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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资源 

    可持续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水资源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
某些地区，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市域水资源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天津市多年平均降水量590毫米，年均降水量66．7l亿立方米，本地天然水资源总量为14．27亿立
方米，人均占有量仅约347．9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最少的地区之一，大大低于世界水资源贫困线
的人均1000立方米。 

    据1983年～1997年资料显示，天津市年取水总量从18．89亿立方米增至24．14亿立方米。在现有水
源情况下，若遇到特殊干旱年，引滦来水大幅度减少时，还会发生严重的水短缺。如2000年，在缺水严
重的情况下，被迫采用引黄济津应急工程。因此说，天津市缺水形势严峻，水资源问题是天津市持续发
展的大问题。 

    同时，自1997年以来，引滦入津源水水质逐渐恶化，引滦水质已从原来的Ⅱ类水降低为Ⅲ类水，给
自来水厂处理带来了困难，导致居民用水水质的恶化。 

    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水资源的短缺势必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
采取措施，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水资源，把节水放在突出位置，最大限度地支持城市的发展。为此提出如
下对策： 

    1、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对于引滦水等地表水的分配、地下水的开采应该有严格的计划和科学
的管理，以确保水资源系统的良性运行。 

    2、加强宣传教育，切实提高人们的水危机意识、节水意识、全局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要把水
资源形势的宣传教育，作为经常性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节水意识，必要时使用水价
这一经济杠杆。 

    3、建设节水型城市。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要尽可能提高。工业发达国家是通过污水处理解决水
污染和污水资源化问题的，从而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中水系统在发达国家已很普及，利用中水系统进
行冲厕、道路绿化浇洒也是节水的好措施。天津的梅江生态小区已经开始进行中水系统的应用了。 

    4、海水利用。天津位于渤海之滨，有得天独厚的利用海水条件。对于用水水质要求不是很高的工
业用水，可以很好地利用淡化后的海水。天津大港电厂就是成功利用淡化海水的实例。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先后承担了“八五”、“九3U'多项国家科技攻关课
题，在海水利用淡化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城市生活用水占城市供水的20％左右，而城市中大生活用水即冲厕用水要占城市生
活用水的35％左右，因此大生活用水是海水直接利用技术的一个重要方面。香港地区每天冲厕海水用量
已达56万立方米，占全部冲厕用水的70％。香港的最终目标是冲厕用水全部用海水代替。 

    若按天津市冲厕用水70％利用海水计算，每年可节水约2亿立方米。 

    (二)区域水资源 

    天津市处于资源性缺水的海河流域。水资源量的短缺和水质的下降已成为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制约因素。 

    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是一个系统，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必须协调动作，建立一个能统筹各方利益的
流域性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加强这一地区水资源生态的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对于水源地的生态问题，
国家和政府应拿出资金，建立生态保护措施，以防止水源地水土流失和水源污染。 

    海河流域有效灌溉面积的50％以上采用有效的节水灌溉措施，1998年灌溉综合用水毛定额相当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60％。 

    工业用水节水较好，天津市工业万元产值取水为22立方米，北京为50立方米。目前，京、津二市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较高。 

    根据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和中国工程院项目组的2000年预测成果，海河流域2010年缺水
将达70亿～100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是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解决北方地区(主要是黄淮海流域)缺水的一项战略性基础设施工
程。   

    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会缓解黄淮海地区水资源紧缺的矛盾，促进调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
城乡居民的生活供水条件和生态环境，将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京津冀应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南水北调工程早日实施。作为引江工程的一部分，引黄济津应急工程
已实施，黄河水已到天津。 

    二、能源 

    城市乃至区域的能源结构是否合理十分重要，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的能源消费国，同时也是世
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已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未来的方向
是利用可再生清洁能源，我们应加大力度开发应用这类能源。国外的建筑节能研究和应用已有历史，我
们可以很好地借鉴，提高我们的能源利用效率。 

    (一)电力 

    1、完善电网、建设电厂。天津电网是华北电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缺电情况严重，电源点不足，
电网受点过于集中，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受到威胁。天津市是华北电网的负荷中心，  应结合农村电网的
建设来完善天津的城网。天津具有建设大型发电厂的便利条件，解决天津电源的出路，应坚持本地建电
厂为主与外网受电为重要补充的方针，电厂的选址应考虑城镇体系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共享。 

2、政策引导。政府通过售电价格的调整，鼓励区域性电厂的建设和上网供电。 

3、节约用电。通过推行用电效率高的照明系统和自控系统来提高电能的利用效率。 

 

    (二)供热 

    天津市供热现状以锅炉房为主体，其中10吨以下的小锅炉房比例很大，供热规模小，耗煤量大，浪
费能源，运行成本高，造成市区烟尘污染严重。另外，居民区供热欠账多，供热普及率较低。 

    在人口密集、建筑密集的地区应发展区域型、大规模集中供热，以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而在
城镇、郊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人口密度不是很高的地区可以考虑灵活的供热方式。供热部门在计算供热
成本、收取供热费时，还应考虑环境保护成本，以利于优质清洁能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另外，应加快
推广保温绝热建筑技术和分户热计量等节能技术的应用。对于有利于保护环境、降低污染、节约能源的
技术的推广应用，政府应形成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宣传导向。 

    (三)供气 

    城镇供气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 

    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城市建设基础为燃气的供应发展打下了基础。2000年，天津提出
了以提高清洁能源结构比重、减少烟尘污染、保护城市良好生态环境为目标的跨世纪开发能源规划。 

    目前，天津已实现东西南三个方面多个油田同时供气，另外还可以利用天津港码头进口外国天然
气。并且天津大港地区正利用废弃的油井积极建设燃气储配站。天津可以利用丰富的气源为本市和周边



地区服务。 

    (四)能源基地 

    天津可以依托天津港的优势和公路、铁路网、管道运输以及现有的石油化工企业来建设包括煤炭、
天然气、原油以及油气产品的区域性的能源供应集散基地。 

    (五)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随着经济的飞速 

发展，能源消耗量在逐渐增加，而常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不是取之不尽的，且常规能源的使用
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十分必要。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京津冀地区应充分利用这些可再生
能源来保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对华北地区的地热资源的开发工作已提上日程。 

    三、污水处理和水系治理 

    天津市的排水设施普及率和污水处理率尚未达到要求。污水排入水系会造成水质污染、环境生态污
染、地下水质恶化，也会造成水资源的短缺。水系的融会贯通会将污染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而
污染的水很可能是下游城市的水源。因此，水系周围的城镇都必须建设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以形成区
域的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北京、天津及河北部分地区同处于海河流域，应该统一就相互沟通的水系进行综合治理，为地区性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巩固、完善防洪体系，增强防洪能力。继续贯彻“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防洪治理方
针，重点安排各河系的防洪规划。 

    切实解决水资源严重紧缺问题，贯彻“全面节流，适当开源，加强保护，强化管理”的对策。 

    以节水灌溉为目标，搞好现有灌区的改造、挖潜。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在用好当地水的同时，
积极开发新水源，争取从外流域调水。     

    搞好水土保持，防治水体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结合蓄水、供水工程，适当安排水能开发，发展水产和航运。 

    (本文作者单位：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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