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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水北调受水区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短缺的地区之一。按照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 面向/ 节水优

先0的国家水安全保障战略, 开展受水区节水分析。基于对现有节水评价指标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能够全面反映

区域用水结构和全社会全过程用水效率的评价指标与评价标准。采用单一指标评价法, 系统剖析受水区通水前后

( 2003- 2015 年)综合节水情势和各行业节水变化趋势,并利用所构建的综合评价体系对 2015 年受水区县、市用水

效率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近年来,受水区大力节水, 用水效率大幅度提高,但与国际先进节水水平相比较,

受水区节水工作还存在很多改进空间,节约用水仍有一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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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water saving index system in the

South2to2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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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ate K ey L abor ator 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 n of W ater Cy cle in Riv er Basin; China I ns 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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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 er receiving ar eas of the South2to2North Water T r ansfer Pr oject are suffer ing the most ser ious w ater short age.

We analyzed the w ater conser vation in the w ater receiv ing areas in accordance w ith t he requirement s of the most str ingent w 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 st em and the nationa l w ater secur ity st rateg y of g iv ing prio rity to water conserv ation. Based on the a2

nalysis of the ex isting w ater2sav ing evaluation indexes, w e constructed evaluation indexes and standards that can comprehensive2

ly r eflect the reg ional 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 e and the who le2process w 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the w hole society . By a2

dopting the sing le2index evaluation method, we systematically analy zed the comprehensive water2sav ing situation and w ater sav2

ing trends o f different industr ies in the water2receiv ing a reas before and after t he water supply ( f rom 2003 to 2015) , and w e

us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to evaluate the water utilizat ion efficiency o f the w ater2receiv ing counties and cities in

2015.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in r ecent years, the w ater2r eceiv ing areas made gr eat effo rts to save w ater and improved their w a2

ter ut ilization efficiency subst antially. However , com pared with internat ional advanced water2sav ing lev el, the w ater saving w ork

of these w ater2 receiving areas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has much po tential to be explor ed.

Key words:w ater sav ing; South2t o2Nor th Water T ransfer; index sy ste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 ater sav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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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受水区人均本地水资源

量不足 240 m3 , 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短缺的地

区[ 122] ,即使加上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调水量,

受水区人均水资源量也只有约 280 m3 , 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 13%。

2000年 9月,在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座谈会上,

朱镕基总理提出了"三先三后"的总体指导原则,

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

水0 [ 3] , 并要求在加紧组织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同

时, 持续节约用水以避免资源浪费。2002 年,国务

院批复原则同意5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6[ 4] , 再

次提出了/三先三后0原则,并拟定了节水、治污和

生态保护相关的政策和措施
[ 5]
。2014年国务院颁

布的5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6[ 6]
中规定

/南水北调工程水量调度遵循节水为先、适度从紧

的原则0。在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相继通水的

背景下,面向/节水优先0的国家水安全保障战略, 全

面开展受水区节水评价, 系统评估受水区是不是始

终坚持/节水优先0的原则, 科学评判受水区现状节

水水平与未来工作重点, 对于促进受水区深度节水

和外调水的高效利用, 持续贯彻落实/三先三后0的

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1  节水评价工作梳理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 [ 7211] , 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全

面加强节约用水管理, 而节水评价是考评节水成

效的重要手段, 目前我国学者针对城市、工业和农

业节水均开展了一系列指标性体系研究[ 1 2219]。影

响最广的主要有水利部制定的国家节水型社会评

价
[ 2022 1]

、建设部发布的节水型城市评价
[ 22 ]
以及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考

核[ 23 ]等工作。

2005年水利部组织制定了5节水型社会建设评

价指标体系(试行) 6[ 24] ,该体系设计了五类共 32 项

评价指标, 其中包括综合性指标、节水管理、生活用

水、生产用水、生态指标等, 并以办资源[ 2005] 179

号文印发。基于实践的不断总结, 2012年制定发布

了5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6 ( GBT

28284- 2012)国家标准
[ 25]
。基于统一的评价体系,

2014年水利部已经对全国 100个国家级节水型社

会试点地区进行全面评价与考核[ 26]。

2006年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5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6[ 22] ,对节水型城市的基本条

件、基础管理指标、技术考核指标、鼓励性指标等进

行了细化,明确规定了指标评分方法及其标准。为

贯彻落实5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意见6,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再次修订并印发了5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

