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战略 水利规划设计 2 00 1年第 4期

中 国区域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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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摘要 1我 闰水资源 的人均 占有量偏低
,

时空分布 变异性大
,

与人 口
、

生产力和矿产 资源的区域匹配状况 不理

想
.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 这些水资源特性
,

对我国 21 世纪 的区域发展将会 产生重大影 响
。

本文从区 域发展 的水

资源特性 分析 人手
,

在论述区 域发展的水资源保障作用 的基础 上
,

提出 了定 量研 究区域 发展的 水资源支撑能 力

的指标体 系和 计算方法
,

并进而对我国各区域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进行 了分析和判断
。

【关键词】 水资源 区域发展 支撑能力

淡水资源是基础性 自然资源
,

系生态环境建设

的控制性要素 ; 同时又是战略性经济资源
,

为综合

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

联合国 《世界水资源综合评

估报告》 指出
:

水问题将严重制约 21 世纪全球 经

济与社会发展
,

并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冲突
。

我国水

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偏低
,

时空分布变异性大
,

与人

口
、

生产力
、

资源的匹配状况不理想
,

生态环境相

对脆弱
。

这些水资源特性
,

对我 国 21 世纪的区域

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

如何正确评价和判断各区

域发 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
,

进而相应地制定与水资

源相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
,

并 由此进行区域发展总

体规划
,

越发显得重要
,

木文将 对此进 行分析 研

究

1 区域发展的水资源特性

一个区域的发展程度
,

通常可 以采用人 口
、

国

内生产总值 ( G D P )
、

工业总产 值
、

耕地
、

灌溉 面

积和潜在矿产资源价值等指标来衡量
。

区域发展的

水资源特性
,

就是分析研究水资源与这些指标 的匹

配程度及其对这些指标进一步发展的支撑能力
。

基

于对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分析
,

可以初步归纳出我国

区域发展的水资源特性如下所述
。

1
.

1 水资源与人 口分布不相协调

19 9 3 年国际人 口行 动提 出的
“

持续水 一 人 口

和可更新水的供给前景
”

报告认为
:
区域人均水资

源量
,

少于 17 00 m3 将 出现用水 紧张 ( w at
e : S

etr
s s

)

现象
; 少于 l oc 旧m , 将面临缺水 ( w a t e r , e a二 i t y ) ; 少

于 5X() 衬 则严 重 缺水 ( a b s o l u t e S e a cr il y )
。

按 此 标

准
,

则我 国有 8 个省级行政 区 面临 缺水或严重缺

水
,

4 个省级行政区用水紧张 (过境水大的省市区

除外 )
。

全国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省级行政区有 18 个
,

且基本都在我国北方地区
。

如若按上述标准
,

则全国 目前有 4
.

3 亿人 口 面临缺

水
,

其中 3
.

9 亿的人 口面临严重缺水
。

1
.

2 水资源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协调

我国东
、

中
、

西三大经济地带 G D P 比例为 5 8 !

2 8 : 14
,

水资源的构成为 27 : 2 5 : 4 8
。

北方片 G D P 占

全国的 45 %
,

而水 资 源 不 到 20 %
。

黄 淮 海地 区

G D P 和工业总产值约 占全 国的 1/ 3
,

而水资源仅 占

7
.

7% ; 西南诸河流域片
,

水资源占全国的 21
.

3 %
,

但 G D P 和工业 总产值仅 为全国的 0
.

7 % 和 0
.

4 %
。

由此可见
,

我国水资源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协调
。

1
.

3 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分布不相协调

我国耕地和灌溉 面积主要分布在北方
,

分别占

全国的 65 % 和 59 %
,

但其水资源总量 占全国却不

到 2 0%
。

南方地区耕地每 h a

水资源量为 49 06 5耐
,

而北方地区只有 6 31 5砰
,

前者是后者的 7
.

8 倍
。

在

全国耕地 每 ha 水资源量不足 75 00 耐 的 11 个省市

区中
,

北方地 区占了 10 个
。

耕地每 h时 水资源 占

有量超过 3以X H)m , 的 n 个省 区 中
,

北 方地区仅 有

青海省 1 个
。

此外
,

我 国有 1 33 3 3 万 ha 可耕后 备

荒地
,

又主要集中我国北方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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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国省市 区水资源与人 口
、
G D P

、

耕地和矿产资源价值分布状况

人 口 G D P耕地面积 5 4种潜在 资源价值

省

(市
、

区 )

水资源

总量

单位 面积

水资源量
总量

/ (万 m3 / k mZ) / 万人

人均 占有

水资源量

百元 占有

水资 源量

/ m3

每 a h占有

水资源量

/ 亿 m

4 0
.

