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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水资源保障能力研究

魏 后 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中国的水资源与经济活动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协调性
。

由于存在这种不协调性
,

目前中国各地 区水资源对

其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保障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

北方水资源对地 区经济发展 的保障程度较低
,

而南方则要相对

高一 些
。

从长远发展看
,

要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水资源保障程度
,

缓解
‘

北方和沿海地 区的水紧缺状

况
,

应该采取 多方面的综合政策措施
,

而不能单纯依赖跨流域调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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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
,

也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
,

任何一个地区

的经济发展
,

都需要有相应的水资源作为支撑
。

这

种支撑能力是保障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前

提和基础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

快速增长
,

大量消耗着各种短缺资源
,

尤其是能源
、

矿产和水资源
。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 内
,

中国经济

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

必须减少各种资源的消耗
,

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
,

合理分配和利用水资源
,

提高水资

源对国民经济的保障和支撑能力
。

一
、

中国水资源和经济分布的不协调性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
。

按照水利

部最近公布的《中国水资源公报 》
,

中国水资

源总量为 亿
,

人均水资源量为
,

仅

是世 界人 均 占有 量 的
,

属 于 轻度 缺 水 的 国

家川
。

据预测
,

到 年
,

中国人 口将达到 亿

人
,

届时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到
,

接近中度

缺水标准的上 限
。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
,

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 民用水量也将随之增长
,

全

国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

水资源对国民经

济增长的保障和支撑能力将 日益下降
,

水资源安全

问题将 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问题
。

更重要

的是
,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地区分布很不平衡的国家
。

年
,

中 国人 口 的
、

国 内生 产 总值 的

和工业增加值的 集中在东部地区 、而

其水资源总量仅 占全国的 相反
,

水资源总

量的 集中在西部地 区
,

主要是西南地 区
,

而

其人 口 只 占全国的
,

占全国的
,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
。

由于人 口
、

经济和水

资源分布的这种不协调性
,

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 区

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

中部地区为
,

而经济较落后的西部地 区为
,

东
、

中
、

西部

之比为
。

秦岭 —淮河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

线
。

以此为依据
,

可 以把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北京
、

天津
、

河北
、

山西
、

内蒙古
、

山东
、

河南
、

陕西
、

甘肃
、

青

海
、

宁夏
、

新疆等 巧 个省 区市划分为北方
,

将其他

个省区市划分为南方
。

这样
,

中国北方人 口 占全

国的
,

占
,

工业增加值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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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水资源总量仅 占
。

相反
,

南方水资源总

量 占全国的
,

而其人 口 和经济总量不到全 国

的
。

北方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

而南方

为
,

二者之比为
。

参见表

表 年 中国地 区水资源和经济主要指标

主主要指标标 全国国 三大地带带 南方与北方方

东东东东部部 中部部 西部部 匕方方 南方方
「「

人口 占全国比重
水水资源总量 占全国比重
总总用水量占全国比重

占全国比重
工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 夕夕

人人均 示 引 气飞飞气气 飞

人人均水资源量人人均用水量
万万元 用水量

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水资源公

报 》计算
。

由此可见
,

中国经济活动的分布与水资源的分

布是很不协调的
。

这种不协调性进一步加剧 了中国

水资源的紧张状况
。

尤其是在北部沿海地区
,

人 口

和产业的集聚趋势使用水量持续增长
,

水资源短缺

的矛盾 日益突出
,

水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保障和

支撑能力不断下降
。

如果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采取

多方面的综合措施解决这一 问题的话
,

将会最终影

响到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

从长远发

展看
,

单纯依靠一些大型的跨流域调水工程
,

并不能

完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

文学家 和 提出的
“

水紧张指标
” , 。

在该报告

中
,

将水资源紧张状况分为 种类型
,

即人均可

更新水资源量大于 年为富水
, 一

年为水紧张
, 一 年为

缺水
,

少于 年为严重缺水
〕

。

事实上
,

目前世界银行和其

他学者已接受将人均水资源量 年作为缺水

的一般指标 〔 〕
。

以此为基础
,

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

况
,

水利部水资源司提出了中国的水资源紧张指标
,

将水资源紧缺情况分为轻度缺水
、

中度缺水
、

重度缺

水和极度缺水 种类型 〔 见表
。

表 中国的水资源 紧缺指标

紧紧缺性性 人均水 资 源源 主要问题题
量量量 年

轻轻度缺水水 个别时段出现水问题题
中中度缺水水 将出现周期性和规律性用水水
重重度缺水水 紧张张
极极度缺水水 将经受持续性缺水

,

经济发展展
受受受受到损失

,

人体健康受影响响
将将将将经受极其严重的缺水

,,

需需需需要调水水

二
、

中国水资源短缺与经济分布的变迁

年国际人 口行动 发表的
“

持续水 人
口 和可更新水的供给前景

”

