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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控制性要素。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200m3，约为世界人均的1／4，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53个国家中居第88位。
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众多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我国水资源供需发展态势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
处于紧缺状态。
水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资源管理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体系，提高能
源、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水资源短缺、用水效率和效益低下、水污染问题突出以及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矛盾突出，走节
水型社会之路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逐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核心问题，在水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提高
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将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多赢的局面，以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根据水利部节水型社会建设研究项目《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及其方法研究》成果编写。
在考虑了农业去变异化和COD排放量的基础上，分4个层次对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综合研究分析
，分别为我国整体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各地级市水资源利用
效率及行业用水效率，以便全面认识国家和地方的水资源利用情况，并针对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等
背景情况，客观分析水资源利用效率高低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行业用水效率的提高、城
市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节水型社会的建设等提供数据参考和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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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控制性要素。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 200 m3，约为世界人均的1／4，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53个国家中居第88位。
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众多的人口数量决定了我国水资源供需发展态势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
处于紧缺状态。
水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资源管理工作。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体系，提高能
源、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水资源短缺、用水效率和效益低下、水污染问题突出以及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矛盾突出，
走节水型社会之路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逐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核心问题，在水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提高
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将获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多赢的局面，以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书根据水利部节水型社会建设研究项目《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及其方法研究》成果编写。
在考虑了农业去变异化和COD排放量的基础上，分4个层次对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综合研究分析
，分别为我国整体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各地级市水资源利用
效率及行业用水效率，以便全面认识国家和地方的水资源利用情况，并针对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等
背景情况，客观分析水资源利用效率高低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行业用水效率的提高、城
市产业结构布局的调整、节水型社会的建设等提供数据参考和信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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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也较少。
从总体上来看，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万元GDP增加值的耗水量或者用水量。
徐强等（2007）采用工业、农业的年供水量与各产业的产出量间的回归分析，得出年供水量与GDP、
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农业增加值等高度相关。
陈素景等（2007）研究了中国人均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量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结论是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水资源消耗量近似于呈幂指数函数下降。
类似的研究还有一些，但是主要的侧重点都是经济发展与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地区所用的方法
和准则几乎一样，缺少对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的综合考虑。
比如目前的研究都没有考虑气候对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即随着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不同而产
生的差异；同时也没有考虑COD排放量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水资源利用效率。
在这些效率评估中，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被忽略，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给予重视和考虑的。
2.2 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体系如上所述，目前对于水资源利用效率评估的研究还较少，因此与此相关的
评估体系也还在形成和完善中，目前出现于文献中的指标多是单项指标或者指标较少，如万元GDP用
水量等。
封志明等（2005）在利用遗传投影寻踪模型进行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综合评估时，采用了一个相对比
较系统、全面的体系，该体系包括的指标有降水效率、总水分生产效率、耗水生产效率、水资源潜力
利用率、灌溉效率、农田耗需水比例、农田水分盈亏率、农田水分利用率。
陈素景等（2007）在分析中国省际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效率时，提出一个地区的水资源消耗是与人
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节水技术的水平密切相关的。
在不同地区之间，常采用人均耗水量和万元GDP耗水量等指标，揭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消耗
的关系，分析不同时段各地区的节水潜力，并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消耗的时空变化上。
徐强等（2007）在分析宁波水资源利用效率现状及趋势时，用万元农业产值用水量、万元工业产值用
水量、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万元GDP用水量等指标来衡量、评估和分析
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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