与考核办法6和5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6,节水型

城市考核通过后, 每四年复核一次。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5实行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6[ 23, 27228] ,包含了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两个用水效率指

标, 同时明确了全国各省(市、区)用水效率控制目

标, 实施分级考核,并从 2014年起,对全部省级行政

区开展年度评估考核。

从评价方法上看,上述工作都是基于指标评价

方法,仅存在指标选取的差别。从评价区域和时间

上看,仅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是年度考核且

包括所有县级以上行政区, 但所涉及到的节水指标

只有两项。节水型社会考核与节水型城市考核评价

指标多, 但是时间不连续且是针对性考核。

基于5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6、

5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GBT 28284

- 2012) 6、5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试行) 6

和5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6等节水评价工作涉及

的节水指标, 进行节水评价指标梳理, 见表 1。

2  节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 1  指标构建原则
为全面、客观反映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节水

水平,按照综合指标反映结构节水、行业指标反映效

率节水的思路,选取具有代表性、可操作、能比较的

评价指标,既能够体现不同地区节水特点, 也能够全

面反映受水区节水水平, 还可以进行广泛的节水

比较。

2. 2  评价指标确定
( 1)综合性指标。

综合反映南水北调受水区节水情况的指标, 选

用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表征地区每产生 1万元国

内生产总值的取水量, 既综合了行业用水效率, 还反

映了区域用水结构。

( 2)农业用水指标。

反映农业用水效率和节水情况的主要指标, 选

用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标, 表征作物生长实际需

要水量占灌溉水量的比例。

( 3)工业用水指标。

反映工业用水效率和节水情况的主要指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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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节水评价相关指标梳理
Tab. 1  Water saving evaluat ion ind exes

类别 节水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使用

生产
用水

指标

城镇

用水

指标

综合

性指

标

节水

管理

指标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作物生长实际需要水量占灌溉水量的比例 [ 1] [ 2] [ 3]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率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百分比 [ 2] [ 3]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农业实际灌溉面积上的亩均用水量 [ 3]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地区评价年工业每产生 1万元增加值的取水量 [ 1] [ 2] [ 3] [ 4]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量占工业总用水的百分比 [ 2] [ 3] [ 4]

第三产业万元增加值取水量 地区评价年第三产业每产生 1万元增加值的取水量 [ 3]

污水处理回用率 污水处理后回用量占污水处理总量的百分比 [ 3]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 地区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的城镇人口平均值 [ 2] [ 3] [ 4]

节水器具普及率 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水使用节水器具数与总用水器具之比 [ 2] [ 3] [ 4]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 自来水厂产水总量与收费水量之差占产水总量的百分比 [ 2] [ 3] [ 4]

人均 GDP增长率 地区评价期内人均 GDP年平均增长率 [ 2] [ 3]

人均综合用水量 地区取水资源量的人口平均值 [ 2] [ 3]

万元 GDP取水量 地区每产生 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取水量 [ 2] [ 3] [ 4]

万元 GDP取水量下降率 地区评价期内万元 GDP用水量年平均下降率 [ 3]

三产用水比例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用水比例 [ 3]

其它水源替代水资源利用比例 评价年列入计划的实际取水量占总取水量的百分比 [ 2] [ 3] [ 4]

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 涉水事物一体化管理;节水管理机构、用水者协会建设情况 [ 3]

制度法规 具有系统性的水资源管理法规、规章,特别是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法规与规章制度 [ 3]

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情况 [ 3]

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两套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以及用水定额指标贯彻落实情况 [ 3]

促进节水防污的水价机制 建立充分体现水资源紧缺、水污染严重状况,促进节水防污的水价机制 [ 3]

节水投入保障 节水工作建设投入、融资工作 [ 3]

节水宣传 节水教育培训、宣传、舆论监督、举报机制等工作开展情况 [ 3]

注: [ 1]5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6; [ 2]5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6( GBT 28284- 2012) ; [ 3]水利部5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试行)6;

