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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资源问题的哲学思考 

水资源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而普遍的关注，这些问题包括：资源问

题、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问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当我们研

究这些基本问题时，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现实是：水圈的复杂性、水资源的复杂性、水资源

科学的复杂性、水资源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伸的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广

义水利工程问题。因此有必要尝试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一些更高层次的思考和探索，得出一

些更为基本的结论。 

2水系统的组成 

地球上的水组成了很多系统：降水系统、海洋系统、冰盖系统、冰川系统、河流系

统、湖泊系统、地下水系统、蒸发系统……。这些水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组成要素和运动规

律，相互间又广泛联系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水圈；水圈的存在和运动不是孤立的，

它与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智慧圈（人类社会）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相互间个断进

行着广泛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水的利用和开发的规模越

来越大：人类对水的自然循环干扰越来越大；人类对水的破坏（以污染为代表）也越来越

大，所谓“水资源问题”或“水资源危机”也由此产生。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时，人们

终于认识到地球上的水资源绝对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这个道理对于作为智慧圈主体的人类来讲本应该早就认识到，因为水圈系统组成的常

识早已在提醒人们：地球上的水97．47％为海洋和咸水，仅有2．53％的淡水；在这2．

53％的淡水中，又有1．76％（占淡水总量的69．55％）存在於冰盖、冰川和永冻层中，

有0．76％（占淡水总量的30．06％）为地下水，仅有0．01％（占淡水总量0．39％）为

地表水。如果说地球上的水资源有限，那么地球上目前可以为人类利用的淡水资源比例更

低，至于淡水中目前为人类大量利用的地表水甚至可称之为“微不足道”；而且目前人类

的水资源开发几乎都集中在这“微不足道”的地表水上。 

3水的存在特点 

水的存在特点是流动（运动）、循环和转化。水的流动、循环和转化不仅组成了丰富

的水世界，而且依靠这种运动在内部和外部不断进行着物质的和能量的交换，产生了大量

的可以为人们所利用的信息。人们对这些信息的把握程度，就是人们对水的运动的认识程

度，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水平。 

 

    搜索



水的流动、循环和转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类型： 

第一类是水的总的自然循环：蒸发——大气降水——地球上的水（冰川和冰盖、地下

水和地表水）——回归海洋或陆地独立水体——蒸发。 

第二类是一些局部的自然循环： 

大气降水——冰川冰盖——融化或蒸发——入海； 

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及其相互转化——入海。 

第二类是有人类活动参与的水的自然——人工循环： 

人气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人工弃水——回归海洋等自然水体； 

洁净的水——人工弃水——不同程度资源化的弃水——回归自然。 

由此可见，水的流动、循环和转化不仅涉及水圈系统内，还涉及水圈系统外（大气

圈、岩石圈、生物圈、智慧圈）；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循环，而是一个动态的转化（存在状

态的转化、运动状态的转化、水质的转化等）；不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自

然——社会过程。人类社会对水的流动、循环和转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不加节制，

随着对水的利用率的提高和利用量的迅猛增大，对水资源的破坏力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

人类会看到：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人类自己的眼泪！ 

4水资源不是无限的 

什么是水资源？这里不去讨论它的确切定义，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水圈中可以为人类

利用的那一部分。因此，它不仅仅是淡水，还包括已经开始为人类利用的海水（海水淡

化、海水的直接利用等）。目前，地球上与人类关系密切的淡水仅占水圈总量的0．

77％，从这一点上讲地球上的水资源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考虑到海水及两极冰盖中的水，

地球上的水资源似乎又从“微不足道”中走出来，成为一定的历史时期“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宝贵资源了。但是，事实绝非如此，本质掩盖在现象之中。 

海水绝不是无限的； 

海水可直接利用的领域和地域目前还是十分狭小，未来可扩大的空间也是十分有限

的； 

两极冰盖贮存着地球上淡水资源的69．55％，但目前它的利用可能性很小，如果两极

冰盖融化，地球海平面将大幅度上升，这对人类来讲是一场灾难，海平面升降也是人类目

前正在密切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实际上人类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就这么一点点：0．01％的地表水：0．76％的地下水；

维持止常海平面均衡条件下参与循环的两极冰盖融水；淡化海水和可供直接利用的海水。

即使这些比例很小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也绝对不是可以全部利用的。 

人类必须迅速地从地球上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梦境中解脱出米，不要去

寻求大自然对人类的灾难性的惩罚。 

地球上的水资源不是无限的，人类可以利用的那一部分更是十分有限的。 

地球上的水资源不会再生，对于人类来讲水资源也是不可替代的。 

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在呈几何级数增长，正在迅速地逼近地球上水资源的极限，如果



没有科学的对策，也总有一大将逼近水圈容量的极限和水圈污染的极限。 

当人类社会走进21世纪和新的千年时，“水资源问题”的阴影时地球村的覆盖面越来

越大，真正实现了“水贵如油”到“水贵于油”的历史转化。因此有的政治家认为，20世

纪战争的根源是石油，21世纪战争的根源是水。 

5水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 

水资源不可再生，但它是不断循环的。利用循环中的水这是水资源开发的基础，从这

一点上讲水资源开发潜力还是很大的：水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循环中的水的循环特

征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些基本思路是： 

5．1利用人工增雨技术加大大气降雨量，增加水的循环量，人为加快地球上水的循环

速率；更广义地讲，甚至可以设想利用飞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人工改变局部气候，变

