，即处于世界公认的贫水警戒线1800立方米以

下。目前，正常年份全国每年缺水量近400亿立方

米，有400余座城市供水不足，比较严重缺水的有

110座。

应对措施主要抓了三条。一是建设节水型社

会，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近年

来，我国的节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业绩。按2005

年可比价计算，万元GDP用水量从上世纪80年代

初的2489立方米降至2007年的254立方米，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828立方米降低到142立方

米。到2020年，万元GDP用水量要求进一步降低

到125立方米以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进一步

降低到65立方米以下，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

水平。二是修建新的水源工程。北方大城市，如

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西安等地都修建了

新的水源工程，南水北调中东线工程将为北京、

天津等44座城市较为彻底地解决供水安全问题。

三是开发非传统水源，如再生水利用（中水回

用），雨洪资源利用，海水淡化等等。

生态安全：这里包括水污染和水生态两部分内

容。

我国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的年排放总量从

1980年的239亿立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731亿立

方米。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江河

湖泊遭受严重污染。2006年，据对全国14万公

里河流进行水质评价，水质四类和劣于四类的河

长占总评价河长的41.7%，特别是劣五类河长占

21.8%。解决我国的水污染问题，宏观上需要发

展绿色经济，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经

济发展结构；中观层次上要发展循环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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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污型社会，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微观层次上要

实施清洁生产。目前，我国开展的“三河”（淮

河、黄河、海河）、“三湖”（太湖、巢湖、滇

池）治理，已开始产生效果。

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

国土面积37%，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吨。

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退化，生态恶化，河

道淤积，加剧了江河下游的洪涝灾害。全国地下

水超采区面积从80年代初的8.7万平方公里扩展到

18万平方公里，引起严重的生态问题。一些生态

严重恶化的地区，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湿地萎

缩、绿洲消失。

近年来，我们一方面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程

建设，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另一方面注意发挥

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实现生态的自我修复。

对生态脆弱或者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河流

（湖泊），加强水资源配置，实施生态调水，保

护、改善和修复生态。现在，黄河已连续9年不断

流；塔里木河全河道复流，进入忒特马湖；连续5

年16次将黑河水送入下游尾闾东居延海，东居延

海已连续800多天不干涸；开展引江（长江）济太

（太湖）工程和珠江压咸补淡调水，向扎龙、向

海、白洋淀、南四湖等湿地补水，都有效地改善

了河湖生态环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三、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以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水资源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按通常

做法，解决时间分布不均主要靠修建水库；解决

空间不均主要靠跨流域调水。而这两种措施，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建设节水型社

会才是解决我国干旱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

战略举措。

节水型社会建设不是简单地用行政的办法

去节水，其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

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

的节水机制，建立自律式发展的节水模式，不断

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

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节水型社

会的核心是制度建设，要明晰初始水权，建立和

确定水资源的宏观控制和微观定额两套指标体

系；要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建立水权交易市场；

要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

社会管理体制。

现在，水利部已颁布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和取

水许可管理办法，全国七大流域管理机构初步编

制完成了流域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黄河

水量分配指标细化到各支流，江西省率先完成全

省主要江河水量分配。黄河水利委员会已审批宁

夏、内蒙古26个水权转换项目，涉及水量2.28亿立

方米。27个省（区、市）发布了用水定额；非农

业取用水户计量设施安装率达到90%。全国陆续

开展了张掖、大连、绵阳、西安等82个全国节水

型社会建设试点和近200个省级试点，节水工作取

得明显进展。

水污染防治工作也是同样道理，要通过防污

型社会建设，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减少污染，

保护水资源。要根据河道水功能区划，确定纳污

总量，配置排污权；通过排污定额管理，排污权

交易，排污费交纳等经济手段，严格排污管理。

现在，水利部已对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批

复实施水功能区划；编制完成黄河干流、淮河、

海河、松花江、辽河、珠江、太湖和长江三峡库

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七大流域入河排污口调查

登记全面完成。水利部编制完成了全国城市饮用

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公布了2批118个全国重

点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名录。

总之，水短缺和水污染是我国水资源安全中

最突出的问题。最近，水利部提出：实行最严格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就是要不断完

善并全面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

和政策措施，划定水资源管理‘红线’，严格执

法管理。当前，要围绕水资源配置、节约和保

护，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

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

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

制用水浪费。”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研究探索建

立最科学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管理的

良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一定能克服水

资源短缺带来的困难，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经济

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遇到的水资

源安全问题，也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的同行们，广泛开展国际交

流与合作，共同为创建一个美好的绿色的和谐

世界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