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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水资源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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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水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 ,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

措施 ,才能解决水资源安全问题。勿庸置疑 ,基本出路是开源、节流和加强管理。具体必

须采取以下对策 : 

1、开展以提高用水效率为中心的技术革命用水效率和水资源利用率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 ,它偏重于单位水资源所获得的效益。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较高 ,但是水资源利用

效率低下 ,导致宝贵的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如我国的农业长期以来采用粗放型灌溉方

式 ,水的有效利用率仅在 40 %左右 ,现在灌溉用水量超过作物合理灌溉用水 0.5至1.5

倍以上 ;工业和城市用水浪费现象也很严重。 

我国目前节水效益水平与国际比较是低的。据有关资料分析 ,美国 1 990年用水效

率为 1 0 .3美元 /立方米 ,1 989年日本为 32.4美元 /立方米 ,我国 1 995年用水效

率为 1 0 .7元 /立方米 ,只有美国的 1 990年1 / 8,日本 1 989年的 1 / 2 5(汇率

按 1 995年 1 32美元计算 ),说明我国节水潜力很大。 

因此 ,我国必须掀起一场提高用水效率的革命 ,如提高水利产业中科技含量 ,农业

大力推行节水灌溉技术 ,工业要采用先进技术和工艺 ,提高循环用水的次数 ,生活用水设

施采用先进节水措施等。 

2、水资源管理一体化 

所谓水资源管理一体化 ,是指将水资源放在社会———经济———环境所组成的复合

系统中 ,用综合的系统的方法对水资源进行高效管理。 

水资源管理一体化在客观实施上具有多层次性。如区域水量与水质管理的协调统一 ,

流域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协调统一 ,水资源管、供、用和治理协调 ,水资源利用和湿地保护

统一 ,水资源地表与地下水———降雨联调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森林保护相统一 ,区域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充分考虑水资源承受能力等等。 

管理上的一体化 ,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机构协调和目标的一体化 ,要求有关部门管理

协调统一。水资源管理涉及农业、水利、科技、气象、城建、环保、宣传、计划和行政部

门等众多部门 ,单靠某一部门开展节水农业的发展难以实现 ,如果各自为战 ,难以形成合

力发挥最大效益。从效益上来看 ,水资源管理一体化最终目标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必须达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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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高效有序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水资源管理一体化 ,必须有相应的管理机制作为保证 ,建立高效有序的水资源管理机

制 ,是解决2 1世纪水资源安全不可缺的。 

首先 ,必须将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必须像实施计划生育国

策那样来实现这一国策。在全社会形成节水和保护水资源风气 ,把它作为全民的行动 ,与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效益结合起来 ,坚持不懈。无论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 ,还是各项政策

的制订和实施 ,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的制约因素 ,建立节水型社会。 

其次 ,在管理方面 ,由供给管理转向需求与供给管理有机结合 ,进而逐步实现需求

管理。 

第三 ,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实施“事企”剥离 ,其目标是 :在水利行政部门

的宏观指导下 ,真正做到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建立用户参与管理决策的第四 ,制定《节

水法》 ,依法促进节水型社会和水管理机制的转变 ,通过法律途径规范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和高效水管理机制的形成 ,是以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之一 ,也是节水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和

方向。根据我国水资源实际情况 ,建议尽快制订《节水法》。 

4、充分重视水资源战略储备及相应技术的技术贮存 

2 1世纪我国面临着严重的水量与水质的危机 ,我们必须做好水资源后备战略储备及

相应技术的技术贮存。作为后备的战略水资源 ,最主要的是海水利用、调水、大气水的开

发。海水是战略后备水资源基地 ,具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特征。在我国水资源日益

紧张的情况下 ,充分利用海水和向大海要淡水成为一条必由之路。早在 80年代 ,全球已

建成 7536座海水淡化厂 ,特别是淡水资源奇缺的中东地区 ,现已把海水淡化作为提供淡

水的唯一途径。目前我国沿海城市一半以上缺水 ,海水淡化和海水利用应作为解决沿海和

岛屿水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之一 ,应该做好相应的规划 ,并进行海水资源开发利用

研究和实践 ,在充分吸取国内外经验基础上 ,设计和建造适宜于我国需求的海水淡化系

统。 

调水是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南水北调”是一项战略性工程 ,从

长期来看 ,只是选择最佳时间问题。另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资源在西南 ,西南诸河丰富

的水资源 ,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来调控 ,“大南水北调”工程设想是值得探讨的。大气水

的开发利用是解决水资源危机的另一条途径。国际上自 1 946年首次实施人工降雨成功以

来 ,至今技术逐步成熟 ,积累了一定经验。我国也开展了一定工作 ,如 1 995年河北开

展的人工降雨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据测算 ,投入和产出效益比在 1∶30以上。因此 ,我

国应该采取措施 ,从战略的角度重视大气水的开发利用 ,从全国的角度制定大气水开发利

用规划 ,研究大气水的开发利用对地表径流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开发投入低、产出高的新

技术。 

5、面向国内国际市场 ,开展有利于节水的贸易对于国内市场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其一是拉动经济杠杆 ,建立节水型经济激励机制 ,包括补偿奖励机制 ,国家或政府根据节

水的实际情况 ,给予供水单位适当的补偿奖励 ;惩罚奖励机制 ,对于完成节水指标的用户

给予适当的奖励 ,对于没有完成的用户 ,给予适当的惩罚 ,奖励与惩罚相结合 ;水权交换

机制 ,研究水权的理论和可操作性的交换机制 ,通过市场的交换 ,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分

配。其二是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 ,科学的水价体系是水利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保证 ,也是

合理利用水资源的调解器 ,以水价改革为突破口 ,建立良好科学的水价体系 ,主要包括 :

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水价办法》 ;按供求关系调整水价 ,实行动态水

价和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 ;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 ,确保地表水、地下水及降水联调机制顺

利实施。 

对于国际市场 ,可以通过间接的办法来实现节约用水。如通过粮食进口渠道来实现。

从全球来看 ,我国粮食生产并不具有优势 ,而且粮食是水资源耗用大户 ,我们完全可以在



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条件下 ,多进口一些粮食。 

   人气：  396

 编辑：yejunxuan 推荐给朋友： 发送 订阅短信：

   

∷相关新闻∷
 

  版权所有/维护管理：天津市龙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