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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治理现状评估与展望

吴摇 丹,曹思奇,康摇 雪,王弘跻,刘摇 帅,许贺艳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摇 100144)

摘要:从资源维、社会维、经济维、生态维、环境维 5 个维度,明确了我国水治理的目标,并系统设计

了我国水治理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级等权赋权法和目标一致性法,综合评估我国水治理的现状,
并预测 2020—2050 年水治理的变化趋势。 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治理指数从低于

0郾 235 快速提升至接近 0郾 70,其中 2010—2015 年是我国水治理的加速期,水治理指数提升了 50%
左右;预期 2020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将超过 0郾 85,实现水资源消耗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2030 年我

国水治理指数将接近 0郾 95,实现水环境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基本

实现水治理目标;2050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将达到最优值 1,实现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排放、水灾害损

失、水生态退化面积的“零增长冶,全面实现人水和谐。
关键词:水治理指数;指标体系;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排放;水灾害损失;水生态退化;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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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evaluation and prospect of water governance in China / /WU Dan, CHAO Siqi, KANG Xue, WANG Hongji,
LIU Shuai, XU He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44,
China)
Abstract: The goal of water governance is specified from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resources, economy, socialit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water governance in China is systematically design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governance i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and the variation trend of China's water governance in 2020鄄2050
is forecasted using the hierarchical equal weight method and the target consistency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ex
of water governance has been increased quickly from below 0. 235 to near 0. 70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鄄up. The
acceleration period of water governance is from 2010 to 2015, in which the water governance index has increased about
50% .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water governance index will exceed 0. 85 by 2020, and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will be realized. The index of water governance will reach 0. 95 by 2030, and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pollution will be realized. The capacity of water safety support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water governance targets can be realized basically. The index of water governance will
reach the optimum value of 1 by 2050, and the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water pollution discharge, water disaster loss
and water ecology degradation area will be zero growth, fully achieving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Key words: water governance index; index system;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water pollution discharge; water disaster
loss; water ecology degradati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摇 摇 2011 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成为加快推进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治理政策蓝图。 十八大

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治水理念、治水方略和治水的相

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的建设,明确了“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冶的治水方针,提出了“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冶五大发展理念,并将保障

水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问题。 治水理念的

提出和治水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逐渐消除人水

矛盾、逐步实现人水和谐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和国内外学者

开始深入研究水治理政策制度,建立健全的水治理

体系,如美国农业部等[1鄄6]关于美国、荷兰、英国等发

达国家水管理政策的制定,Ismail 等[7鄄8] 关于世界范

围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水治理实践经验的探索,
Peter 等[9鄄13]关于面向 21 世纪的全球治水模式与历

史经验的研究。 通过国际社会水治理实践探索,以
及国际法、欧盟和德国水法中水管理理念的比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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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发现,以法治为原则,以环境目标为导向,实
施综合水体管理已成为水治理的有效途径[14鄄18]。
水治理重在平衡、协调具有竞争性的多重涉水利益。
而高规格的委员会协调机制可以妥善解决各利益相

关方的协作问题,由环保部门统筹管理水资源和水

环境成为国际主导发展趋势。 同时,治水实践表明,
必须建立健全水治理体制,充分发挥流域机构在涉

水事务协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中的地位和作

用[19鄄20],完善法规制度体系、建立协调机制、探索多

元共治模式、落实党政同责责任制[21鄄23]。

淤2020—2030 年的特征表现系作者根据历年 5 个维度的变化趋势,结合中长期水利改革发展规划成果,并通过专家咨询予以确定。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水治理体制与机制,借鉴水