报告
,

〔 〕采用 了瑞典水

资料来源 水利 部
,

《中国水 资源公报 》
,

耐
。

根据水利部的划分标准
,

年中国共有 个

省区人均水资源量不 足 年
,

个省 区不足

年
,

二者拥有人 口 亿人
,

占全国总人 口

的
,

实 现 占
,

工 业 增 加值 占
,

但水资源总量仅 占
。

此外
,

全国还有

个省区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年
,

总人 口达

亿人
,

占全国的 见表
。

表 中国区域水资源 紧缺类型 年

紧紧缺性性 人口口 人 口口 水资源源 工业业 人均均 人均均 地区区
年 亿 比重重 总量量 比 重重 增加值值 水资源源 用水量量量

总计计 藏青新滇桂赣琼湘闽闽
黔浙粤川鄂渝渝

一 黑吉蒙皖皖
陕甘甘

、 苏辽豫沪晋宁冀京鲁津津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和《中国水资源公报 》计算
。

考虑到江苏和上海处于长江流域
,

存在着较大 有 多个城市供水不足
,

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

量的过境水
,

这样中国共有 个省区市面临重度缺 市达 个
,

全国城市缺水总量达 亿
。

目前
,

水或极度缺水
,

总人 口达 亿人
,

其中 亿人 中国沿海 城市 和 地 区人均水资源量 大部 分低 于

面临极度缺水
。

这些地 区全部集 中在 中国北方地
,

几乎所有城市都严重缺水
,

并呈逐年加剧 的

区
。

在全国 个省区市中
,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 趋势
。

全国每年 因缺水造成城市工业产值损失在

全国平均水平的共有 个
。

在全国 个城市中
,

亿元以上
,

且呈不断增长之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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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话
,

自改革开放以

来
,

中国的经济活动和生产力在逐步向人均水资源

量超过 的富水 区 和轻度缺水 区集 中
。

从

年到 年
,

人均水资源量在 一 一

之间的轻度缺水区 占全国比重 由 提高

到
,

大于 的富水区 所占比重由

提高到 年的
,

年又下降到
。

相反
,

重度缺水地区 一 和 中

度缺水地区 一 所 占份额均在下

降
,

前者由 下降到
,

后者由 下降

到
。

极度缺水地区 所 占份额

则呈现出浅
“

倒 形
”

变化
,

由 年的 下

降到 年的
,

年又回升到
。

由此可见
,

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看
,

中国的经济

活动和生产力在逐步向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 区转

移
。

所以出现这种变化
,

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 以来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
,

而东南沿海地区恰

好是我国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
。

因此
,

从区域水

资源与经济活动分布的关系看
,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

的经济布局正在逐步向合理化的方向迈进
。

三
、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

水资源是支撑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保

障条件
。

汪党献等人曾提出采用发展指标与水资源

的协调度来衡量水资源对区域发展的支撑能力
。

〔 〕

所谓协调度指数是指各地区人均水资源相对水平与

该地区其他发展指标的相对水平之 比
。

协调度越

大
,

则水资源对区域发展的支撑能力越强
,

反之
,

协

调度越小
,

则水资源对区域发展 的支撑能力越小
。

如果协调度大于
,

则表明该区域水资源对其发展

支撑能力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协调度小于
,

则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
。

采用人均
、

人均耕地面积
、

人均矿产价值
、

人均供水量和单位面积产水等指标
,

汪党献等人测

算了中国各地 区 水 资源 与区域发展 的综合协调

度
。

〕结果表明
,

水资源与区域发展匹配的共有 巧

个省区市 基本匹配的有 个省区 不匹配和极不匹

配的共有 个省区市 见表
。

除青海和新疆外
,

匹配类型全部集中在南方 而不匹配和极不匹配类

型全部集中在北方
。

表 中国各地 区水资源与 区域发展的协调度

区域类型

匹配
基本匹配
不匹配
极不匹配

综合协调度 地区

护 西藏
、

浙江
、

福建
、

广西
、

青海
、

广东
、

海南
、

江西
、

新疆
、

上海
、

湖南
、

云南
、

湖北
、

贵州
、

四川 含重庆
宁夏

、

江苏
、

安徽
、

黑龙江
、

吉林
内蒙古
陕西

、

甘肃
、

辽宁
、

北京
、

河南
、

山东
、

河北
、

天津
、

山西

资料来源 汪党献
、

王浩
、

马静 《中国区域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 》
,

《水利 学报 》 年第 期
。

由于不匹配类型只有 内蒙古
,

因此我们将不匹 的
,

而水资源总量仅占
,

人均占有水资

配和极不匹配地区合并为一种类型
。

从表 中可 以 源量只有
,

只及匹配类型的 人均用水量

看出
,

水资源与区域发展 极 不匹配类型共有 只有
,

仅相当于匹配类型的
。

在这些地

亿人 口
,

占全国总人 口 的
,

实现 占全国 区
,

水资源的缺乏 已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

表 中国不 同类型 区域水资源和经济指标 年

区区域类型型 总人口口 人 口口 水资源源 人均均 人均均 万元 万元工业业
亿 人 份额额 份额额 份额额 水资源源 用水量量 用水量量 增加值用水量量

匹匹配配
基基本匹配配
极 不匹配配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水资源公报 》计算
。

