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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袁 如何实现水资源的永续
利用袁保障和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袁是世界各国共同
面临的迫切任务遥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市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遥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袁是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遥
1 我国城市水资源紧缺概况

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 4位袁 但人均拥有量仅
为世界人均量的 1/4袁居世界第 109位袁是世界公认的贫水
国[1]袁而且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袁年内降水主要集中在
6耀8月份袁基本上是南多北少遥 据统计袁目前在我国 668个
建制城市中袁有 400个城市供水不足袁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
有 130多个袁约占 60 %袁缺水总量达 60多亿 m3袁诸多城市
居民生产生活用水面临严重困难遥
2 城市水资源持续利用面临的问题

2.1 总需水量呈上升趋势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人口

的增长袁使城市需水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遥 据估计袁到 2030
年袁我国城市人口将超过 9亿袁这将导致城市工业用水尧农业
用水尧居民消费用水和绿地生态用水等各类用水量的增长遥
2.2 水资源紧缺和浪费现象并存 尽管城市节水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袁但用水浪费和效率不高的现象仍然严重遥由于设
备和管理的相对落后袁 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远远大
于发达国家袁是发达国家的 5~10倍袁废水循环利用率也明
显低于发达国家遥 在生活用水方面袁同样存在浪费现象袁特
别是公共用水方面遥 城市供水管网野 跑冒滴漏冶现象也十分
普遍袁管网平均漏损率为 20 %左右袁惊人的浪费直接威胁
着我国城镇水资源的持续发展遥
2.3 水污染相对严重 部分地区和企业仍然存在工业废

水未经处理便排放的现象遥 目前袁我国有 80 %左右的城市
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袁 导致 1/3以上的河段受到
污染曰90 %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袁水体水质劣于 IV类曰
近 50 %的城市供水水源达不到卫生饮用水标准袁不少城市
河段鱼虾绝迹袁部分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2]遥
2.4 水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 当前在城市水资源管理中

存在野 多龙管水袁政出多门冶的现象袁水源地不管供水袁供水

的不管排水袁排水的不管治污袁治污的不管回用遥 多龙管水
导致各部门之间工作不协调袁 人为地增加了市政管理的难
度遥 无人对供需平衡负责袁难以真正实现节水袁无法有效地
控制污染袁更无人考虑河道积累污染和地面沉降等生态尧环
境问题袁以致无法建立统一的管理法规袁定出合理的水价[3]遥
2.5 部分城市供水设备不足 在 1993年调查的全国 333
个缺水城市中袁有 260个是由于供水设施能力不足造成袁而
在全国 32个特大城市中有 31个存在供水设施不足的问
题遥 近几年来袁特别是野 九五冶时期袁国家加大了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资力度袁 城市供水设施能力不足的状况得到了
改善[4]曰但是袁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城乡结合处的居民主要靠
自建设施供水袁享受的服务水平较低遥 另外袁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速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袁 对供水设施的需求也将随之
增加遥从这个意义上说袁部分城市供水设施不足的问题将在
较长时期内存在遥
3 解决城市水资源永续利用问题的主要方法

3.1 科学评估水资源承载能力袁制定合理的城市发展规模 对

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来说袁 科学地评估其水资源承载能力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在制定城市发展规模之前袁首先要深
刻地分析当地水资源能够承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规模袁包
括经济结构尧生态用水等遥 要根据当地水资源的条件袁按照
人口尧资源尧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袁坚持兴利与除害
结合袁 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袁 在保证城市防洪安全的同
时袁力争空中水尧地表水尧地下水都能够得到合理利用遥
3.2 加强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袁 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 水

资源承载能力是可变的袁 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现实途径
之一是节水袁合理高效地利用水资源是节水的本质遥可以运
用经济尧行政尧法律尧科技等手段袁增加节水投入袁加强节水
技术研究曰大力进行计划用水和节水宣传袁教育公众深刻认
识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袁提高节水意识袁养成良好的
节水习惯曰强制推行节水型器具袁提倡一水多用袁提高用水
效率曰加快城市水管网技术改造袁降低管网漏失率曰工业企
业要制定节水目标袁严格实行节水制度袁加快技术改造和产
业结构的调整袁依法淘汰耗水量大尧技术落后的生产工艺和
设备袁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袁推广管道配水技术袁实现
分质供水袁开发污水回用尧中水回用袁尽量减少对新鲜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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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我国水资源概况和城市水资源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曰从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尧加强管理尧开源节流尧调整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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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罐装菇尧保鲜菇等产品上市遥 这样既繁荣了市场袁又
提高了菇农收入遥
3.4 加快建设双孢蘑菇产品交易市场袁建立健全营销网络 蘑

菇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是强化其产业链的重要环节遥 交易市
场是产品销售的重要载体遥 规范的交易市场对于扩大销售
半径袁增加市场份额袁提升产品价格袁促进农民增收至关重

要遥 为此袁要加快建立蘑菇产品交易市场袁充分利用网络信
息服务平台袁出售各种蘑菇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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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遥
3.3 控制水污染保护城市水源袁推进污水资源化进程 城

