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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调水原因何在？

水质型缺水已经取代水量型缺
水，是我国面临城市水危机的主因

据报道，杭州人期盼已久的第二水
源千岛湖配水工程将于今年正式动工，
设 计 2020 年 年 引 水 量 为 14.9 亿 立 方
米。至此，这场颇具争议的工程终于一
锤定音。

去年以来，水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杭
州，自去年 12 月 10 日起，在杭州市，许多
市民发现家中的自来水存在类似于塑
料、油漆或农药等异味。而类似的事件
在同年 3 月及 5 月已出现过两次。早在
2012 年，钱塘江流域就已检出 67 种有机
污染物，其中苯并芘、二氯甲烷等五种有
机污染物浓度在枯水期超过饮用水源地
水质标准。

这只是我国水资源脆弱的一个缩影。
“目前，我国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省会

城市要靠调水满足需求，这是一个相当高
的比例。”对于城市调水现状，中国人民大
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这样告诉记者。

据报道，广东省“十二五”期间，预计
投资约 236 亿元实施“西水东调”工程，
预计年调水量为 20.7 亿立方米。号称

“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昆明市也早已将
城市调水工程列入计划之中，昆明的调
水工程输水干渠近 900 公里，计划年调
水 34 亿立方米，工程总投资额达到 629
亿元。

而在 2012 年，厦门首次全国水利普
查公报发布，厦门市经济社会年度用水
量约为 5.6 亿吨。厦门居民和各行各业
一 年 要 消 耗 掉 126 个 岛 内 湖 边 水 库 的
水，相当于差不多 3 天就用光一座湖边
水库。

守着江河的南方水边城市也大行调
水之事，更不用说远离水源的北方城市了。

据水利部统计，全国 669 座城市中
有 400 座供水不足，110 座严重缺水；在
32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 30
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 46 个重点城市
中，45.6%水质较差，14 个沿海开放城市
中有 9 个严重缺水。北京、天津、青岛、
大连等城市缺水最为严重。

由此，一个个浩大的调水工程开始
横贯中国版图。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
的调水工程背后，资源型缺水并非主因。

“水质型缺水已经取代水量型缺水，
成为我国城市水安全最主要的挑战，是
我国面临城市水危机的主因。”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我国城市水
安全现状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了这一令
人担忧的事实。

“众多城市纷纷调水，一个原因是经
济发展了，需求增加了，然而，更重要的
是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马中指出
了问题的关键。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连续 8 年对 35
个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厂约 12000 个取水
口水源水样检测结果表明，达到Ⅱ类水
体 标 准 的 水 样 数 量 比 例 由 2002 年 的

24.8%下降到 2009 年的 8.6%。一些位于
降水量充沛或水系发达地区的城市，周
边水源污染严重，由于“水质型缺水”引发
了水危机；此外，由于水生态治理是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一旦放松管制或治理力度降
低，水环境的状况就可能出现反复。

远距离调水面临哪些问题？

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
越长，带来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

“即使要调水，也还有远水和近水的
问题。先看看家门口的水是不是合理利
用了。”马中认为，抵制浪费是远距离调
水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不能只想着解
决渴的问题，而应该想到为什么渴。”

远距离调水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已
成为众多城市解决水源污染问题的一大

“法宝”。然而，其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生
态代价却湮没于找到新水源地的短暂欢
欣之中。

“城市调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
问题，但不能成为常态。”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教授刘文君认为，现在大家只考虑
到调水的利益，对弊端却强调得不够。

浙江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
主任、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研究员许建
平则进一步强调了调水的弊端：“远距离
调水的成本比较高，不仅仅是经济成本，
还有社会成本，沿路要征用土地、拆迁、
移民。突发性的地震和地质沉降还对调
窖水的管道产生影响。”

“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
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
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仇保
兴认为，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
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
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出现了调来
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道内
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
当难以治理。所以，以长距离调水解决
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
入困境。

据了解，澳大利亚在 30 年前实施了

南澳墨累河调水工程，导致整个南澳三
角洲出现了水生态植被退化、湿地破坏、
土地盐碱化和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所
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超调水所得利益。

