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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资源与河南经济生态发展研究

作者：杨鹏哗 文章来源：网络搜集 更新日期： 2008-1-8   

     一、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在河南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位置  

    

    (一)水是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要素。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对象明显不同，主要表现如下： (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

加；(2)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重点开发利用的资源不同；(3)同种资源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用层次、程度、

模式不同(王青等，2004)。随着河南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农业结构的调整、城市的

扩张和生态环境建设标准的提高，对水资源的依存度将进一步加大，河南沿黄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与黄河

水资源密不可分。加快河南经济发展，一是要研究如何统筹兼顾生态建设、农民生计和地方经济发展，研究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有效机制；二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保证各类

建设项目尽早发挥效益；三是要研究如何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四是要

研究如何进一步改善投资软环境，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五是要根据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把经济发展和

入口、资源、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五大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改善发展的硬环

境和软环境，其中水资源是其控制要素。  

  (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任务。如何把河南经济结构的调整与

黄河水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更好结合起来，是推动河南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全新思路。雷社平等曾利

用相关分析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与水资源需求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计算，指出产

业结构与用水量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为0．8508，属于高度相关(雷社平等，2004)。经济结

构调整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任务，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用水结构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的统

计，在低收入国家中农业用水、其他产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比例是87：8：12；中等收入国家是74：13：12；

高收入国家是30：59：11。由于不同行业用水效益不同，随着用水结构的变化，水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用

水效益呈上升趋势。我国单方工业用水的增加值约46．8元，农业是4．3元，要实现河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必须把各产业用水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满足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同行业变化的用水需

求，另一方面要把握经济结构演进的趋势，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用水结构调整来主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把有

限的水资源配置到合适的区域和行业，既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又为经济结构调整大局服务。河南省作为

粮食大省和工业大省，其进一步扩张将会对水资源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黄河是河南省最大的过境水资源，是河南省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资源。黄河是河南省最大的过

境水资源，其水资源量占全省入境水资源总量的近 90%。目前，全省水资源瓶颈非常明显，全省人均水资源

量为44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水资源警戒线，沿黄地区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更低，只有275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0，特别是由于超采地下水，已形成濮清

南、温孟、商丘、许昌4个沉陷漏斗区，地下水资源严重衰竭，地面沉降、泉水断流、湿地萎缩、土地沙化、

地下水资源贯通污染，已有3/4以上的地下水不符合饮用水标准，1/5以上的地下水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沿

黄地区作为河南省最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作为建设中的中原城市群和经济隆起带，解决水资源瓶颈的唯

一方法就是合理开发、有效利用黄河水资源。目前，黄河水资源已从单一农业灌溉扩展到公共用水、灌溉、

土壤改良以及水旅游、养殖等各个方面，具有同粮食、环境、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  

  (四)黄河水资源开发利用可有效节约经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调

整、城市及工业用水的增加，水资源将成为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与开采地下水、中线南水北调相

比，黄河用水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目前，沿黄灌区的农业水价在4分/立方米左右，而井灌综合成本在0．21

～ 0．43元/立方米；黄河水经过泥沙处理后，用于城市、工业及环境用水的综合成本为0．15元/立方米左

右，中线南水北调要达到o．5～0．7元/立方米，黄河用水经济效益非常明显，而且，引黄水温适宜农作物生

长，富含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各种有机物质，增产效果十分明显，且具有改良土壤之功效。发展引黄灌溉还可

以对地下水进行有效补源，逐步恢复沉陷漏斗区域的水资源采补平衡，改善地下水漏斗状况、增加地表植

被、林草覆盖率，遏制和消除土壤沙化，为逐步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经济园区创造条件，促进人与自

然的和谐。  

    

  二、沿黄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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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自山西潼关进入河南省，流经三门峡、洛阳、济源、焦作、郑州、新乡、开封、濮阳8市24县区，自

濮阳市台前张庄流入山东，境内流域面积3．62万平方公里，河道总长711公里。早在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

已开始较正规地发展引黄工程，灌溉面积达30万亩，其中因被毛主席赞扬而闻名全国的人民胜利渠就是那时

的杰作。河南省黄河干支流现有115个地表、地下取水口，设计引水量2058m3/秒，引黄灌区28处，设计灌溉

面积 1478多万亩。目前，河南省引黄供水工程已初显规模和成效。河南河务局成立供水局后建设的第一个城

市。 

  据河南省水利部门的水资源规划统计，未来河南水资源缺口达四分之三，沿黄许多大中型城市在步人高

速工业化发展轨道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水资源缺乏的难题。一方面由于河南沿黄区域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650

毫米，而且多集中在汛期。因恐积涝成灾，各地都是千方百计地将汛期径流排泄出境，很少被利用，因而经

常出现春旱、夏涝、旱涝交替的怪圈。与此同时，这些区域的水面年蒸发量区在1300至2000毫米之间，约供

水工程——长垣城区引黄供水工程不仅改善了城区居民生活条件、为长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解除了后顾之

忧，而且“长垣供水模式”已经引发了连锁供水效应，借鉴这一模式，温县引黄补源一期供水工程于2005年1

0 月24日进行了试通水，洛阳石化总厂吉利白坡黄河取水工程也已经通水，武陟引黄补源工程正在建设，濮

阳供水工程洽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引黄供水正在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 

[1] [2] [3] [4] 下一页   

查看原文  

文章录入：胡雁霞    责任编辑：胡雁霞  

● 上一篇文章： 西双版纳热带生态农业旅游研究 

● 下一篇文章： 湖南特色旅游及深层次开发问题探讨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各地工作站 | 联系我们 | 会员城市名单 | 版权申明 | 友情链接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承办：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网络中心 大城小市（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64462852 传真：010-64462856 邮箱：ccyb1102@163.com 法律顾问:北京中逸律师事务所李建新律师 

Copyright©2006-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 京ICP备05086808号  

本网站非赢利性网站，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管理员联系，我们一定及时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