8

1 4 6

/ m

J

急量

/ 万 a h/ m

百元 占有

水资源量

/ m3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 占

辽宁

吉林

黑 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 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合计

2 4
.

4

1 2
.

6

1 2
.

6

9
.

2

4
.

3

2 4
.

6

2 0
.

8

17 1

4 2
.

2

3 1
.

7

88
.

1

5 2
.

1

9 6
.

3

85
.

2

21
.

4

2 4
.

4

5 2
.

8

7 6
.

8

1 0 2
.

2

7 9
.

4

9 3
.

2

5 5
.

0

5 8
.

8

5 6
.

4

3 6
.

5

2
.

3 3 4
.

41 1 5 8 6

4 8
.

63 (洲 X)

价值量

/ 亿元

1 6(〕
.

1

1 21
.

6

5 2
.

5

1 2
.

0

3 2 6
.

9 6
.

03 435 1 29 8
.

3
O八QOO

OC工、 J,4孟U4
0口

14 3
.

5

5 0 6
.

7

12 4 0

3 9 5 4

14 8 0

109 5

34 9 0

14 4 7

2 7 0 8

3 36()

66 8 0

46 3 8

3 13 5 1 15 2 9
.

2

10
.

8

1
.

2

6 18 0 5 0 3 5
.

6 l 0

3 6 3
.

2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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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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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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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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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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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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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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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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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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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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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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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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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 国水资源与主 要发展指标 的区域分布结构

分布比例 ( % )
地带 分区

总人 口 G D P 工业产值 灌溉 面积 耕地面积 水资源

每 ha 水

资源 / m 3

人均水资

源 /衬

凡j6
,J乙U,j,了ÙQ
了O八气ù

475864研3448702822881141
,4,、à2

一3ù,0
ùjù工ù00
`J00气
一ùj46B

月、ù̀ÙU4
nQ,J16n,0

凡、à
4
,J八凡一R41050气
一

0,ù̀tJz,山4441八曰O,
少,̀1

1,、ù气j气à̀ÙJ
ù

l

,ù

0,ù
00八ǹJ工fù,尹八UI

...

……
门产ùj7,矛l飞
à,ùù、à,了,̀,̀4

八、é
-经济带 6 5

.

4

25
.

6

.

4

.

6

2 8
.

4

4 3
.

2

2 8
.

4

010
户

…
R00内jùj,̀

`
卫

流域分区

9
.

0

9
.

8

40

3 8

2 l

9

l 3

l 9

9

2 8

.

0

.

3

.

8

.

2

.

2

.

O

.

O

20
.

2

1 1
.

3

1 5
.

2

1 2
.

9

2 3
.

7

6
.

7

99乙U14
.

.

…
,且,、ù、ù
J
斗气、ù

..卫..., ,,.1

东部

中部

西部

松辽河

海河

淮河

黄河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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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01
了01,ó004R,翻4RC,

傀、
2n,4

门、
2

,ù

勺一, ,ū才
苦

4
乙U

..

…
一z-4Q
ùn

,ù
`

.八乙

,了44C,`

…
,J111
ó石

ù、à

东南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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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4

461
,l,一ù、I
t汀,气ù10二1463313801科

气̀
7160-649641352391016834二5

1
.

6

2
.

2

地域分区 北方片

南方片

4 6
.

5

1
.

0

4 2
.

2

5 3
.

5

6 3 15

4 9( 拓 5

全国 1砚X】
.

0

55
.

5 5 7 8

100
.

0 100
.

0

4 1
.

1

100
.

0

2
.

5

1
.

8

5
.

7

6 5
.

3

3 4
.

7

1(洲)
.

0 lX()
.

0 2 11 20

、

粤
、

琼
、

桂 ; 中部包括黑
、

吉
、

蒙
、

、

北 方片按 流域统计
,

北方 片包括 松

闽南沪藏浙渝苏川鲁贵冀云津京 新青辽宁包括甘东部陕,

括
据包数部1西表

;赣据鄂据根数带湘济经皖注豫

亚曰

辽河
、

黄
、

淮
、

海和 内陆河
,

其它为南方片
,

数据按文献 〔“ 一 ’
整理

。

1
.