水资源浪费隐忧重重

城市水量是否够用，还取决于
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结构

而在大规模调水与水资源浪费严重
现象并存的我国，形势更是不容乐观。

据统计，我国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
的 73％，但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约
为 0.45，与世界先进水平 0.7～0.8 有较
大差距。多半损失在送水过程和浸灌之
中，我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
40％左右。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
30%～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
为 75%～85%。此外，家庭生活用水量
虽然低于前两者，浪费情况却非常严重。

以北京为例，据报道，北京市仅一年
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
或 6 个北海的蓄水量。同时，人们还在
无形中破坏着那些尚未用的水资源。据
统计，我国每年的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
污水排放总量己达到 631 亿吨，这相当
于我们每人每年排放 40 多吨废污水，而
其中大部分未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
河湖海。

可见，经济的发展未必是缺水的理
由。“城市缺水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口
增多或者经济 发 展 ，水 量 是 否 够 用 还
取决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结构。比如
我 国 农 业 的 用 水 量 大 ，农 业 在 北 京 只
占 经 济 总 量 不 到 1%，却 消 耗 掉 约 30%
的水。”在马中看来，水资源的利用是有
很大弹性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承载力
不够的问题。

用什么方式解决城市水危机？

减少农业和工业用水，调整水
价使之体现真正用水成本

“ 一 个 城 市 的 规 划 初 期 就 应 该 考

虑 到 水 源 ，最 好 是 以 水 源 来 配 制 我
们的发展模式。调水只是一种无可
奈 何 的 行 为 。”在 刘 文 君 看 来 ，城 市
的 水 资 源 是 无 法 改 变 的 ，且 我 国 水
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最好能根
据水源的容量去安排自身的发展模
式和发展规模。

“水源是保证我们城市安全、城市
正常运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一
味地只考虑发展，等发展好了再去控
制水源污染问题，是很难持续的。”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城市都真的
缺水，而被随意浪费污染的水资源问
题却成了阻碍城市发展的痼疾。由
此，一次又一次的调水工程开始风起
云涌。

“除有些城市确实严重缺水外，不
少地方政府将调水当成灵丹妙药，水
不够用不去节水，而是首先设法调水；
水污染后不去治污，也想着调水。”有
水利专家忧心忡忡地说，“调水成了万
能钥匙，水调来了，就可以继续粗放的
发展模式。”

刘文君认为，大部分城市应该先
考虑治水与节水，而非调水。据《中国
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
告》预测，我国 2010 年供水设施单位
投资约 8 元/m3，污水处理约为 10 元/
m3，而节水仅需 3 元/m3。相对于调水
和治污，节水不仅成本较低，而且有很
高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

而 在 马 中 看 来 ，减 少 农 业 和 工
业 用 水 就 能 解 决 水 资 源 短 缺 的 问
题。“居民生活用水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刚性需求，而且比例较小，农业节
水 的 潜 力 远 远 超 过 生 活 用 水 。”目
前 ，我 国 农 业 用 水 占 总 用 水 量 的
60% 左 右 ，工 业 用 水 占 25% 左 右 ，居
民 用 水 占 12%左 右 。 如 果 北 京 农 业
用 水 节 约 一 半 ，就 可 以 解 决 南 水 北
调一半用水量。

此外，水价是另一个解决问题的
途径。“我国目前用水的价格没有反映
水的稀缺程度。水价低，就没有人愿
意循环利用水资源。”马中认为，只有
水价符合其应有的价值，才能激励人
们去发展替代技术。而循环用水、海
水淡化和节水等技术提高了，调来的
水就没有竞争力了。因此，只有水的
价格体现真实用水成本，才能刺激水
的合理有效利用。

据了解，农业用水中的漫灌和滴
灌技术用水量相差几百倍，效果却相
差无几。在以色列，生活用水量超过
农业用水量。以色列的农业也很发
达，但用水量却少于生活用水。究其
原因，是因为农业用水价格超过生活
用水。

