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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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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郑州市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包括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水资源优化配置等 6 个方面、20 项指标的水生态文明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 2013年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其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18

分(得分率 72% ,下同)、水资源优化配置 9分( 60% )、防洪排涝体系 6. 5 分( 65% )、节水型社会建设 14 分( 70% )、水

生态保护与修复 9分( 45% )、水文化建设 6 分( 60% ) ,总分 62. 5 分, 整体刚刚达到水生态文明城市标准。可见, 郑

州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相对较好, 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建设等方面稍显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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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current construction situation of urba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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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 ev aluatio n system o f ur ban w ater ecolog ical civ ilizat ion w as developed w ith 20 index es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he str ictest water resources manag ement and optimal allocatio n o f water resources, and was applied to assess the cur rent con2

str uction situat ion of urban water eco lo gical civilizatio n in Zheng zho u. T he results sho wed t hat the strict est w ater r eso urces

manag ement has the sco re o f 18 ( scor ing per centag e is 72% , same hereinafter ) , the optimal allo cation of w ater r eso ur ces has the

sco re of 9 ( 60% ) , the f loo d contr ol and dr ainag e system has the sco re of 6. 5 ( 65% ) , the water2sav ing societ y construction has

the scor e of 14 ( 70% ) , the w ater ecolog ical prot ection and r est ore system has the scor e o f 9 ( 45% ) , and the w ater culture con2

str uction has the sco re o f 6 ( 60% ) , thus t he tota l sco re is 62. 5, which indicated that it reaches the standa rd of urban w ater eco2

log ical civilizatio n. T he str ictest w ater r eso ur ces management and w ater2sav ing society constructio n perfo rm well in Zheng zhou,

while the o pt imal allo cation of w ater resources, w ater ecolog ical pro tect ion and r esto re system need mo re wo rk.

Key words:w ater eco log ical civilizatio n; cur rent situatio n assessment; assessment index ; assessment standar d; Zheng zhou City

  水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水和谐理念,以实现水资源

可持续地支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

主体的人水和谐文化伦理形态,是生态文明的重要部分和基

础内容[ 1]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加快推进水生态文

明建设, 2013 年 1 月水利部印发了5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6 (水资源1201321 号) , 提出把生

态文明理念融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配置、节约、保护以及

水害防治的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 加快推

进水生态文明建设[2] 。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生态体系完

整、水生态环境优美、水文化底蕴深厚为主要内容的水生态

文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源基础、重要载体和显著标志[3] 。

目前,国内针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已取得了初步进展, 如

左其亭[4] 、李原园[ 5] 、王树鹏[ 6] 等分别从水资源管理、河湖水

系连通、用水效率考核体系的建设等方面, 郭唯[ 7]、张旺[8] 、

陶洁[ 9] 等分别从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 三条红线0指

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对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行了研究。

准确评估试点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现状是科学合理制

定水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的基础与前提。刘海娇

等[ 10] 对滨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进行了评价; 黄

茁[ 11] 、唐克旺等[12]对水生态文明评价体系进行了探讨;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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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3] 对山东省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但

是,整体来看这些评价指标体系尚不能系统全面的评价郑州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情况。因此,本文试图构建包括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水资源优化配置、防洪排涝体系、节水型社会