[ 4]住建部5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6。

用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表征地区评价年工

业每产生一万元增加值的取水量。

( 4)城镇公共用水指标。

选用每公里每天自来水厂产水总量与收费水量

之差,即城镇管网漏损系数指标反映城镇公共供水

用水效率情况的主要指标。

2. 3  指标评价方法

( 1)万元 GDP 用水量。

评价区每产生 1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的取水量。

W GDP = W 总 / G总

式中: WGDP为万元 GDP 用水量( m3 ) ; W总为评价年总

取水量,按照水资源公报统计口径统计,不包括非常

规水源利用量( m3 ) ; G总为评价年生产总值(万元)。

(2)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评价年作物净灌溉水量占灌溉取水量的比例。

K灌= W 净灌 / W 取

式中: K 灌 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W 净为评价

区灌溉农田净灌溉水量( m 3 ) ; W 取 为评价区农田灌

溉总取水量( m3 )。

( 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评价年每产生 1万元工业增加值的用水量。

W 工= Q工 / G工

式中: W 工 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3 ) ; Q工 为评

价年工业取水量, 按照水资源公报统计口径统计,不

包括非常规水源利用量( m3 ) ; G工 为评价年工业增

加值(万元)。

(4)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

评价年评价区每公里每天自来水厂产水总量与

收费水量之差。

R漏= ( W 供- W 收 ) L供 / 365

式中: R漏为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系数[ ( m3 / ( km #day) ] ;

L供 为自来水厂管网总长度( km ) ; W 供 为自来水厂

供水量( m3 ) ; W收为自来水厂收费水量( 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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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单一指标可以从某一个方面反映区域用水效

率,受水区节水综合评价能够全面反映区域用水结

构和全社会全过程用水效率。

由于万元 GDP 用水量、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城镇管网漏损系数指标具

有不同的量纲, 不能直接比较,须对指标原始数据进

行标准化处理。

四个指标可以分成越大越优和越小越优两类,

越小越优的指标有万元 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和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越大越优的指标

是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指标。

对指标值大于全国平均值的标准化方法: 对越

大越优的指标采用式( 1)变换,对越小越优的指标用

式( 2)变换。

Zi= 60+ ( Z i- Zmin) / ( Zmax- Zmin) @ 40 ( 1)

Zi= 60+ ( Zmax- Z i ) / ( Zmax- Zmin) @ 40 ( 2)

式中: Z i 为评价区指标值; Zmax为最大标准值; Zmin为

最小标准值。经过式( 1)或式( 2)变换后, 指标标准

值在 60~ 100之间, 100为最优,达到全国平均值为

60分。

指标值小于全国平均值的标准化方法: 对越大

越优的指标采用式( 3)变换,对越小越优的指标用式

(4)变换。

Zi= 60+ ( Z i- Zmin) / ( Zmax- Zmin) ( 3)

Zi= 60+ ( Zmax- Z i ) / ( Zmax- Zmin) ( 4)

式中: Z i 为评价指标值; Zmax为最大标准值; Zmin为最

小标准值。经过式( 3)或式( 4)变换后, 指标标准值

低于 60分。

评价指标标准值是衡量节水效率的标尺, 考虑

到评价对象南水北调受水区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

地区,也是用水效率较高的地区, 指标标准值选取基

于以下思路。

最优指标:主要参考世界最先进地区的用水效

率, 以便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较, 衡量受水区与世界

先进水平的差距。

最劣指标:采用全国平均水平的用水效率, 反映

受水区用水效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关系。

指标时点:最优指标和最劣指标选取主要参考

5中国水资源公报6[ 29]、5城市 (县镇) 供水统计年

鉴6[ 30]等信息, 选择 2014年南水北调通水关键时间

节点作为衡量时点。

评价确定的最小和最大标准值见表 2。

表 2  节水指标标准值确定
T ab. 2  Stan dard valu es of w ater savin g ind exes

序号 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最小值 Zmin 最大值 Zmax

1
万元 GDP

用水量/ m3

越小

越优

最先进地区指

标值, 采用新加

坡指标( 514 m3)

采用 2014年全国

平均值( 96 m3)

2

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

数

越大

越优

2014年全国平

均值( 01 53)

最先进地区指

标,采用以色

列指标( 01 8)

3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

水量/ m3

越小

越优

最先进地区指

标值,采用丹麦

指标( 31 8 m3 )

采用 2014 年全

国平均值

( 5915 m3 )

4
城镇管网
漏损系数

( % )

越小
越优

采用国际先
进地区指标

值( 8% )

全国超过 60%
城市的水平

( 2111% )