以中水为例，马中进一步说明了
水价在我国的重要 性 。“ 中 水 处 理 后
可 以 作 为 工 业 用 水 。 然 而 ，如 果 新
水 价 格 低 于 中 水 ，企 业 为 何 要 用 中
水？说到底，市场对于公共物品，比
如环境和资源的配置上是失灵的，这
时政府就要制定政策，把市场调整到
有效的状态。”

远水不解近渴
我国有一半以上省会城市要靠调水来满足需求

◆本报通讯员白刘黎

黄河母亲对兰州人来说很具象，
就是生命之源。截止目前，黄河水依
旧是兰州唯一的饮用水水源。随着兰
州城市的发展，守着这条世界上泥沙
含量最高的母亲河，兰州寻找和开辟
第二水源迫在眉睫。

据了解，兰州市已计划实施刘家
峡调水工程，开辟第二水源工作进入
实质性操作阶段。

现有水源用水高峰期压力
巨大，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兰州市城区饮用水取水口位于西
固区西柳沟黄河段，供水系统系上世
纪 50 年代由前苏联援建，经过前后数
次改扩建，设计每日供水 135 万吨，实
际供水量 70 万吨/天。作为一座拥有
近 440 万人口的省会城市，现有供水
水源在用水高峰期压力巨大，同时存
在诸多安全隐患。

首先，水源单一存在安全隐患。据
兰州供水单位介绍，2011年至今，兰州
市先后因油罐车侧翻、柴家峡液压油渗
漏和特大暴雨，发生过 3次水源地污染
事件。尽管均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未
造成大面积缺水，但可以预见，单一的水
源地一旦遭到难以及时应对的突发污
染，整个城市供水系统必将瘫痪。

其次，生态脆弱构成潜在威胁。
目前，黄河兰州段及兰州市饮用水源
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在 100%，但兰州
市供水水源取水口上游及周边现分布
有工业企业 30 余家。准保护区内存
在中核五〇四厂、兰州新西部维尼纶
公司的 2 个工业排污口，另有 14 个生
活排污口。这些都对兰州城区供水构
成潜在威胁，一旦发生污染，将造成极
为严重的后果。

再次，地理条件抬高供水成本。
一方面，兰州城区呈东西带状分布，取
水口设在城西，对供水管网的分布、建
设、维修提出了更高的成本要求，而这
些管网大都成型于解放初期，普遍老
化。另一方面，黄河泥沙含量居高不
下，曾有报道称黄河兰州段泥沙含量
高达每立方米 52kg，超过正常泥沙含
量的 60 余倍。要彻底处理这些泥沙，
必将投入更大成本。

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淑菊
介绍说，近年来，为解决诸多不利因素
的影响，兰州市在开辟第二水源方面
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探索工作。兰州
市政府曾开辟和建立了“三滩”地下水
水源地保护区，即马滩、崔家大滩和迎
门滩。由于管理不善，又经多年开采，
水位下降、水硬度超标、污染严重。马
滩和崔家大滩已于 2009 年退出保护
区行列，迎门滩也于 2011 年几乎完全

丧失水源地功能。
经过多方探索和尝试后，兰州把

目光锁定在刘家峡水库上。松花江水
污染事件为兰州饮用水安全敲响警
钟，催生了第一个刘家峡调水工程战
略性框架规划的诞生。今年 5 月 19
日，兰州市政府与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签订了框架协议，围绕供水水源、生态
用水、污水处理和河洪道治理订立了
合作意向，并将最终提出切合兰州实
际的水生态文明城市规划。目前，前
期工作已在积极推进中。

刘家峡调水工程条件成熟，
调水工程稳步推进

2013 年，水利部综合事业局专家
组对兰州生态水系建设进行了调研考
察，专家们一致认为，兰州市从刘家峡水
库直接向市区调水项目已条件成熟。

兰州市生态水系规划研究编制办
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刘家峡水库年入
库径流量 286亿立方米，总库容 57亿立
方米。经测算，即使考虑到为城市发展
预留的存量，只需 5亿立方米左右便可
满足兰州调水的全部需水量，甚至彻底
替代现有水源地，为兰州城区供水。