建设、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体

系,对 2013年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进行评价。

1  基本情况

郑州市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流域, 北临黄河 ,西依嵩山,

东南为广阔的黄淮平原, 总面积 7 446. 2 km2。全市有大小

河流 124条, 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有 29 条, 水资源总量为

13. 23 亿 m3 ,地表水 7. 04 亿 m3 ,地下水 7. 72 亿 m3。郑州

市按流域分为 6 个流域水资源四级分区, 其中淮河流域 3 个

区,黄河流域 3 个区, 分别为沙颖河平原区、沙颖河山区、涡

河区、伊洛河区、小浪底2花园口干流区和花园口以下干流区

(见图 1)。

2  评价指标体系

2. 1  指标选取原则
按照水利部5关于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大

纲6的要求,应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着眼流域整体布

局,充分考虑当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条件, 依据可定义、

可操作、可量化、可考核、可追究的原则选取评价指标, 构建

科学、合理、全面的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体系[3] 。

2. 2  评价指标体系
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工作采取对评价区域各项指标进

行分级评分的方式,共包括 20 项评价指标, 各项指标评价结

果划分为优、良、中、差、劣 5 个等级,分别对应的评分值为 5、

4、3、2、1,总分为 100 分。

图 1  郑州市水资源分区
Fig. 1  Water resources regionalizat ion map in Zhengz hou city

参考5防洪标准6 ( G B 50201- 94) [ 14] 、5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6 ( GB 3838- 2002) [ 15] 等相关行业标准及国内外研究进

展[ 16] , 根据实际调查郑州市开展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对

可量化指标的赋分标准进行了量化,不可量化指标根据建设

目标对赋分标准进行了界定,具体见表 1。

表 1 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Tab . 1  The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urban w 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准则

层
指标层

赋分标准

优( 5分) 良( 4分) 中( 3分) 差( 2分) 劣( 1分)

最严格

水资源

管理

水资优

化配置

防洪排

涝体系

节水型

社会建

设

水生态

保护与

修复

水文化

建设

( 1)用水总量控制程度 达标 - - - 不达标

( 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对值( % ) 0~ 25 25~ 50 50~ 100 100~ 150 > 150

( 3)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 100~ 90 90~ 80 80~ 50 50~ 40 < 40

( 4)水资源管理工作占政绩考核比例 > 10 10~ 8 8~ 5 5~ 1 -

( 5)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率( % ) 100 100~ 85 85~ 70 70~ 50 < 50

( 6)河道生态基流保证率( % ) 100~ 90 90~ 80 80~ 70 70~ 50 < 50

( 7)再生水利用率( % ) 100~ 50 50~ 30 30~ 20 20~ 10 < 10

( 8)城镇集中供水普及率( % ) 100~ 90 90~ 80 80~ 60P 60~ 50 < 50

( 9)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城区 > 200 200~ 100 100~ 50 50~ 20 < 20

河道 > 100 100~ 50 50~ 20 20~ 10 < 10

( 10)城市排水防涝标准 > 20 20~ 10 10~ 5 < 5 -

( 1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1~ 0. 7 0. 7~ 0. 6 0. 6~ 0. 55 0. 55~ 0. 5 < 0. 5

( 1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100~ 90 90~ 80 80~ 60 60~ 50 < 50

( 13)城镇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 ) 100~ 90 90~ 80 80~ 60 60~ 50 < 50

( 14)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 ) 0~ 8 8~ 12 12~ 15 15~ 20 > 20

( 15)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 100 100~ 95 95~ 85 85~ 75 < 75

( 16)城镇废污水集中处理率( % ) 100 100~ 95 95~ 85 85~ 75 < 75

( 17)河湖生态护岸比例( % ) 100~ 90 90~ 80 80~ 60 60~ 50 < 50

( 18)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 ) 100~ 90 90~ 80 80~ 60 60~ 50 < 50

( 19)水文化宣传载体数量 > 8 7~ 6 5~ 3 2~ 1 -

( 20)公众对水生态文明的认知度( % ) 100~ 80 80~ 60 60~ 50 50~ 40 < 40

 说明:用水总量控制程度指评价区域年用水总量是否达到当地用水/红线0要求,只考虑达标和不达标两种情况; 各项指标等级的临界值采取向上兼容的评分方式。

2.3  评价标准
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标准根据总得分情况进行确定, 总

分在 60分及以上认定评价区域达到水生态文明城市标准, 总

分在 60分以下的评价区域不予认定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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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见表 2。

表 2 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标准
Tab . 2 T he assessment standard of urban w 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差 不达标

标准 \90 \80, < 90 \70, < 80 \60, < 70 < 60

3  结果与分析

3. 1  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评价
根据上述建立的水生态文明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 选取