  根据指标的类型,将综合指标和行业指标确定

为第一层指标,综合性指标权重为 1/ 4, 分行业指标

权重为 3/ 4。

分行业指标包括农业、工业和城镇公共节水指

标, 指标权重根据评价区评价年农业、工业和公共生

活用水量的比例来确定,详见表 3。

表 3 节水标准评价权重分配
Tab. 3  Evaluat ion w eigh ts of w ater saving s tandards

类别 评价指标 第一层指标权重 第二层指标权重

综合指标 万元 GDP用水量 Z1 1/ 4 1

行业指标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Z2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Z3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 Z4

3/ 4

农业用水量/ (农业、工业、公共生活用水量之和)

工业用水量/ (农业、工业、公共生活用水量之和)

公共生活用水量/ (农业、工业、公共生活用水量之和)

21 5  指标功能分析
基于构建的指标体系, 即可以进行单一指标分

析,还可以进行综合评价分析。既可以进行区域节

水水平变化纵向分析, 还可以进行区域之间节水水

平横向比较。

纵向变化分析: 可以评价 2002 年国务院批复

5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6以来受水区节水水平变化

发展历程,还可以跟踪评价通水后节水水平年度发

展状态, 评估受水区是不是始终坚持节水优先的

战略。

区域横向比较: 可以进行受水区内不同区域间

节水水平相互比较, 还可以与国内外先进节水水平

相互比较,评估受水区节水水平、发展空间与未来推

进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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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体系应用

在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相继通水的背景

下,按照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 面向

/节水优先0的国家水安全保障战略, 本节依照上文

构建体系, 系统分析通水前( 2003- 2013年)、通水

后( 2014- 2015年)受水区用水效率变化情况, 以评

估受水区是不是始终坚持/节水优先0的原则。

3. 1  受水区节水水平变化

( 1)综合用水效率。

2003年以来统计结果显示, 受水区通过调整产

业结构和农业种植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强化管理措

施、推广节水器具设备等措施,综合水效率大幅度提

高(表 4) ,而且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1)。

2015年, 除安徽省, 受水区其他省份用水效率

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天津市万元 GDP 用水量

最低,仅为 16 m3。2003 年以来,全国万元 GDP 用

水量平均下降了 80% , 而同期受水区北京市、天津

市和山东省下降了 82%、81%和 81% , 超过全国平

均下降速度。

表 4 南水北调受水区综合用水效率
Tab. 4  Comprehen sive w ater u se ef f icien cy

in the SNWTP w ater2receiving areas

省级

行政

区

万元 GDP用水量/ m3

2003年 2013年 2015年

与 2013年

比较( ? % )

2003- 2013年

年下均变化量

( ? % )

全国 448 109 90 - 17. 4 - 7. 6

北京 94 19 17 - 10. 5 - 8. 0

天津 85 17 16 - 5. 9 - 8. 0

河北 281 68 63 - 7. 4 - 7. 6

江苏 336 97 82 - 15. 5 - 7. 1

安徽 448 155 131 - 15. 5 - 6. 5

山东 175 40 34 - 15. 0 - 7. 7

河南 264 75 60 - 20. 0 - 7. 2

图 1 近年来受水区万元 GDP 用水量变化

Fig. 1  Changes of water consumpt ion per 10 th ousand RMB gross

domest ic product ( GDP) in the SNWTP w ater2receiving areas

( 2)工业用水效率。

2015年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河北省和河南

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为 101 5 m3、71 7 m3、

111 4 m3、171 8 m3 和 321 6 m3 (表 5) ,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581 3 m3 )。如图 2所示, 2003 年以来,全国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平均降低了 74%, 而同期北

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安徽省和河北省分别下降了

86%、83%、79%、78%和 78%, 受水区工业用水效

率快速提高。

表 5  南水北调受水区工业用水效率
T ab. 5  Indu st rial w ater use eff iciency in the

SNWT P w ater2 receiving ar eas

省级

行政

区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3

2003年 2013年 2015年

与 2013年

比较( ? % )

2003- 2013年

年均变化量

( ? % )