刘家峡水库位于黄河支流湟水河
入河口上游，库区水质为优质地表水，
近 I 类标准，库区上游无污染。近年
来，水库所在地永靖县先后争取环保

项目建设资金 1000 万元，加大库区及
周边环境监管力度，健全污水收集系
统，拆除和关闭排污口，刘家峡水库水
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另外，刘家峡水库水面高于兰州
市黄河水面 200 米左右，直线距离约
32 公里。通过采用全封闭管道或隧
道和管道结合等方式，可自流引水至
兰州城区，不仅降低了供水成本，在电
力出现问题时，也能正常为市区供水，
完全符合国家节能环保要求。

张淑菊说，城市供水是一项重要
的民生工程，兰州在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上取得的成绩，让我们同样有信心、
有决心做好第二水源地的开辟工作。
刘家峡调水工程完成后，也很可能取
代现有水源地，同时为兰州新区提供
第二水源，现在的水源地自动转变为
城区备用水源。整个工程费用预算约
为 23 亿元，省、市两级部门正在积极
筹措资金，推进工程落实。

“发挥黄河穿越兰州市的独特自然
优势，科学规划兰州水系，改善城市供水
结构，合理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工
程，建设兰州高标准水生态文明城市”已
写入了兰州市政府战略规划中。

作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
一环，刘家峡调水工程前期工作正在
稳步推进。同时，兰州河洪道整治、湿
地水生态修复、土地整理等项目建设
也在规划筹备中。

据了解，兰州水生态文明建设，将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多元投入、
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鼓励、引导社会
资金积极参与水生态文明建设，并提
供土地、税收、水价、行政审批等相关
优惠政策。

先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说法，
如今，兰州人要实现“天下黄河美兰
州”的构想。

兰州寻找第二水源
刘家峡调水工程摆上日程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为了
改变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状况，
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兴建调水工程。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脚步，城
市规模的扩张带来城市人口的爆炸
式增长，当水成为城市发展和区域经
济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以后，在
面临水源少、水质差等水资源短缺的
背景下，很多地方政府选择了通过
调水工程来进行水资源的调配。

对于资源型缺水的城市，调水
工 程 的 确 能 够 缓 解 城 市 的 水 危
机。但调水之所以能够被许多城
市所推崇，还因为这些声势浩大的
工程投资规模巨大，其对地方经济
的拉动不能小觑。

一些积极调水的城市本来未
必缺水，守着大水缸却愁没水喝，因
为缺的只是干净的水。生产生活带来
的污染，让本已不多的水资源更加捉
襟见肘了。另外，即便是缺水，我们也
没有珍视每一滴水资源。有数据显
示，我国单位产值的用水量比西方发
达国家高一倍以上，浪费的程度可见
一斑。一边毫无节制地打开龙头让
水白白流走，一边大费周章地启动
调水工程，就如同自己吃饭撒了一
桌子，还拼命惦记别人锅里的菜，无
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在解决城市缺水这个问题上，
若给调水、节水、治水排个顺序的
话，笔者认为，节水应列为第一选
择。有资料显示，机关、学校等水资
源的浪费很严重，另外，一些城市因
为基础设施的弊端造成的浪费也不
容忽视。拿北京来讲，地下管网的

渗漏高达15%。开源节流，节流成本
低、见效快，而开源往往要涉及一系
列诸如水权问题，还要承担沿途水
资源污染和损耗的风险成本，如此
巨大的浪费空间不去消减，只想着
调水，从经济性上讲就说不通。

其 次 ，排 在 第 二 的 应 该 是 治
水。治理城市的污水，就像清洗城市
的“肾脏”，“吃”进污水，“吐”出清水，过
滤着城市“血液”中的毒素和垃圾。但
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治理污水
耗费心力，而且难以在短期见到成
效，所以这时候，短视的政绩观使得
调水似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所谓调水，调的是远水，解不
了近渴。况且调水花费的人力、物
力以及带来的水质恶化、咸水入侵
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永远无
法规避。因此，调水不应成为城市
在解决水危机时的首选，而应作为
节水治水基础上的补充。