治理的国际研究成果,王亚华等[24鄄33] 对我国治水理

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主要包括国内外典型水

治理模式、国际水治理机制体制、瑞典的水治理目标

体系和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等内容。 从我国治水实践

来看,建立健全防汛抗旱减灾体系、提升供水保障能

力、加快推进农业水利建设、加强水生态修复和水环

境保护等工作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水治理的重

点[24鄄27]。 水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加快从人水矛盾向

人水和谐的全面转变[26鄄28]。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

法律法规为基础、以水管理政策制度的制定为保障、
水行政主管部门为主且多部门协作的水治理体

制[31]。 水治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水资源管理公共

机构职能的转变,必须持续扩大市场在水资源配置

和水务管理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提高效率和吸纳

社会参与,不断完善水治理体系[32鄄35]。
目前学者们主要围绕水治理体系、政策、制度展

开深入研究,尚未对我国水治理水平进行合理的度

量评估。 本文以我国水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借鉴

阮本清等[36鄄37] 提出的“水资源具有资源、经济、社
会、生态和环境 5 个维度的基本属性,对水资源的管

理针对不同目标有不同的需求冶,从 5 个维度明确

我国水治理的目标;描绘我国水治理的特征曲线,全
面剖析不同时期我国水治理的特征表现;构建我国

水治理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级等权赋权法和目标

一致性法,综合度量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治理

的变化趋势,并对 2020—2050 年我国水治理的变化

趋势做出前瞻性展望。

1摇 我国水治理的分析思路与特征表现

1. 1摇 水治理目标设定

立足于治水实践,我国水治理的总体思路可概

括为通过强化治水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

的有效投入,建立健全水治理体系,逐渐消除人水矛

盾、逐步实现人水和谐,加快从人水矛盾向人水和谐

的全面转变。 借鉴阮本清等[36鄄37] 的观点,我国水治

理的目标具体体现为 5 个维度:淤从资源维度来看,
水治理目标是严控用水总量,保障地下水采补平衡,
加快绿色水利转型,最终实现水资源消耗利用与经

济发展协调;于从社会维度来看,水治理目标是保障

城乡供水需求,全面消除农村水贫困,提高防洪能

力,不断增强水安全保障能力,最终增加社会福利;
盂从经济维度来看,水治理目标是快速提高水资源

利用效率,有效降低水旱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最终实

现水灾害损失“零增长冶;榆从生态维度来看,水治

理目标是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自然湿地保护和

林业建设,积累绿色生态财富,最终实现水生态退化

“零增长冶;虞从环境维度来看,水治理目标是提高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能力、工业废水排放达标能力、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能力和省界断面水质综合达标能

力,最终实现水环境污染排放与经济发展协调。
1. 2摇 水治理特征表现

结合水治理的目标,水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加快

从“人水矛盾冶到“人水和谐冶的全面转变。 描述水

治理的特征曲线如图 1 所示。 图中横坐标表示不同

发展阶段的演变,主要分为农业主导、工业主导、服务

业主导的 3 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其中,农业主导、
工业主导、服务业主导分别表现为农业产值、工业产

值和服务业产值占比最大。 纵坐标表示水治理的阶

段特征。 我国水治理的 6 个阶段的特征表现如下淤。
a. 第一阶段(1949 年之前):人水矛盾“成长

期冶,即处于农业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人类开

始加大破坏水生态环境,人水矛盾缓慢扩大,但并不

突出。 主要表现来有:淤资源维,1949 年用水总量为

1030 亿 m3,以农业灌溉用水为主;农业灌溉面积为

1593万 hm2,占耕地面积的 15%;安徽、湖北、湖南、福
建、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农田灌溉面积的占比比 20
世纪初下降了 1 / 3 至 1 / 4;工业用水量仅 24 亿 m3。
于经济维,1928—1931 年、1933—1935 年,接连发生全

国性水旱大灾,直接死亡人数近 2000 万。
b. 第二阶段(1949—1980 年):人水矛盾“发展

期冶,即进入农业主导过渡为工业主导的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前期,人类加速破坏水生态环境,人水矛盾

也迅速扩大,形成“人水对立冶。 主要表现有:淤资

源维,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资源消耗利用快速增

长;1980 年用水总量增至 4 408 亿 m3,年均增长率

高达 4郾 8% ;农业用水量增长了 2郾 5 倍多,工业生产

和生活用水持续增加,工业用水增至 418 亿 m3。

·8·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2019,39(1) 摇 Tel:025 83786335摇 E鄄mail:jz@ hhu. edu. cn摇 http: / / jour. hhu. edu. cn

图 1摇 水治理特征曲线

于社会维,城乡生活供水普及率较低,仅达到 50%
左右;农村水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 50%左右;防洪

能力指数淤低于 12郾 7% 。 盂经济维,水资源利用效

率低下,1980 年人均用水量为 446郾 6 m3,万元 GDP
用水量高达 3 158 m3;同时,水旱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占同期 GDP 比重高达 9郾 4% 。 榆生态维,自然湿地

未得到有效保护;森林覆盖率较低,仅达到 12% 。
虞环境维,水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1980 年废污