4 水资源与其它矿产资源分布不相协调

我国矿产资源现已查明的潜在价值
,

北方片占

59 %
、

南方 片占 41 % ; 每百元拥有 水量
,

北 方片

为 16 而
,

而南方为 9 4 m 3 ,

华北地区 仅为西南地区

的 1/ 10
。

具有丰富煤炭 资源的山西和宁夏
,

每百

元矿 产资源 潜在价值拥 有水 量几 乎是西藏 的 l/

10C 众 )
。

水能资源可开发利用量也很不平衡
,

受西

高东低地形 条件的限制
,

长 江片 占全 国的 53 %
,

西南诸河 片占全国的 26 %
,

黄河 片与珠江片各约

占全 国的 6 %
。

若按传统的行政大 区划分
,

则西南

地区 的水能可开发量 为全 国的 68 %
,

中南地 区为

16 %
,

西北地区为 or %
。

1
.

5 水资源空间分布与生态环境水需求不相协调

我国国土辽阔
,

降水和蒸发在不同地域变化较

大
,

生态环境空间特征差异明显
,

单位面积水资源

产水量严重不平衡
。

全 国单位 面积 产水量平均为

29
.

3 万 m , / k耐
,

但全国有 巧 个省级行政区低于平

均值
,

且都在干旱
、

半干旱的北方地区
。

这些地区

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对水资源的需求较大
,

而这

些地区水资源又相对不足
.

。

这种水资源空 间分布对

我国区域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
。

2 区域发展 的水资源保障

2
.

1 水资源与人 口增长

我 国的水资源量约 占世界的 5 %
,

而 人 口 占世

界的 2 2 %
,

随着人 口 的不断增加
,

人均 占有水资

源量 持续 减 少
,

预 计 我 国人 口 高峰 时将 减少 到

1700 衬
。

在人 口增加 的同时
,

城镇化进程将加快发

展
,

我国的城镇化率 目前 为 30 % 左右
,

至 21 世纪

中叶将超过 9 亿人生活在城镇
,

致使城市用水量大

幅度增加
,

加剧了局部地 区高强度需水与水资源天

然分布不相适应的矛盾
。

以致部分地区不得不压缩

部分农业用水
,

或将优质水优先保证城市供水
,

进

一步加重水资源供需紧张局势
。

2
.

2 水资源与粮食生产

农业生产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持

续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

由于气候条件限制和用水

效率低
,

我 国生产 kI g 粮 食要补充 1
.

23 耐 的水
,

而加拿大和美 国则仅需 0
.

07 砰 和 0
.

93 耐 的水
。

据

调查
,

我国水稻产量为 72 7 5 kg / ha 左右
,

水浇地产

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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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为 45 0k 0留 h a

左 右
,

而 非 灌 溉 旱 地 产 量 仅 为

lZ oo k岁ha 左右
。

我 国在不 足耕地总面积 12/ 的灌

溉面积上 提供 了全 国 65 % 的粮 食
、

60 % 的经济作

物和 80 % 的蔬菜
。

按照人 均 4 00 k g 粮食 占有量计

算
,

在达到人 口 高峰 时
,

粮 食生产量至少需新增

1
.

5 亿 t 以上
。

因而
,

增加农业供水
、

发展灌溉面

积
、

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及保证率是至关重要的
。

2
.

3 水资源与经济发展

据历史资料及分析
,

日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 内

国内生 产总 值增 长对 水资 源增 长 的弹 性 系数 为

0
.

12
~ 0

.

20 左右
,

即 C D P 每增长 5 一 8 倍
,

需 水总

量的增长为 1 倍 经济增长导致需水增长
,

从而要

求扩大供水能力
,

供水能力扩大要求投资增加 ; 水

投资总量和结 构的变化要影响到其它经济部门的生

产能力
,

进而 又影响到 长期的需水变化 供水及水

资源综合利用为国家重 要基础产 业
,

缺水会导致巨

大的国民经济损失
。

据分析
,

目前农业 缺水每 衬

要损失粮食 0
.

8 5 kg
,

工业缺水每 耐 要损失产值 30

一
40 元

,

损失 G D P 约 10 ~ 巧 元
。

因此
,

经济增长

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2
.