全国 222 67 58. 3 - 13. 0 - 7. 0

北京 75 14 10. 5 - 25. 0 - 8. 1

天津 44 8 7. 7 - 3. 8 - 8. 2

河北 81 19 17. 8 - 6. 3 - 7. 7

江苏 262 86 85. 4 - 0. 7 - 6. 7

安 徽 436 110 96. 8 - 12. 0 - 7. 5

山东 54 12 11. 4 - 5. 0 - 7. 8

河南 132 37 32. 6 - 11. 9 - 7. 2

图 2 近年来受水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变化
Fig. 2  Chan ges of w ater consum ption per 10 thousand RM B

indust rial added value in the SNWT P w ater2 receiving areas

产业布局调整和技术进步对提升区域用水效

率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建立高耗水行业

退出机制, 出台了5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

目录6和5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

出及设备淘汰目录6, 颁布产业用水限额标准, 全

市调整、退出三高企业 680 家。随着京津冀地区

高耗水行业逐渐减少, 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

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先

进制造业所占比例增加显著, 产业结构的演进改

变了水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和流动规律,

进而影响用水量及用水效率。

  ( 3)灌溉用水效率。

2015年全国平均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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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536,除安徽省外, 受水区其他省份农业用水效率

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表 6)。近年来, 受水区通

过采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农业节水、体制机制节水

等措施,在提高灌溉用水效率(图 3)的同时, 实现农

业地下水压采。与 2006年相比,受水区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均有显著提高, 其中山东省和安徽省分别

提高了 01 16和 01 18, 提高幅度最大。

表 6 南水北调受水区农业用水效率
T ab . 6  Agricultur al w ater u se ef f iciency

in the SNWTP w ater2receiving areas

省级

行政

区

农回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2006年 2013年 2015年

与 2013年

比较( ? % )

2006- 2013年

年均变化量

( ? % )

全国 0. 46 0. 523 0. 536 0. 013 0. 007

北京 0. 66 0. 701 0. 710 0. 009 0. 005

天津 0. 62 0. 669 0. 687 0. 018 0. 007

河北 0. 62 0. 662 0. 670 0. 008 0. 005

江苏 0. 54 0. 581 0. 598 0. 017 0. 006

安徽 0. 44 0. 508 0. 524 0. 016 0. 008

山东 0. 54 0. 622 0. 630 0. 008 0. 009

河南 0. 54 0. 587 0. 601 0. 014 0. 006

图 3 近年来受水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变化
Fig. 3  Changes of irrigat ion water use eff iciency

in the SNWT P water2receiving areas

( 4)城镇生活用水效率。

2015年受水区所在的天津市、山东省、河南省、

河北省和安徽省城镇生活用水定额分别为 95 L/ d、

113 L/ d、147 L/ d、150 L/ d和 205 L/ d, 明显低于全

国平均值( 217 L/ d)。北京市城市发展水平高,城镇

人口的增长导致生活用水刚性上升, 城镇生活用水

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江苏水资源相对丰富, 城镇生

活用水量也较高。

2003年以来, 全国城镇生活平均用水定额基本

保持稳定(图 4) , 与 2003年相比, 天津市、江苏省、

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和北京市分别下降了 29%、

23%、16%、14%、10%和 8%。近年来, 由于人口的

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节水遇到瓶颈, 受水区

城镇生活用水量基本维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

图 4 近年来城镇生活用水量变化
Fig. 4  Changes of urban domest ic water consumption in

SNWT P water2receiving areas

3. 2  受水区地市节水综合指标评价

单一指标可以从某一个方面反映区域用水效

率, 为全面反映区域用水结构和全社会全过程用水

效率,参照上文构建的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受

水区节水评价指标体系, 对受水区内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山东省和河南省的 30个地市进行 2015