2013 年作为基准年(试点建设期为 2014 年22016 年)进行了

实地调研及数据收集,对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情况进

行了评价,结果见表 3。

表 3  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评价结果
T ab . 3  Th e as ses sment result s of curren t con st ruct ion situation

of u rban w ater ecological civil ization in Zhengz hou city

准则

层
指标层

现状值

基准年

( 2013)

评分

值

最严格

水资源

管理

水资优

化配置

防洪排

涝体系

节水型

社会建

设

水生态

保护与

修复

水文化

建设

( 1)用水总量控制程度 达标 5

( 2)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对值( % ) 35. 3 4

( 3)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22. 2 1

( 4)水资源管理工作占政绩考核比例 8 4

( 5)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率(% ) 85 4

( 6)河道生态基流保证率( %) 50 2

( 7)再生水利用率( % ) 20 3

( 8)城镇集中供水普及率( %) 85 4

( 9)防洪保护区防洪标准
城区( 50%) 100 2

河道( 50%) 20 1. 5

( 10)城市排水防涝标准 5 3

( 11)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 62 4

( 12)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85 4

( 13)城镇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 ) 85 4

( 14)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 ) 18. 8 2

( 15)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 95 4

( 16)城镇废污水集中处理率( % ) 76. 8 2

( 17)河湖生态护岸比例( % ) 50 2

( 18)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 ) 40 1

( 19)水文化宣传载体数量 4 3

( 20)公众对水生态文明的认知度( % ) 55 3

总分 100 ~ 62. 5

3. 2  结论与讨论
( 1)最严格水资源管理。郑州市十分重视水资源管理工

作, 2000 年相继颁布了5郑州市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和污染防

治条例6和5郑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6( 2007 年重新修订

颁布为5郑州市节约用水条例6 ) ; 2002 年颁布了5郑州市水资

源管理条例6 ( 2008 年又进行了修订) ; 2006年编制完成的5郑

州市节水型建设规划6获得水利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予

以实施。但是仍存在制度体系不健全、管理基础不完善、制度

执行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如5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

案6、5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6尚未出台; 计划用

水、节水设施/三同时0和用水定额管理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入河排污口设置同意、水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重点管

理手段执行不到位。评定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得分为 18分。

( 2)水资源优化配置。郑州市围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

水后的水资源优化配置、黄河水源的循序高效利用, 2002 年

启动了生态水系建设和综合治理工作; 2007 年编制完成的

5郑州市生态水系规划6通过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 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地方法规; 2012 年又编制完

成了5郑州市生态水系提升规划6 , 规划拟通过补源工程、河

湖连通工程等,构建具有多水源保障和水动力特征的水系网

络;按照/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0的原

则,编制完成了5郑州市水资源配置规划6 , 制订了城乡重大

用水调整的战略格局和水资源配置方案。按照/ 循序利用、

健康安全、生态环保、优化配置0的理念, 围绕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通水后的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黄河水源的循序高效利用,

实现了/ 城市用水 ) 生态用水 ) 农业用水0的循序利用, 改善

了城市生态环境,补给了地下水资源。但受现有引黄工程能

力的限制,河道生态用水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城镇集中供水

普及率和再生水利用率均处在全国中等水平。评定水资源

优化配置得分为 9 分。

( 3)防洪排涝体系。/ 十一五0期间, 郑州市水利投入资

金 35 亿元,水利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列入国

家规划的 37 座水库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工, 防洪能力得到

显著提高。对贾鲁河、七里河、索须河、溱河、双洎河、五渡

河、伊洛河等进行了综合治理, 已治理河道标准大部分为 5~

10 年一遇,个别堤段达到 20 年和 50 年一遇。对城区河道清

淤、积水点改造, 城市排水系统逐步完善, 城区防洪能力得到

全面提升。但是,郑州市水少、人多、地多的本底条件导致供

水安全保障的压力较大;另外, 由于部分排洪除涝河道淤积、

行洪断面小,雨水泵站建成年份较早、设备老化, 排水管网干

支管系统不完善,整体防洪能力有待提高。评定防洪排涝体

系得分为 6. 5分。

( 4)节水型社会建设。2005 年以来郑州市大力推进节水

型社会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郑州市逐步完善以用水总量

控制与定额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强化水资源配置

与调控 , 2010 年被授予/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市0。2013

年郑州市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0. 62(目标值 0. 65, 下同)、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85% ( 100% )、城镇生活节水器具普及