4 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

水资源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因 素 目前我国

面临的河湖萎缩
、

森林 草原退化
、

土地沙化
、

水土

流失
、

灌区次生盐渍化
、

地 表地下水体污染等问题

皆和水资源密切 相关
几

由于 人 日 密度大
,

水资源利

川程度高
,

地下水位下降
,

造成 J
’

局部地 区 森林 草

地资源 的劣变 ; 大规模河道外用水导致了 河流下 游

河 长缩短
、

尾 gIJ 湖泊水面面积萎缩甚至消失
,

我国

北方地 区很多河流已成为季节性河流 ; 植被退化导

致了水土 流失
,

不当的灌 溉方式加重 了次生盐渍

化 ; 污废 水的排 放量持续增 加
,

污 水处理相对滞

后
,

形成
一

r 大范围的水体污染
,

进而导致 了有效水

资源量的减少 水资源保护 与水环境治理 是区域可

持续 发展 的有机组成部分
,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用水竟争性加大

3
.

1 指标的选取

在区域水资源发展特性分析的基础上
,

选取水

资源及其利用
、

区域 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三个方

面
,

共六类指标
,

进行分析和判断我国各区域发展

的水资源支撑能力
。

因人 口分布的差异
,

指标采用

人均量
。

这些 指标 的选取
,

主要基 于 以 下考 虑
:

( l) 取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均供水量两指标来反映水

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

人均水资源量可综合反映区域

发展的水资源条件
,

为区域发展的基础性指标
。

人

均供水指标从两方面反映水资源对区域发展支撑能

力的影响
,

其一 为反映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对

区域发展 的支撑能力 ; 其二为反映客水 ( 过境水 )

的利用对 区域发展的影响
,

人均供水量超过人均水

资源量的地区
,

一般说存在利用客水资源现象
,

因

而要考虑客水对区域 发展的影响
。

如地处长江下游

的上海和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宁夏
,

大量利用长江和

黄河的客水
,

其区域发展受到水资源的制约性影响

则相对较小
。

( 2 ) 区域发展指标取人均 G D P
、

人均

耕地面积和人均潜在矿产资源价值三类
。

G D P 为区

域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综合性指标
,

人均 G D P 则反

映区域人 日 的富裕程度和生 活水平 人均耕地面积

为人是区域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

水资源对区域农业 发展与粮食生产的保障能力

3 区域发展 的水资源支撑能力

我国水资源 空 间 1几分布的不平衡性 与全川 人

l[
、

耕地
、

矿产资源分布上的差异性
,

特别是业 已

形成的
’

l
:

产力布局 与水资源的不相协调
,

使我国许

多地 区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水资源 支撑能 力相对 不足

的困境 作为重要的
、

基础性 的资源
,

水资源察赋

及其合理配置
、

高效利用
.

将关系到我 国 21 世纪

区域 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实施和 发展 l[ 标的实现

16

均拼地面积指标比人均灌溉面积指标
,

更能反映水

资源的稀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潜在矿产资源价值

可反映区域未来发展的潜力
,

人均潜 在矿产资源价

值是 人均财富的有机构成
二

( 3) 水是生 态环境的基

本要素之一
,

生态环境状况是区域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面
_

因受资料限制
,

本次选取单位面积水资

源量指标来反映水资源对生态环境的保障能力
二

3
.

2 发展指标与水资源的协调度

各指标的协调度是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flrJ 设定

的 其计算公式为
:

C毛
= 『 p C代 / o 尸C R 川

W尸C凡
= 环

一

尸砚/ W尸C (2 )

o 尸 C凡
= o 尸C / o 尸C ( 3 )

式
`
}
’ : C l」为协调度指标 ( C

( , o r ol in a t e Ir l d e x
) ; 认

尸

p C R」

为各省 人均 水资源 相对数 ( 磷
一

a t e r er 、 o LJ r。、 。 5 Po r e a p i
-

t a R e la t i、 . t、 ) ; 认 p C J

为各省人均水资源量 ; 认
厂

P e 为

全国 人均水资源量 ; O P C R J

为各省其它指标相对数

( O t h e r
i
n ` l“ ` p e 「 C a p i t

a R e la t i、
,

i t ,
,

) ; o p C :

