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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183002.htm 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各种要素中，淡水资源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

今天的人类，可以没有石油，可以没有电力，也可以没有煤

炭，但绝对不能没有淡水。因为人类没有石油电力煤炭这些

东西，照样可以生存，至多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但这个世

界上如果没有了水，我们人类连同这个世界就会一同消亡。

所以，淡水资源，不仅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制约着

人类的生存和生存质量，它的作用，是任何其他资源无法替

代的。 淡水资源是这样的重要，但长期以来却受到人类的不

公正待遇。不注意珍惜它，保护它。久而久之，积累了越来

越多的问题。2006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水大会上

，来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对世界淡水资源的现状

及未来表示了非常的忧虑。有人测算，当前，全球80多个国

家的约15亿人口面临淡水不足，其中，26个国家的3亿人口完

全生活在缺水状态。预计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30亿人口缺

水，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达40多个。这就是说，在21世纪，全

世界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水资源短缺的挑战。 一、

我国淡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状况来源：www.examda.com 中

国淡水资源的状况，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形势非常

严峻”。如果具体说，可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

国人多水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北方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大家知道，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就是人多。随着中国人口

的逐步增加，水资源同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据有关



部门测算，当今中国淡水资源的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

界第六位。但由于现在已有13亿多人口，人均占有量仅

为224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按照国际公认的标

准，人均低于3000立方米为轻度缺水；低于2000立方米为中

度缺水；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

缺水。这样算来，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中度缺水国家的行列。 

中国淡水资源不仅不丰富，而且分布十分不均衡，最为缺水

的地区主要在北方。据统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土地

面积只占全国的36.5%，水资源量却占了81%；淮河流域及其

以北的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63.5%，而水资源量仅占

了19%。水资源最为紧缺的黄、淮、海河流域本身，水资源

量只占全国的7.7%。目前，中国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

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10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

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

于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线。 二是水资源污染波及全国。如果

从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上说，中国缺水主要是指北方区域的话

，那么，水资源的污染却是一个具有全国性的问题。而且，

越是丰水区和大城市，越是人口密集地区，往往污染越是严

重。结果丰水区出现水质性缺水的现象。这是中国水资源更

为严重的问题。最近，中国水利部门对全国约700条大中河流

近10万公里的河段进行水质检测，结果是近1/2的河段受到污

染，1/10的河段被严重污染，不少河水已失去使用价值。另

据调查，目前全国有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

污染；在部分流域和地区，水污染已从江河支流向干流延伸

、从地表向地下渗透、从陆域向海域发展、从城市向农村蔓

延、从东部向西部扩展。近年来中国废水、污水排放量以每



年18亿吨的速度增加，全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每天的排放

量近1.64亿吨，其中约8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域。来源

：www.examda.com 三是用水效率低和过度开发并存。首先是

用水效率低，而且，越是缺水的地方，效率就越低。比如，

严重缺水的黄河流域，农业灌溉大量采用的还是大漫灌方式

。宁夏、内蒙灌区，每亩农地平均用水量都在1000立方米以

上，比节水灌区高几倍到十几倍；农业用水利用率普遍偏低

，目前，生产单位粮食的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2倍~2.5倍。 农

业用水如此，工业用水也是如此。目前中国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远低于先进国家75%的水平，单位GDP用水量是先进国

家的十几倍到几十倍，一些重要产品单位耗水量也比国外先

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 其次是对水资源过度开采的情

况日趋严重。比如海河流域，海河流域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

地区之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分地区和山东、山西

、内蒙、河南部分地区，区域内有26个大中城市。这个地区

也是中国最为缺水的地区，人均只有293立方米。这些年来，

这里的社会经济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同20世纪50 年代比

，人口增加一倍，灌溉面积增加6倍，GDP增加30多倍，使得

总用水量增加了4倍，大大超过水资源的承载力。结果，地表

水、地下水长期过度开采，开采率达到98%，远远超出40%的

警戒线。 据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已

从20世纪80年代的56个，扩展到目前的164个，超采面积也

由8.7万平方公里扩展到18万平方公里；年均地下水超采量超

过100亿立方米，有6万多平方公里的地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沉

降。 一方面，中国的淡水资源就不够丰富；另一方面，用水

的浪费，水质的严重污染，使得可用淡水更加紧张。从上个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缺水现象由局部逐渐蔓延至全国，

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据统计，在正常年景下

，中国缺水总量估计已达400亿立方米，“十五”期间，农田

受旱面积年均达到3.85亿亩，平均每年因旱减产粮食350亿公

斤。全国农村有3.2亿人饮水不安全。有400余座城市供水不足

，较为严重缺水的有110座，缺水和水的污染，对环境和人的

身心健康都产生严重的影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