干旱区为雨量均衡区，改善水资源的补给条件和环境。这实际上是在改变或优化人类的生

态环境，看来是遥远的长期的，实际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国家应有的基本国策。 

5．2利用各种工程手段储存地球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在这些工程手段中，人们比较

熟悉的是地表水库和地表水利工程。不大熟悉的基地下水库和地下水利工程。地下水库是

利用库容更为巨大的地下含水层（砂层、砾石层、岩石的裂隙和溶洞、孔隙等）来储存水

资源。地下水库对于很多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来讲，如日本、以色列、美国、欧共体等己经

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工程实践，仅日本就有几十座地下水库在运行，取得了十分良好的资

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5．3“绿色水库”人们并不陌生，只是没有广泛使用这种名称。所谓“绿色水库”实

际就是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涵养水源，也是优化人类生态环境基本措施。对于一条独流

入海的河流，中上游（山区）建设“绿色水库”，同时在条件适宜地段建设“地表水

库”，在入海口适宜地段建设“地下水库”，在涵养水源的同时实现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

度，在充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防治海水入侵，优化生态环境。这种水资源开发和生

态环境建设模式已被国内外同行所认可。 

5．4建立“弃水——净化——再用”循环系统，增大弃水的处理规模和深度，最终实

现弃水资源化。这将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环保型水资源开发或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人

类为了保护基本的生存条件，又必须努力进入这样的境界，建立水资源良性循环系统。 

5．5建立“海水淡化——矿化——利用——弃水——再资源化”的循环系统。随着海

水淡化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对于沿海地区来讲，这将成为越来越现实的解决水资源

问题的重要途径，应当进一步纳入人们工作的视野。但是如果医学界研究确认，长期饮用

淡化海水（某种意义上就是蒸馏水或纯净水）对人体不利，则可以把淡化海水注入含水

层，让其经历一次自然“矿化”的过程，改善淡化海水的水质接近天然状态，再抽出来使

用。利用地个含水层来改善水质已不是什么设想，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多年的实践。 

这五点也许是人类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基本途径，这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一个伟大系

统工程，我们的水资源开发战略研究和规划应当以此为基础。当然对局部地区局部时段来

讲，还会提出很多具体措施：跨流域调水、节约用水（提高水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益，用经

济规律制定合理的水价）、利用分离出来的两极冰体等等，但这些并不具备全局意义和长

远意义。 

6水资源科学的基本特点 

“水资源科学”应是一门系统科学，是一门边缘科学，也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

是目前任何一门和水有关的科学所不能涵盖和代替的。一方面它是一门基础十分广泛底蕴

十分深厚的科学，另一方面它也是一门正在成长的新兴科学。研究水资源科学目前更重要

的方法是综合：综合水圈的各个组成要素：综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智慧圈

的相互作用和运动；综合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水资源开发战略的各个方面。运用已



有的科学技术成果进行这种综合研究正是这门新兴的水资源科学的基本特点，它体现了科

学研究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规律，同时它也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由综合到分析的过程。解

决水资源问题需要多种“水利工程”手段，因此应当提倡广泛的合作——多学科的合作、

多领域的合作、多部门的合作、多专家群体的合作。 

7水资源开发的负面影响 

我们也不应当忽视，水可以成为人类利用的“资源”，也可以成为一种危害人类的灾

害和问题：洪水、人类工程活动中的涌水、地下水位过高带来的问题等。人类还不应当忽

视水资源开发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环境改变、占用土地、地下水位下降引起的环境问

题等。但是与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相比，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暂时的、局部的，是相对

比较容易控制和解决的问题。 

8水资源管理 

解决水资源问题应当有一个核心，这就是水资源管理。它的任务是进行水资源协调、

规划、管理、调配、工程市场管理和规范、监测、保护等，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筹解

决水资源问题的全局。水资源管理的基础是动态规划，规划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的体

现；规划的层次应分为战略的、长期的、中期的、近期的；规划的内容是综合的，包括科

学研究规划、广义的水利工程规划、水资源使用和供给的、弃水的再生规划、海水的淡化

处理规划等，总之它应当包括水循环的全过程；规划的实现要靠市场经济手段，服从市场

经济规律。 

9水利工程的概念 

既然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措施是综合的，就应当建立广义水利工程的概念。凡是水资源

开发的工程都可称之为水利工程：地表水开发工程、地下水开发工程、地下水回灌工程、

人工增雨工程、绿色水库工程（水源涵养和保护工程）、海水淡化工程、海水利用工程、

水质处理工程、弃水资源化工程等，这就组成了广义水利工程或称水源工程。水源工程应

是系统工程，例如荷兰的引河水——净化——回灌地下——开采的供水工程就是一个成功

的典范；对于一条河流来讲，人工增雨——绿色水库——地表水库——地下水库的联合开

发调度工程也是一种理想的生态型环保型水资源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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