为各省其它

指标人均量 ; O P C 为全国其它指标 人均量

协调度越大
,

则水资源 对区域发展支撑能力越

强
,

反之
,

协调度越小
,

则水资源对区域发 展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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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越小
。

协调度大于 1
,

则表明该 区水资源对其 的水资源与其耕 地和 G D P 不 协调
,

14 个 省 (市
、

发展支撑能力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

小于 1
,

则不足 区 ) 水 资源与其矿产资源潜在价值不协调
,

13 个

全国平均水平
。

各指标计算见表 4
。

从表 4 计算结 省 (市
、

区 ) 人均 供水量低 于全 国平均 水平
,

巧

果看
,

我国约有一半的省 (市
、

区 ) 区域发展与水 个省 (市
、

区 ) 单位面积产水量相对不足
,

这些省

资源的协调度小于 l
。

其 中
,

有 17 个省 (市
、

区 ) 市区基本都位于我国北方地区
。

表 3 我国分区水资源与生产力
、

人口
、

耕地
、

矿产资派协调度

指标相对数 指标协调度

省 (市
、

区 ) 人均水

资源

Ù
山.1一、ù1

:
000

.

15

人均

GD P

2
.

3 4

人均耕

地面积

人均矿

产价值

0
.

2 7 0
.

2 8

人均

GD P

0
.

伪

人均耕

地面积

人均矿

产价值

人均

供水量

单位面

积产水

综合

协调度

综合

评价

0
.

5 6 0
.

5 4 0
.

7 2 0
.

8 3

2
.

09

0 9 7

0
.

4 8 0
.

2 8 0
.

15 0
.

2 5 0
.

5 6 0
.

4 3

Ù气
ó ..且勺.且

,、一
O6l

:
0CU

1
.

00 0
.

7 3 0
.

2 2 0
.

7 5 0
.

4 3 0
.

3 8

70 6l

31巧84710
.

2 1 0
.

7 6 0
.

2 8 0
.

0 3 0
.

4 2

勺.且勺..,一九、0
.

9 8 0
.

7 6

1
.

3 9

3
.

3 5

7
.

9 2

4
.

6 7 1
.

29

0
.

30

0
.

2 9 0 1
.

5 5

0
.

2 7

0
.

7 6

0
.

40 1
.

2 7 0
.

4 2 0
.

7 9 0
.

5 8

1
.

6 8

0
.

74

0
.

8 9 0
.

8 5

0
.

5 8 0
.

9 1

凡j
...且门、凡」0

.

6 7

1
.

3 5

0
.

8 8

0
.

9 6

2
.

0 1 0
.

4D 0
.

7 6

0
.

9 3 0
.

8 0

4408

78675600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全 国

0
.

0 8

1
.

16

3
.

7 0

2
.

9 8

0
.

2 0 0
.

4D 8
.

00

0
.

2 0 0
.

6 7

0
.

0 2

0
.

] 3 0 3 0

2
.

04

0
.

9 8

6
ù

l,4,̀01

:
,

010

0
.

9 1 0
.

46 0
.

0 3 0
.

5 4 9 8

1
.

6 7

3 0
.

3 3 3
.

0 1 5
.

9 6

0
00

56

0
.

5 0 0
.

70 0
.

9 2 0
.

7 0 0
.

7 1 0
.

5 4 0
.

7 1 0
.

7 2 0
.

9 5

一气n八0
`.1

1
.

4 7

0
.

66

0
.

4 2

0
.

6 8

1
.

的

2
.

3 3

3
.

8 1

2
.

2 6

2 0
.

(洲〕

1
.

7 8

3
.

2 9 4
.

8 7

4
.

9 7 2
.

9 1 2
.

5 7

00
` .IR,
1 .

0
傀、ù、一ù、à

5460

0
.

17 1
.

2 2

0
.

7 1

0
.

8 3 0
.

1 4 0
.

2 0 0
.

2 9 0
.

6 3 0
.

7 3 0 科

0
.

2 0 0
.

84 0
.

2 8 0
.

24 0
.

3 9 0
.

6 2

,úO八00
, .1,̀On

é介jùIà,̀0
.

7 5

1
.

13

0
.

94 0
.

8 0 0
.

14 0
.

8 0 0
.

94 5
.

3 6

0
.

8 3

1
.

8 0

0
.

5 1

1
.