需要指出的是
,

如果单纯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 时空分配不均问题
。

同时
,

由于地广人稀
,

青海和新

来看
,

无论是按照 的标准还是按照我国水利部 疆地均水资源拥有量仅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的标准
,

青海和新疆都属于富水 区
。

年
,

青海 和 〔“ 〕
。

在这两个省和 自治区
,

人 口 和

人均水资源量为
,

新疆为
,

分别为 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城镇和绿洲地 区
,

而广大无人

全国平均水平的 倍和 倍
,

远超过富水标准 区的水资源是难以利用或无法利用 的
,

因而其水资

的下限
。

然而
,

这两个省 区 的水资源存在着严重 的 源的紧缺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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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

由于水资源和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协

调性
,

目前中国各地区水资源对其经济发展的支撑

和保障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

总体上看
,

北方水

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较低
,

而南方则要

相对高一些
。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 以及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和京津冀区域规划的逐步展

开
,

北方地区对水资源的需要将进一步迅速增长
,

水

资源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

已经到 了必须重视

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

四
、

提高区域经济发展中水资源保障的措施

要从根本上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水资源保障和

支撑能力
,

应该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政策措施
,

而不能

单纯依赖跨流域的调水
。 ‘

当前
,

应主要采取以下几

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节约用水
,

大力推广节水技术
,

建立节水型

社会
。

要加强工业和城镇居 民生活用水的循环利

用
,

积极推广节水灌溉
、

工业和家庭节水技术
,

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
。

在西北缺水地区
,

要改变大 田漫

灌的传统做法
,

大力推进农业节水灌溉技术
。

考虑

到西北农村地区收人水平较低
,

发展节水灌溉技术

需要较大投资
,

而农民的承受能力十分有限
,

中央财

政可以给予一定的补贴或财政贴息
。

二是调整产业结构
,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

有关

部门应该制定产业用水规划
,

在经过科学测算的基

础上
,

合理确定各农作物和工业行业的用水配额和

标准
,

并严格控制在那些严重缺水地区发展高耗水

农作物和高耗水工业
,

鼓励这些地区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
,

提高水资源产出效率
,

逐步将高耗水产业转移

到水资源 比较丰富的地区
。

三是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治理
,

解决水质性水资

源短缺问题
。

据 年监测和评价结果
,

全国符合

和优于 类水的河长仅 占总评价河长的
,

尤其是北方几大河流水质较差
,

如松辽河片该 比重

仅有
,

海 河 片仅有
,

黄 河 片 仅 有
,

淮河片仅有
。

在评价的 个湖泊

中
,

有 个湖泊部分水体受到污染
,

个湖泊水污

染严重 〔‘ 〕
。

由于水资源污染严重
,

目前我国有不少

地区都存在水质性水资源短缺问题
。

为此
,

必须加

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
,

重点搞好江河源头的

生态环境保护
,

大江夫河和重点湖泊的水污染治理

以及沿海城市的海水倒灌等问题
。

四是加快水价和水权制度的改革
。

目前
,

我国

工业和生活用水价格明显偏低
。

据推算
,

我国水费

仅占工业产品成本的 一 ,

占居 民消费支
出的 左右

,

远远低于 国外的同类水平
。

〔 〕当

前急需加快水价和水权制度的改革
,

依靠市场机制

和价格杠杆
,

调节企业和居民的用水行为
,

为建立节

水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

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跨流

域调水工程
,

其投资额应逐步分摊到使用者和受益

者身上
,

并直接体现在用水价格上
。

五是大力加强对海水资源的利用
。

海水利用主

要包括海水淡化
、

直接使用海水代替淡水做工业冷

却水和做城市冲厕用水等
。

目前
,

我国海水淡化基

本具备了产业化的条件
,

产水成本低于 元 吨〔 〕
,

与南水北调的实际吨水成本大体相当
。

如果国家能

在财政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

海水淡化的吨水成本完

全有可能达到企业和居民用户所能接受的水平
。

六是有计划地开展跨流域调水
。

当前
,

应着重

抓好南水北调东 几中线工程
,

同时开展西线工程的前

期论证
,

由此缓解北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状况
,

促进

华北和西北地 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

但是
,

这种

跨流域调水应该以节水为前提
,

必须同时配合其他

方面的综合性措施
。

如果其他措施不能相应跟上
,

单纯依靠南水北调工程
,

也将难以根本解决北方地

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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