水排放量增至 239 亿 t。

淤防洪能力指数=高标准(防洪标准达到规划防洪标准)防洪保护区面积 / 防洪保护区总面积伊100%

c. 第三阶段(1980—2000 年):人水矛盾“成熟

期冶,即进入工业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期,水
危机严峻,人类持续破坏水生态环境,人水矛盾将达

到顶峰,形成“人水互斥冶。 主要表现有:淤资源维,
2000 年用水总量增至 5 566 亿 m3,但年均增长率降

至 1郾 3% ;农业用水量趋于稳定,年均增长率为

0郾 2% ,工业用水较快增长,增至 1 121 亿 m3,增长了

1郾 45 倍。 于社会维,2000 年尽管贫困人口大规模减

少,但是农村水贫困人口规模高达 4 亿人,约 1 / 2 农

村总人口;防洪能力指数淤仅达到 21% 。 盂经济维,
2000 年用水效率有所提高,万元 GDP 用水量达到

705 m3;20 世纪 90 年代水旱灾害明显增加,其直接

经济损失占同期 GDP 的比重平均为 3郾 3% 。 榆 生

态维,2000 年水土流失治理远远赶不上破坏,水土

流失面积快速增加,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38% ,全国

江河湖泊普遍污染,黄河常年断流。 虞环境维,2000
年大量生产排污导致水环境急剧恶化,废污水排放

量增至 620 亿 t,年均增长率达到 3郾 3% ;工业 COD
排放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 1郾 65% 。

d. 第四阶段(2000—2020 年):人水矛盾“衰退

期冶与人水和谐“成长期冶兼并,即进入工业主导的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后期、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社会发

展阶段前期,人水矛盾将慢慢缓解,逐步实现局部的

人水和谐。
2000—2010 年的人水矛盾“衰退期冶,即工业占

主导地位,水危机转危为安,人类开始尊重水生态环

境,实现“人水互让、人水共生冶。 主要表现有:淤资

源维,2010 年用水总量增至 6 022 亿 m3,但年均增

长率仅为 0郾 6% ;于社会维,2010 年城乡生活供水普

及率仅达到 65% ,防洪能力指数提高至 40% ;盂经

济维,2010 年用水效率持续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有

效利用系数达到 0郾 5,万元 GDP 用水量为 151 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05 m3,水旱灾害直接经

济损失占同期 GDP 比重降至 1郾 1% ;榆生态维,2010
年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 42郾 5%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37% ,下降 1 个百分点,生态用水比例增至 2% 。 森

林覆盖率迅速提高,达到 20郾 36% ;虞环境维,工业

COD 排放量达到顶峰后转为下降,由 1997 年的

1 073 万 t下降至 434郾 8 万 t,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达到 46% 。
2011—2020 年的人水矛盾“衰退期冶和人水和

谐“成长期冶,即工业主导过渡为服务业主导,人类

加速修复水生态环境,实现“人水互益冶。 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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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淤资源维,2015 年用水总量增至 6 103郾 2 亿 m3,
仅增长了 1郾 3% ;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地下水占总

用水量比重降至 18郾 2% 。 于社会维,2015 年水安全

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其中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解

决,兑现了政府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庄严承诺;
防洪能力指数提高至 50% 。 盂经济维,2015 年用水

效率继续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郾 536,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 90 m3,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降至 58 m3,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降

至 7郾 5 t;水旱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 GDP 比重

降至 0郾 33% ;榆生态维,2015 年自然湿地保护率提

高至 46郾 8%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降至 34% 。 虞环境

维,2015 年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提高至 92% ,7 大

水系 国 控 断 面 好 于 III 类 水 质 的 比 例 提 高 至

66郾 7%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至

68% ,工业废污水排放达标率提高至 98% 。
2020 年,预计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用水总

量先后达到顶峰。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
年下降 45%以上。 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农
村水贫困消除,防洪能力指数进一步提高。 重要江

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升至 80%以上。
e. 第五阶段(2020—2030 年):人水矛盾“衰退

期冶与人水和谐“发展期冶兼并,即进入服务业主导

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期,人类开始顺应水生态环

境,人水矛盾快速消减,实现“人水共荣冶,不断扩大

局部的人水和谐。 主要表现有:淤资源维,2030 年,
预计生活用水量、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用水总

量均达到顶峰,实现地下水资源采补平衡;于社会

维,2030 年,预计水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盂经

济维,2030 年,预计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以 2000 年不变价计)降至 40m3