8 1

极 不匹配

极 不匹配

极不匹配

极 不匹配

不匹配

极 不匹配

基本 匹配

基本匹配

匹配

基本匹配

匹配

基本 匹配

匹配

匹配

极 不匹配

极 不匹配

匹 配

93oo0
.

7 4 0
.

5 8 0
.

4 2 5 3 1
.

9 5 2
.

6 9 2
.

6 2

1
.

6 7

0
.

7 0

0
.

科 0
.

14 0
.

69 2
.

64 3
.

4 9

0
.

9 1 0
.

2 3 2
.

6 1 2
.

0 1

8
.

2 9

7
.

9 6 3
.

0 7

匹配

匹配

匹配

986264000
.

8 9 0 9 7 0
.

2 5 2
.

16 7
.

6 8

2
.

7 1

3
.

18 2
.

9 8

9八U,ù70
.

6 5 0 7 6 2
.

4 9

1
.

29

2
.

44

0
.

3 5

1
.

8 9

3
.

69

0
.

4 9 0
.

5 0

0
.

5 1

1
.

8 8

2
.

0 1

6
, ,
2飞一1

009,一

2
lj92

以4D

0
.

6 5 3
.

7 5 0
.

7 5

2474

8 1
.

3 7 0
.

5 0

0
.

60

0
.

3 8 1 6 2
.

7 4 5 8
.

54 2 14
.

1 3

1
.

9 2

74
.

15

0
.

5 6 0
.

8 7 0
.

9 3 0
.

4 1 0
.

64

1
.

54

0
.

5 2 0
.

7 3 0
.

66

05200
.

5 0 0
.

5 0 0
.

9 1 oo 0
.

26 0
.

5 5 0
.

2 0 0
.

6 3

2949393791

5
.

6 8 0
.

6 5 1
.

3 2 3
.

2 6 8
.

7 4

0
.

13

4
.

3 0

0
.

以

7 4 0
.

3 0 3
.

0 3

0
.

64 2
.

2 7 3
.

2 7 0
.

0 2 3
.

9 6 0
.

06

0
.

9 8 2
.

2 0

1
.

00

2
,

3 6

1
.

00

1
.

0 5

1
.

00

5
.

3 2

1
.

00

0
.

1 8

1
.

以

2
.

2 8

匹配

匹配

匹配

匹 配

匹配

极不 匹配

极不 匹配

匹配

基本 匹配

匹配

oo

82oo27oo

oo oo

0831000,̀ ,
l

注
: 四 川省含重庆市

。

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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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区域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

由于 区域发展的水资源支撑能力是上述各类指

标的综合反映
,

因而需加权计算这些指标的综合协

调度
。

权重分配基于两方面考虑
:

其一为各指标对

区域未来发展的影响程度 ; 其二为这些发展指标对

水资源的需求和依赖程度
。

发展是硬道理
,

因而区域发展指标取 0
.

5
,

其

中人均 G D P 为 0
.

2
,

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潜在矿产

资源价值各取 0
.

15
C

供水能 力是区 域发展 的水资

源保障
,

取 0
.

25
。

生态环境对区域发展影响深远
,

应和供水能力等同考虑
,

也取 0
.

25

由于水资源的支撑能力具有相对弹性
,

如节水

和 开源
、

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等诸多因素
,

可 以

在一定程度 L提高水资源对 区域发展的支撑能力

因而设定
,

综合协调度小于 0
.

7 为极 不匹 配
,

大于

0
.

7 小于 0
.

85 为不 匹配
,

大 于 0
.

85 小于 1
.

巧 为基

本匹配
,

大于 1
.

巧 为匹 配
.

则我国各省 (市
、

区 )

的区域发展 的水资源支撑能力评价总体结果如下
:

北 京
、

天 津
、

河北
、

山 西
、

辽 宁
、

山 东
、

河

南
、

陕西
、

甘肃等 9 个省 (市
、

区 ) 的区域发展 与

水资源极不匹 配
.