城市的水资源其实也好比是
个水池，只有停下浪费的脚步，才
能留住一潭清水。但如果水污染
了，就大兴土木调来干净的水，不
节约，不保护，调来的水再被浪费，
再污染，最终陷入了调水、费水、污
水的恶性循环中了。

经济的发展不能成为缺水的
理由，水资源的短缺也不能成为调
水的借口。如果保护不好水，节约
不好水，即便有再多的水从千里迢
迢被引来，也会被淹没在汹涌的人
潮中，解不了城市的渴。

有心调水、无心节水、烧钱治
水，年年喊渴的责任该由谁来负？

治水调水先节水
李维

本报见习记者吕望舒北京报道 3 月
18 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官方
网站发布价格听证会公告，表示北京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于近期召开本市居
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

北京市发改委日前还表示，今年内
将实施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年内将会出
台阶梯水价的具体方案。

“水价具体涨多少，我们正在进行政
策研究。原则上说，将按照国家发改委
几级档次上涨的原则和要求，结合北京
的 实 际 情 况 ，综 合 考 虑 、合 理 确 定 级
差。”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
言人赵磊介绍说。

北京是水资源严重匮乏的特大型城
市。2000 年时，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还
是 300 立方米，现在已经降至 100 立方米
左右，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1/20，远
低于国际人均 1000 立方米的缺水下限。

早在 2001 年国务院批复水价改革
目标时提出，到 2005 年北京市平均水价
要达到每立方米 6 元。但是目前，北京
平均水价为每立方米 4.97 元，仍然未达
到国家对北京市水价提出的 2005 年应
达到的水平，可是北京市水资源需求较
2005 已出现更大缺口。而且由于北京
市水价长期较低，社会资本缺乏合理回
报机制，供排水设施建设速度与发展要
求存在很大差距。

据了解，北京市目前水价包括了自
来 水 水 费 、水 资 源 费 和 污 水 处 理 费 3

项。而每一项的现行收费标准，都因为
价格水平过低，不利于社会资本的进入
和行业服务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推进
市场化改革。

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网上公开的
2010 年至 2012 年的企业成本，2012 年的
售水单位成本为 3.19 元/立方米，且近 3
年来，售水成本呈现递增趋势。按照北
京市现行居民水价，不把政府补贴计算
在内，企业售一立方米水亏损 1.49元。

据介绍，今后北京水价将分为 3 类：
居民用水、非居民用水（包括工商业、旅
游饭店餐饮、行政事业）和特殊行业用水

（主要是高耗水行业），从而实现同类用
户同水同价，促进公平负担。

在实行居民阶梯水价的同时，按照
价格保障供排水适度投资回报、能够吸引
社会资本进入、适度体现资源稀缺程度的
思路，适当提高非居民用户水价。非居民
用户包括工商业、旅游饭店餐饮业和行政
事业等。按照《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全
市非居民用户用水继续执行超定额累进加
价政策。超出用水定额 20%以内的部分，
按照水价的一倍标准加收；超出用水定额
20%至 40%的部分，按照水价的两倍标准
加收；超出用水定额40%以上的部分，按照
水价的3倍标准加收。

国家和北京等文件明确提出，要严
格限制高耗水项目发展。为进一步发挥
价格导向作用，抑制高耗水行业发展，将
大幅度提高特殊行业用水价格。

3月22日，是第22个世界水
日。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又一
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于城市而言，水资源是其
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城市是用水
最集中、用水强度最大、供水保证
率和水质要求最高的区域，但同
时，城市也是水危机出现时矛盾
最突出的地区。

中国城市的水危机，正以意
想不到的速度蔓延扩展。中国城

市的水资源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
有的考验。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
过程中高歌猛进的每一座城市似
乎都不能回避水资源短缺这一命
题。从寻找水源地，到远距离调
水，从海水淡化，再到调整水价，
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找到一潭清
水可谓费尽周折。

本期，城市版特刊发一组稿件，
为读者阐释城市水危机的出路。

——编者

水价难以体现资源稀缺程度

北京每吨水亏损1.49元

◆本报见习记者唐斐婷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

城市看台城市看台

兰州·调水首都·节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