以下;榆生态维,2030 年,预计水生态退化态势被遏

制并逐渐修复;虞环境维,2030 年,预计水污染排放

总量得到严格控制并逐步下降,主要污染物入河湖

总量控制在水功能区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提高到 95%以上。
f. 第六阶段(2030—2050 年):人水和谐“成熟

期冶,即进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后期,
人类反哺水生态环境,人水矛盾消除,转变为全面的

人水和谐。 主要表现有:淤资源维,2050 年,预计水

资源消耗“零增长冶;于社会维,2050 年,预计水安全

保障能力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盂经济维,2050 年,预
计水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水灾害损失

“零增长冶;榆生态维,2050 年,预计水生态退化“零
增长冶;虞环境维,2050 年,预计水环境污染物排放

总量“零增长冶。

2摇 我国水治理现状评估与展望

2. 1摇 水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水治理指数本质上是对水治理目标的完成情况

进行度量和综合评估,即确定不同时期我国水治理

的资源维、社会维、经济维、生态维、环境维 5 个维度

的水治理指数、不同时期我国水治理的综合指数。
为此,系统设计水治理评估指标体系,见表 1。
2. 2摇 水治理现状评估

将有关指标的发展规划值或发达国家的指标实

际值作为参照值,在确定指标权重和水治理评估方法

的基础上,评估我国水治理状态。 权重的确定是指标

体系评价的关键之一,为保障每个层级中各个指标的

同等重要性,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为层级等权赋权

法,即针对每个层级中的各个指标进行平等赋权。 同

时,采用目标一致性法,度量各个指标值与其参照值

的一致性程度。 最终,通过指标加权求和,综合计算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水治理指数。 在水治理

指数的取值区间范围[0,1]划分评价等级与标准,以
确定不同阶段水治理水平的高低。 为此,将水治理水

平按照非常好、较好、适中、较差、非常差 5 个等级进

行划分,对应的水治理指数的区间范围分别为(0郾 9,
1]、(0郾 8,0郾 9]、(0郾 6,0郾 8]、(0郾 3,0郾 6]、[0,0郾 3]。 经

测算,1980—2015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见表 2。
根据表 2 可知,1980—2015 年,我国水治理指

数从不足 0郾 235 提升至 0郾 691,我国水治理水平提

升了近 2 倍。 其中 2010—2015 年提升较为明显,达
到 50%左右。 按照图 2,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不同

阶段,从 5 个维度分析我国水治理指数的变化趋势。
1980 年,我国水治理水平非常差,指数低于

0郾 25;5 个维度的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经济维

指数最低,仅为 0郾 113,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极低;生
态维指数最高,但也仅为 0郾 310,说明水生态已严重恶

化,未得到合理保护。 1980—2000 年,我国水治理指

数略有上升,达到 0郾 286,但未超过 0郾 3,水治理水平

仍非常差;资源维指数下降,社会维指数变化不明显,
说明水安全保障能力未得到明显改善;经济维指数上

升,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但用水量处于快速增

长阶段;生态维指数变化不明显,说明水生态状况未

得到明显改善,且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环境维指

数提升了 50%左右,说明废污水处理率和水质达标

率得到提升。 总体来说已进入人水矛盾“成熟期冶。
2000—2010 年, 我国水治理指数提升了近

64% ,达到 0郾 468,我国水治理水平已从非常差过渡

到较差。 经济维指数提升最快,增长超过 1 倍,主要

在于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污染排放绩效得到快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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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水治理评估指标体系

水治理维度 水治理目标 水治理内容
水治理评估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单位

资源维 C1
水资源消耗利用“零增长冶,与经
济发展协调

大幅减少水资源消耗利用,包括用水
总量、农业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严
格控制和减少地下水超采量

用水总量弹性系数 C11

农业用水量弹性系数 C12

工业用水量弹性系数 C13

地下水占总用水总量比重 C14

社会维 C2 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
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保障饮水安
全;增强防洪能力

城乡生活供水普及率 C21

农村水贫困发生率 C22

防洪能力指数 C23

%
%

经济维 C3
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水灾
害损失逐渐减少至“零增长冶

大幅降低水资源消耗利用强度;减少
水旱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C31

万元 GDP 用水量 C32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C33

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 C34

水旱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 GDP
比重 C35

m3

m3

m3

m3

%

生态维 C4
水生态退化“零增长冶,水生态环
境改善

增加生态用水;加强自然湿地保护和
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加大林业建设

河道外生态用水占用水总量比重 C41

自然湿地保护率 C42

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C43

森林覆盖率 C44

%
%
%
%

环境维 C5

水环境污染排放 “零增长冶,与
经济发展协调;水环境污染排放
持续减少至水环境自净限度内

大幅减少水污染排放总量;提高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工业废污水排放
达标率;提高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
省界断面水质综合达标率