这些地区 持续发展将受水资源的

制约
,

其区域发展所新增的水资源需求 最需要通过

调水才能得 以满足 ; 内蒙古的区域发展 与水资源不

匹配
,

表明该区当前的发展已受到水资源不 足的影

响
,

未来的发展将逐步受到水资源的制约 也就是

说
,

全国有 10 个省级行政 区 发展 的水资源支撑能

力不 足

基本匹 配 的地 区 有吉林
、

黑 龙江
、

汀 苏
、

安

徽
、

宁夏共计 5 个省级行政 区 这些省级行政区 目

前水资源和其发展基本协调
,

对其发展 具有一定的

支撑能力
,

但潜力有限

水资源 和其区域发展 相匹 配地区有
:

上海
、

浙

江
、

福建
、

江 西
、

湖北
、

湖南
、

厂
一

东
、

广 西
、

海

南
、

四川
、

重庆
、

贵州
、

云南
、

青海
、

西藏
、

新疆

等 16 个省级 行政 区
,

这些地 区发展 基本不受水资

源的制约
,

水资源 对其发展具有较大支撑能 力 虽

然局部地区 水资源 汗发利用成本较高
,

但在经济发

展到一定水平时
,

可以认为这些地 区具有支付其较

大的 仟发成本的经济实力
,

故将其列人 l瓜配地区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 卜文的研究分析
,

lI[ 以有以下 几点初步结

沦
:

( 1 ) 总体上
_

说
,

我国是 一个水资源 支撑能力相

对不足的发展 中国家
,

又由于我国水资源时空 分布

不均以及与人 LI
、

生产力
、

耕地
、

矿产资源和生态

环境用水不相匹配的特点
,

我国水资源的区域发展

支撑能力在空间上有巨大差异 ; ( 2) 北方地区
,

特

别是华北和西北地区
,

水资源对其区域发展的支撑

能力不足
,

水资源将制约这些地 区 21 世纪 的持续

发展
,

因而需从长计议
。

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角

度
,

研究全国的水资源合理配置格局
,

适时实施南

水北调工程
。

以补充我国北方地 区当地水资源对其

区域发展支撑能力的不足 ; ( 3) 区域发展规划应充

分考虑水资源的区域发展 支撑能力
,

将水资源规划

纳人到区域发展总体规划中 在进行国家经济布局

与国土规划时
,

应考虑和结合区域水资源的发展属

性
,

以期国民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协调

本项研究尚处于探 讨阶段
,

且研究受统计资料

不足的制约
,

因而有以下几点建议
:

( l) 尽早进行

全国水资源第二次评价
。

由于气候变化
、

特别是水

资源开发利用和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
,

我国水资源

的 自然属性和发展属性在局部地区
,

尤其在我国北

方地区变化较大
,

应对这些变化进行必要的重新评

估 ;
( 2) 应建立 以流域为单元的社会经济 发展指标

统计体 系
.

将 区域发展
、

水资源 及其利用
、

生态环

境状况等指标
,

纳人到我国统计年鉴中
,

以期对区

域发展的总体状况
、

资源状况和 生态环境状况进 行

完整评价

参 考 文 献

1 R o l一e rt E r一g e l rl l a r一
,

P a n 一e la 肠 Ro y
.

s u 肠t a i n i
n g 琪

’

a t e r 一 R甲
t 一
Ia t i

` 1 1 1

a n d th e r u t u 。 。 r R e n e w a b一e 琪
一

a t e : s u p p li e 、 「J」
.

Po p u la t i
。。, l

a l一t
l E

r l、
i田

r一I t一七、 r一t P(rj g r a I一1
.

P o p u l a t i o n A (
、

r i t
, r l

Ir l t e m a l i
( )了l a l

,

19 9 3
.

2 水利 电力部 水文局
.

文中 国水资源 评价》
.

北 京
:

水利

电 f] 出版 社
,

19 87

3 水利 电力部水 电规划设 计院
.

\ 中国 水资 源利 用护
.

北

京
:

水利电力出版社
,

198 9
.

4 中闰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
.

中国可待续 发展战略报

告
.

北京
:

科学出版 社
.

19 99
.

5 中国统计年鉴
.

北京
:

中国统 i十出版社
,

19 9 8

6 水利部南 京水文水资源研究 听
,

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水资源研究所
.

<21 世纪 中 l阅水供求 、
_

!匕京
:

中国

水利水电 出版社
,

19 98
.

7 中 华 ,
、
民共 和 困 水 利 部

.

岌中 国 水 资 源 公 报
’

19 97 》
.

19 9 8
,

1 1
,

(作者
:
汪 党献 高级 工 程 师 ; 王 浩 教授

级 高级 工 程 师 ; 马 静 助理工 程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