率 85% ( 100% )、城镇生活供水管网漏损率为 18. 8%

( 13% )。由此可以看出, 郑州市整体用水水平仍处于全国中

等水平,水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布局与水资源条件不相

匹配等问题依然存在。评定节水型社会建设得分为 14分。

( 5)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从 2009 年开始, 郑州市相继开

展了入河排污口普查登记、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

建设、城区自备井安全用水监督检查等工作。近两年水质监

测显示,郑州市水资源质量形势非常严峻, 尤其是淮河流域

全部河流和黄河流域的坞罗河、后寺河、汜水河等。主要原

因是本地区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 污水处理厂超负荷运行,

部分生产、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 致使河流污染

严重。评定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得分为 9 分。

( 6)水文化建设。郑州市十分重视水文化建设,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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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一系列的水文化活动, 主要有河洛文化日、中国象棋

文化节(荥阳楚河汉界 )、黄河湿地文化节等。同时, 结合最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生态水系建设、节水型社会建

设、水文化建设和水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会议、网络、报纸、画

册、志愿者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宣传工作, 使得水

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形成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

氛围和舆论环境。但是与水生态文明多元化、多样化、多层

次的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主要表现为/ 政府主导、

社会支持、群众参与0的水文化建设体制尚未建立, 促进水文

化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居民亲水区域和亲水设施较为

缺乏等。评定水文化建设得分为 6 分。

结果显示, 2013 年郑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综合

评分为 62. 5 分, 说明整体刚刚达到水生态文明城市标准。

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建设等方

面的投入力度仍需加强。

4  结语

2013 年郑州市刚刚达到水生态文明城市标准。在此基

础上,郑州市将在试点期 ( 2014 年22016 年 )全面开展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在建设中应充分利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节

水型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良好条件, 加强水资源优化配置、水

生态保护与修复体系建设。

在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任务中, 第一批试点城市建

设已进入中间阶段,其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还有待进一

步完善和规范,建议有关部门尽早出台相关评价标准及建设

任务考核办法,为更准确、更全面考核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工作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Refer ences) :

[ 1]  左其亭. 水生态文明建设几个关键问题探讨 [ J ] , 中国水利,

2013( 4) : 126. ( ZU O Qi2t ing. Dis cuss ions on key issu es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 at ion con st ruct ion [ J ] . China W ater Res ou rce,

2013( 4) : 126. ( in Chinese) )

[ 2]  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R] . 2013.

( M 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The View s on Accelerat ing the Wa2

t er Ecological Civilizat ion Const ruct ion[ R] . 2013. ( in Chinese) )

[ 3]  水利部.关于对水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大纲[ R] . 2014.

( M inist ry of Water Resources. About the Water Ecological Civ2

iliz at ion Const ruction Implementat ion Plan C om piling Ou tl ine

[ R] . 2014. ( in Chinese) )

[ 4]  左其亭,马军霞,陶治.现代水资源管理新思想及和谐论理念

[ J ] .资源科学, 2011, 33 ( 12) : 221422220. ( ZUO Qi2t ing, M A

J un2 xia, T AO Zhi. M odern w ater man agemen t id eas an d the

concept of harmony th eory [ J ] . Res ources S cien ce, 2011, 33

( 12) : 221422220. ( in C hinese) )

[ 5]  李原园,黄火键,李宗礼,等.河湖水系连通实践经验与发展趋

势[ J ]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2014, 12 ( 4) : 81285. ( LI Yuan2

yu an, H UANG Hu o2jian, LI Zong2l i, et al. Pract ical experien ce

and developmen t t ren d of the intercon nected river system net2

w ork[ J] . South2t o2North W ater Trans fers and Water S cien ce,

2014, 12( 4) : 81285. ( in C hinese) )

[ 6]  王树鹏,张云峰,朱武.云南省区域和行业用水效率考核体系构

建研究[ J] . 中国水利, 2011 ( 15 ) : 17220. ( WANG S hu2peng,

ZH ANG Yun2 feng, ZH U W u. Research on const ructing region

and indust ry w ater eff iciency evaluat ion system in Yunnan[ J] .