COD 排放总量弹性系数 C51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 C52

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C53

工业废污水排放达标率 C54

七大水系国控断面好于芋类比例 C53

%
%
%
%

摇 摇 注:农村水贫困发生率=农村水贫困人口 /农村人口总数。

表 2摇 1980—2015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

年份
资源维 C1 社会维 C2

C11 C12 C13 C14 指数 C21 / % C22 / % C23 指数

1980 0郾 40 0郾 30 2郾 00 14郾 6 0郾 250 52 >47 <12郾 7 <0郾 226
2000 0郾 33 0郾 02 2郾 30 19郾 3 0郾 194 56 47 21 0郾 274
2010 0郾 04 0郾 02 0郾 07 18郾 4 0郾 204 65 44 40 0郾 383
2015 0郾 03 0郾 10 -0郾 17 18郾 2 0郾 456 80 0 50 0郾 808

参照值 臆0 臆0 臆0 臆15 1 100 0 逸80 1

年份
经济维 C3 生态维 C4

C31 C32 / m3 C33 / m3 C34 / m3 C35 / m3 指数 C41 / % C42 / % C43 / % C44 / % 指数

1980 906 3 158 0郾 300 79郾 6 9郾 40 0郾 113 0 0 16郾 7 12郾 00 0郾 310
2000 251 610 0郾 430 22郾 0 3郾 30 0郾 247 0 42郾 0 38郾 0 16郾 55 0郾 327
2010 105 150 0郾 500 5郾 7 1郾 10 0郾 584 2 42郾 5 37郾 0 20郾 36 0郾 409
2015 58 90 0郾 536 3郾 0 0郾 53 0郾 895 2 46郾 8 34郾 0 21郾 66 0郾 437

参照值 臆50 臆100 0郾 8 4 0郾 5 1 10 逸95 臆15 35 1

年份
环境维 C5

C51 C52 / % C53 / % C54 / % C55 指数
综合指数

1980 >0 10 <50 26郾 0 <50 <0郾 277 <0郾 235
2000 0郾 38 32郾 5 40郾 8 82郾 0 35郾 0 0郾 385 0郾 286
2010 <0 82郾 5 46郾 0 95郾 3 55郾 0 0郾 762 0郾 468
2015 <0 92郾 0 68郾 0 98郾 0 66郾 7 0郾 857 0郾 691

参照值 臆0 100 逸95 100 100 1 1
摇 摇 注:淤水治理评估指标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水利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资料换算得到

(由于资料收集不全面,重点评估 1980—2015 年)。 于指标计算方法:正向指标指数为现状值与目标参照值之比;逆向指标指数为目标参照值

与现状值之比;综合指数为各单项评价指标的指数加权之和除以指标总个数;各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层级等权赋权法予以确定。 盂参照值为国

家关于指标的发展规划值或发达国家的指标实际值。

升,即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

快速下降;环境维指数提升了近 1 倍,主要在于

COD 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污水处理率快速提高;
社会维指数和生态维指数分别提升了 40%和 25% ,

生态用水占用水总量比重和森林覆盖率明显增加;
资源维指数略有提升,用水总量和工业用水量的增

速减缓,地下水占比略有下降。 总体来说已进入人

水矛盾“衰退期冶,人类开始尊重水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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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通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我国水治理指数快速提升,已接近 0郾 70,水治理

水平提升到适中水平。 其中工业用水得到有效控

制;社会维指数上升了 1 倍;经济维指数上升了

50% ,说明水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水安全保障

能力显著提升;但生态维指数和环境维指数上升幅

度均少,且资源维指数和生态维指数仍低于 0郾 5,说明

严控用水、水生态修复和水环境保护工作仍将成为我

国未来水治理的重中之重。 总体来看,该阶段已进入

人水和谐“成长期冶,人类加速修复水生态环境。

表 3摇 2015—2050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

年份
资源维 C1 社会维 C2

C11 C12 C13 C14 指数 C21 / % C22 / % C23 指数

2015 0郾 03 0郾 10 -0郾 17 18郾 2 0郾 456 80 0 50 0郾 808
2020 0郾 01 臆0 臆0 15郾 0 1郾 000 95 0 60 0郾 900
2030 臆0 臆0 臆0 <15 1郾 000 100 0 80 1郾 000
2050 臆0 臆0 臆0 <15 1郾 000 100 0 >80 1郾 000