市水源一旦遭破坏袁城市供水就无法保障遥 因此袁加强城市
水源保护袁严防水源受到污染袁是提高城市人民生活质量的
重要措施遥 加强水源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院

渊 1冤防止水源衰减枯竭遥防止水源衰减枯竭行之有效的
办法院一是加强对现有的公共供水设施系统的管理与维护袁
防止供水能力衰减遥很多城市公共输水系统使用年限过长袁
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尧老化袁导致滴漏尧爆管现象时常发生袁
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袁因此需要加大财政投入袁采取强有
力措施袁对现有供水设施进行维护袁减少运转过程中的野 跑
冒滴漏冶遥 二是加强对地下水的管理遥 地下水是城市供水水
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应根据地下水开发的实际情况袁制定相
应的法规政策袁实施依法管理袁用户凭证开采遥 有条件的城
市应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工程措施袁 把经过深度处理的污
水尧雨水或洪水回灌到地下袁涵养地下水层袁使地下水位逐
年回升袁实现永续利用遥

渊 2冤防止水源水质受到污染遥要加强对供水水源的河流尧
水库和地下水水质监测袁建立健全排污许可制度袁加强城市
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的管理和控制袁 制定重要水源地保护
办法袁逐步实现水资源和水环境的良性循环遥

水是不可替代但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袁 污水资源化是实
现水的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之一遥 污水资源化不仅可以
大大提高水的利用效率袁控制水污染袁而且是激活城市污水
市场最有力的手段袁是水的社会循环新模式遥
3.4 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能力袁保障各部门协调发展 强

化水资源管理袁核心是一龙管理袁多龙治水袁创新制度遥
渊 1冤通过建立权威性的统一水资源管理机构袁对城市辖

区范围内水资源实行野 统一规划袁统一调配袁统一发行取水
许可证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袁统一管理水量尧水质袁加强全面
服务冶袁 并建立流域水资源和区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袁鼓
励社会广泛参与水资源管理遥

渊 2冤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水法规体系袁制定出约束有悖于
水资源的开发尧利用尧保护以及计划用水尧节约用水等各项
社会行为的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袁 将各项水事活动纳入法
制化尧规范化管理轨道袁使有限的水资源更好地为城市的经
济服务袁实现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遥
3.5 根据水资源现状袁 适当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 城

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建立应与水资源可用量相适应遥
按照城市工业布局原则和调整要求袁 凡缺水型城市要严格
限制高耗水型工业项目的发展袁 关停或转移耗水量大的工

业企业袁尽快形成节水型经济结构遥 在任何情况下袁工业发
展都不应以破坏水的质量尧污染水的生态环境为代价遥
3.6 发挥水价经济杠杆作用袁促进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目

前我国许多城市自来水定价只包括水的处理价格袁 而不包
括水资源尧污水处理的价格以及整个水生态的代价遥 因此袁
应该理顺水价结构袁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袁加大污水处理
费征收和管理力度袁并逐步提高收费标准遥 对厂矿企业袁可
按用量不同实行阶梯式水价袁 对超计划用水实行累进加价
收费袁使自来水厂尧污水处理厂都能够合理盈利尧正常运行遥
这样袁不仅能够增强企业的活力袁减少国家财政支出袁更能
强化居民尧企业的节水意识袁从而逐步实现用水总量零增长
甚至负增长遥
3.7 科学实施跨流域调水袁确保城市供水安全 我国水资

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袁科学实施跨流域尧跨地区调水是解决
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遥在全面考虑全球气候变迁袁调出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袁调入地区对水价的承受能力袁调出和
调入地区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和调水沿途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的基础上 [3]袁遵循野 先节水尧后调水袁先治污尧后通水袁先生
态尧后用水冶的原则袁向缺水城市调水十分必要遥正在进行的
野 南水北调冶工程就是很好的例子袁这项工程建成运行后袁能
够大大缓解沿途城市尧地区水资源紧缺的状况遥
3.8 加强人口管理袁控制城市人口增长 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袁导致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袁他们既是城市建
设者的一部分袁也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遥他们形成城
市新的就业压力袁引发城市用水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袁
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和水环境的恶化遥因此袁适当控制农村
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袁既能缓解城市人口就业问题袁又能减
少水资源的需求量袁减少生活污水排放量袁减轻水体污染遥
4 结语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袁 尽管
它在自然界中往复循环袁消耗尧补充袁再消耗尧再补充袁永无
止境袁然而袁真正能被人类所利用的水袁却十分有限遥科学合
理地管好用好有限的水资源袁是人类社会世代相传的前提袁
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遥
参考文献

[1] 宋新山袁邓伟袁闰百兴袁等.我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水资源问题及对策
[J]援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袁2001渊 1冤院1-3.

[2] 左其亭.城市水资源承载能力要理论窑方法窑应用[M].北京院化学工
业出版社袁2005院36.

[3] 吴季松.水资源及其管理的研究与应用[M].北京院中国水利水电出
版社袁2000院100-101.

[4] 钱易袁刘昌明袁邵益生.中国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M].北京院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袁2002院84.

[5] 张厚明.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北京市水价
问题研究[J].中国物价袁2005渊 5冤院12.

3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