Ch ina W ater Res ou rce, 2011 ( 15) : 17220. ( in Chines e) )

[ 7]  郭唯,左其亭,靳润芳, 等.郑州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绩效评估

体系及应用 [ J ] .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2014, 12 ( 4 ) : 86291.

( GUO Wei, ZUO Qi2 tin g, JIN Run2f ang, et al. Performance e2

valuation system and applicat ion of th e st rictest w ater resources

m anagem ent in Zh engzh ou [ J] . South2t o2North W ater T ran sfers

and Water Science, 2014, 12( 4) : 86291. ( in Chin ese) )

[ 8]  张旺,庞靖鹏.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亟需解决的问题和下

一步对策建议[ J] .中国水利, 2012 ( 7) : 23225. ( ZH ANG Wang,

PENG Jing2peng. The problem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ictes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needed to solve and suggest ions next

[ J] . China Water Resource. 2012 ( 7) : 23225. ( in Chinese) )

[ 9]  陶洁,左其亭,薛会霞,等.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三条红线0

控制指标及确定方法[ J] . 节水灌溉, 2012 ( 4) : 28233. ( T AO2

J ie, ZUO Qi2t ing, XUE H ui2 xia, el al. Cont rol indexes of the

s t rictest w ater r esour ces management system / th ree red lines0

and determin ing m ethods [ J ] . W ater2S aving Irrigation, 2012

( 4) : 28233. ( in Chinese) )

[ 10]  刘海娇,黄继文,仕玉治.滨州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现状评

价[ J ] .山东水利, 2013 ( 6) : 23224. ( LIU H ai2jiao, HU ANG J i2

w en, SH I Yu2zhi. T he ass ess ment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 ized

city con st ruct ion current situation in Binz hou City[ J] . Shan2

dong Water Resource, 2013 ( 6) : 23224. ( in Chinese) )

[ 11]  黄崇.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探讨[ J ] .中国水利, 2013.

( H UANG Chong. Discu ssions on index system of water eco2

logical civiliz at ion const ruct ion [ J ] . China W ater Res ou rce,

2013. ( in Chin ese) )

[ 12]  唐克旺.水生态文明的内涵及评价体系探讨[ J ] .水资源保护,

2013, 29( 4) : 124. ( T ANG Ke2w ang. Curr ent situat ion problem

and measu res of w 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 ruction [ J] .

W ater Resources Pr otect ion, 2013, 29( 4) : 124. ( in Chin ese) )

[ 13]  高华,曹先玉,蔡保国. 山东省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体系

研究 [ J ] . 中国水利, 2013. ( GAO H ua, CAO Xian2yu, C AI

Bao2guo. Study on Evalu at ion Sy stem for W ater Eco2civiliz a2

t ion City in Sh andong Provin ce[ J] . Ch ina Water Resources,

2013. ( in Chin ese) )

[ 14]  GB50201 - 94,防洪标准[ S] . ( GB 50201- 94, Flood Cont rol

S tandard[ S] . ( in Chinese) )

[ 15]  GB 3838- 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S ] . ( GB 3838- 2002,

T he s urface water en vironmen t qualit y standards[ S] . ( in Chi2

nese) )

[ 16]  王建华,胡鹏.水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 J ] .中国水利, 2013

( 15) : 39242. ( W ANG Jian2hua, H U Peng. Studies on evalu a2

t ion system of w ater ecological civiliz at ion [ J ] . China Water

Res ource, 2013 ( 15) : 39242. ( in Ch ines e) )

#642#

第 13 卷 总第 79 期#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2015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