参照值 臆0 臆0 臆0 臆15 1 100 0 逸80 1

年份
经济维 C3 生态维 C4

C31 C32 / m3 C33 / m3 C34 / m3 C35 / % 指数 C41 / % C42 / % C43 / % C44 / % 指数

2015 58郾 0 90郾 0 0郾 536 3 0郾 53 0郾 895 2 46郾 8 34 21郾 66 0郾 437
2020 46郾 4 69郾 3 0郾 550 <3 0郾 70 0郾 880 5 70郾 0 31 23郾 04 0郾 594
2030 50郾 0 <70 0郾 600 <3 0郾 50 0郾 950 8 90郾 0 25 30郾 00 0郾 801
2050 <50 <70 0郾 800 <3 0郾 50 1郾 000 10 100郾 0 15 35郾 00 1郾 000

参照值 臆50 臆100 0郾 8 4 0郾 5 1 10 逸95 臆15 35 1

年份
环境维 C5

C51 C52 / % C53 / % C54 / % C55 指数
综合指数

2015 <0 92 68 98 66郾 7 0郾 857 0郾 691
2020 臆0 100 >80 100 >70郾 0 0郾 908 >0郾 857
2030 臆0 100 95 100 95郾 0 0郾 990 0郾 948
2050 臆0 100 100 100 100郾 0 1 1

参照值 臆0 100 逸95 100 100 1 1
摇 摇 注:淤2020 年水治理指数根据《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冶规划》《“十三五冶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十三五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方案》《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十三五冶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冶规划》等报告估算得到。 于2020—2050 年水治理指数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并通过专家咨询予以估算得到。
盂由于参照值为国家关于指标的发展规划值或发达国家的指标实际值,经专家咨询,2050 年目标预期将顺利达成,即 2050 年的指标值等于或
超过其参照值,水治理指数将达到 1。

2. 3摇 水治理展望

依据表 2,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冶
规划》《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冶规划》《“十三五冶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 《“十三五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行动方案》 《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
年)》《“十三五冶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

建设规划》《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节
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冶规划》等报告,前瞻性谋划

2020—2050 年水治理战略布局,预测 2020 年、2030 年

和 2050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见表 3。
由表 3 可知,预期 2020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将

超过 0郾 8,提高至 0郾 857 以上,水治理水平将从适中

水平过渡到较好水平。 其中资源维指数、社会维指

数和环境维指数均超过 0郾 9,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

制,水安全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030 年,我

国水治理指数将大幅度提高,接近 0郾 95,水治理水

平将从较好水平过渡到非常好水平,经济维指数超

过 0郾 9,水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2050 年,我
国水治理指数达到 1,与 2030 年相比,水生态修复能

力显著提升。 2030—2050 年,我国将进入人水和谐

“成熟期冶,水资源消耗利用总量、水灾害损失、水生态

退化面积、水环境污染排放总量均实现“零增长冶,实
现从局部的人水和谐转变为全面的人水和谐。

3摇 结摇 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治水

实践工作,通过坚持民生优先、统筹兼顾、人水和谐、
政府主导和改革创新“五大原则冶,努力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的新型治水道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冶五大发展理念。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基本方略,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和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制
定了两个“新阶段冶的发展思路,并作出了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等政治承诺。 同

时,重点明确了加强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实施节

水行动、加快水污染防治、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等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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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国水治理战略布局的制定与实施需要深化

水利改革和推进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加
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水资源消耗利

用总量、水环境污染排放总量、水生态退化、水灾害

损失“零增长冶,消除人水矛盾,实现人水和谐。
预期 2020 年,我国水治理指数将超过 0郾 85,实

现水资源消耗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2030 年,水治

理指数将接近 0郾 95,实现水环境污染排放与经济发

展协调,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2050 年,水治理

指数达到最优值 1。 十九大报告做出的政治承诺和

制定的行动方案将促使中国有望在 2030 年甚至更

早基本实现人水和谐。 从我国水治理现状评估与预

测结果来看,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水安全,建立健

全水治理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强化治水

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的有效投入。 由于

仅从国家层面完成了水治理指数的总体评估,而我

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各地区的区情、水情和

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态势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

针对我国各地区具体的区情和水情进行水治理评

估,因地制宜提出水治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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