年节水综合指标评价, 评价结果见表 7。

与世界最先进地区的用水效率相比较, 可以看

出受水区节水水平存在三个梯次, 整体表现为水资

源越紧缺的地区, 水资源利用效率越高。水资源最

紧缺的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大部分地市是第一梯

次, 水资源利用率水平整体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

平, 综合评价得分高于或等于 80分。其中天津市和

北京市节水综合评价得分分别为 88 分和 86 分, 得

分最高。枣庄市工业、农业节水水平较高, 而城镇管

网漏损率为 27. 9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其

公共生活用水比例仅占全市总用水量的 12% ,节水

综合评价得分为 86分。河北省和河南省部分地市

处于第二梯次,水资源利用效率优于发展中国家水

平; 水资源基础条件较好的江苏省水资源利用效率

与发展中国家用水水平比较接近。

各梯次节水基础不同,节水重点各异,需要全面

推进。第一梯队地区虽然存量节水潜力有限,但水资

源短缺仍将是其长期面对的基本水情,尤其是北京市

和天津市,需要大力实施深度节水战略, 充分挖掘各

行业节水潜力、适度控制需求规模、继续增强社会节

水意识、完善节水体制机制、遏制奢侈用水和浪费用

水的现象。第二梯队尤其是河北省受水区,由于地下

水长期超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用水刚性需求

增加等因素,生态环境用水历史欠账较多,高耗水、大

污染的工业比重高,河北省钢铁、化工、火电、纺织、造

纸、建材、食品7大高耗水工业用水量占工业用水量

的 80%以上,需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全面加强各行

业节水工作。第三梯队江苏省本底水资源条件相对

较好, 农业灌溉用水量大, 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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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南水北调受水区 2015 年用水效率综合评价结果

T ab . 7  Result s of com preh ensive evaluat ion of w ater use eff iciency

of the SNWT P w ater2 receiving ar eas in 2015

南水北调
受水区
地市

综合指标 分行业指标

万元 GDP
用水量

灌溉水
有效利
用系数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
水量

城镇管网
漏损系数

综合
评价
结果

北京市 95 86 93 80 86

天津市 96 82 97 83 88

河
北
省

山
东
省

河
南
省

沧州市 81 86 90 77 84

辛集市 66 91 99 75 84

廊坊市 79 86 88 79 84

石家庄市 75 83 91 80 81

衡水市 59 87 80 77 79

邯郸市 73 74 88 79 76

保定市 60 76 86 79 73

邢台市 60 74 84 77 71

定州市 59 73 66 74 69

枣庄市 88 86 95 59 86

济宁市 74 86 93 83 84

淄博市 89 77 95 68 83

临沂市 80 77 93 90 81

泰安市 84 74 94 90 81

聊城市 69 78 90 92 77

菏泽市 60 77 94 89 74

德州市 67 75 95 78 74

漯河市 87 82 94 79 85

郑州市 91 81 91 76 85

鹤壁市 72 84 91 89 82

焦作市 73 76 79 59 75

安阳市 72 75 87 60 75

周口市 71 76 82 59 73

平顶山市 84 67 72 60 72

濮阳市 60 61 75 100 67

新乡市 64 65 80 61 66

南阳市 70 63 74 59 66

许昌市 88 77 87 60 80

低,需要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效率,提升

农业灌溉用水水平, 高效利用南水北调水资源。

南水北调受水区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 以占全

国约 2%的水资源量、4%的土地面积, 支撑着全国

21%的灌溉面积, 生产了全国 28%的粮食产量, 为

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大部分却是以透

支地表水、过量取用地下水来维持的。区域内需水

量大的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仍然较大, 如山东省小麦

播种面积达 33% ,河北省、安徽省和江苏省达 28%。

产业布局与水资源基础保障能力不相适应, 仍需进

一步优化结构、调控规模,实现结构性节水。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分析同类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

了能够综合反映南水北调区用综合节水和行业水效

率的指标体系。文章以南水北调东中线受水区开展

应用研究, 对受水区近年来节水水平进行了评价。

通过用水效率对比发现,近年来受水区大力节水,用

水效率大幅度提高, 受水区用水效率在区域内和全

国都处于领先水平。从国际视角定位南水北调受水

区水资源利用效率, 可以看出受水区节水发展水平

不均衡, 整体表现为水资源越紧缺的地区水资源利

用效率越高, 北京、天津和山东省水资源利用率水平

整体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河北省和河南省处

于第二梯次, 水资源利用效率优于发展中国家; 水资

源基础较好的江苏和安徽省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发展

中国家水平接近。仍需继续优化产业结构, 全面推

进全区域、全行业节水工作。

目前节水工作仍然是以政府推动为主, 社会

公众的自觉参与力度略显不够, 特别是南水北调

工程通水后, 公众对节水长期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有所松懈。仍需坚决贯彻落实/ 节水优先0战略,

综合运用法规、行政、经济、技术、宣传等多种手

段,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大幅度压缩高耗水产业, 控制城镇人口过快增

长,压减地下水超采区灌溉面积, 制定体现资源稀

缺性和水质差异性的水价体系, 出台鼓励再生水

和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利用的政策措施, 推广节

水技术、设备和设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造城镇

供水管网,实现全区域全行业深度节水,建立水资源

节约、高效利用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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