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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历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及其变化热点,梳理水资源在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生活中的

现实发展变化情况;分析水资源在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展现水资源科学发展的时代强

音;论述当前全球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措施,世界水日主题变化呈现由人类出发到人类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趋势,中国水周主题变化始终与政府宏观水资源的政策相关;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发展进

程中,人类与水资源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逐渐体现,显示了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逐

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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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outlook on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 Water Week and World Water Day / / ZHANG
Fei1, 2, 3,CHEN Daosheng1, 2(1. Key Laboratory of Smart City and Environmental Model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Oasis
Ecolog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3. CSIRO,Land & Water, Canberra ACT
2601, Austral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mes of World Water Day and China Water Week over the years and their changing hot spot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al life were summarized. The
role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was analyzed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was shown. The current glob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was discussed. The
themes of World Water Day shows a trend changing from humans start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e themes of China Water Week are always related to government macro water resources polic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Water Day and China Water Week, the ecological idea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resource is displayed gradually, and it shows that the idea of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round the world enjoys
popular support.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World Water Day; China Water Week;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摇 摇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资源是

人类在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自然

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淡水

资源危机加剧,水危机将成为未来世界风险之

首[1鄄2]。 水资源的管理、利用、保护和发展问题已经

成为世界普遍性关注的重要问题,水是战略资源同

时也是经济资源,在生态环境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

位。 水资源作为一个独立目标被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强调:“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冶,以此来突显在未来人类社

会发展中水资源所承担的重要角色[3]。 水资源问题

是一个普遍且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国需要充分认识

水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把握水资源在时代背

景下的脉搏,通过分析水资源具体情况,合理有效地

解决水资源在人类未来社会发展中所遇问题。
联合国长期致力于解决人类生活需水,工农业

需水而产生的水资源问题。 1977 年召开“联合国水

事会议冶,会议期间向全世界发出严重警告:水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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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将来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石油危机之

后的下一个危机便是水。 1993 年 1 月 18 日,第四

十七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把每年的 3 月 22 日确定为

“世界水日冶。 中国政府自 1994 年开始,把“中国水

周冶改为每年 3 月 22—28 日,通过多方位、持续性开

展符合当下水资源发展的中国水周主题活动,提高

全社会对水资源的关心、爱惜、保护意识[4]。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的主题紧密贴合时代背景,

在 20 多年的主题变化过程中,水资源发展总体趋势

是沿着人类自身需求到人与水和谐相处这条主线进

行的,主题日的发展体现人类在社会高速发展过程

中对水资源意识形态上的科学转变,影响人类在社

会发展中的行为规范,引发人类对人水关系的深刻

理解。 这两个主题都强调科学用水和科学管水,强
调水与人类社会生产结合、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通

过法律手段保护水资源、强调个人对水资源保护和发

展都有义务和责任。 本文通过对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主题的梳理,总结水资源发展总体脉络,为了解水资

源发展趋势提供借鉴,为科学有效的发展和利用水资

源,建立起人水和谐发展模式提供更多的思路。

1摇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发展及变化热点

1. 1摇 世界水日

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骤增,现如今全球用水

量的变化浮动较大,加之人类用水过程中许多不合

理的开发和肆意污染,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水危机。
人口、环境、资源这三大主要问题中,资源在高消耗

的世界环境中显得额外重要,水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世界水日主题变化能

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水资源的发展变化趋势,历年

世界水日主题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26 年间,世界水日的主题涉及“人

人关心水资源冶“城市供水冶“水短缺冶“卫生用水冶“水
与灾害冶“水资源管理冶“人水和谐冶等多个方面,充分

体现了水是生物生命活动所需,也是社会发展所需,
未来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与水密不可分。

世界水日主题变化紧密结合时代发展,从人类

需水、用水,到合理用水,科学护水,体现了在人类社

会发展进程中对水资源的意识形态逐渐由简单到复

杂,从纯粹需求到科学发展,从 1994 年主题“关心水

是每个人的责任冶,到 2019 年主题“不让任何一个

人掉队冶,从人出发,又回到人本身,充分体现人类

在水资源发展过程中充当的关键性角色,表达出人

水一体、人水和谐的理念,勾勒出人类与自然环境相

互促进,相互协调,和谐发展的优美曲线。
由于城市大规模发展、人口高速增长、全球气候

表 1摇 1994—2019 世界水日主题

年份 主题

1994 关心水资源是每个人的责任 ( Caring for our water
resources is everyone爷s business)

1995 女性和水(Women and water)
1996 为干渴的城市供水(Water for thirsty cities)
1997 水的短缺(Water scarce)

1998 地下 水———看 不 见 的 资 源 ( Ground water鄄invisible
resource)

1999 我们(人类)永远生活在缺水状态之中(Everyone lives
downstream)

2000 卫生用水(Water and health)
2001 21 世纪的水(Water for the 21st century)
2002 水与发展(Water for development)
2003 水———人类的未来(Water for the future)
2004 水与灾害(Water and disasters)
2005 生命之水(Water for life)
2006 水与文化(Water and culture)
2007 应对水短缺(Water Scarcity )
2008 涉水卫生(International year of sanitation)

2009 跨界水———共享的水、 共享的机遇 ( Transboundray
water鄄the water sharing,sharing opportunities)

2010 关注水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Communicating water
qual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11 城市水资源管理(Water for cities)
2012 水与粮食安全(Water and food security)
2013 水合作(Water Cooperation)
2014 水与能源(Water and energy)
2015 水与可持续发展(Water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6 水与就业(Water and jobs)
2017 废水(Wastewater)
2018 借自然之力,护绿水青山(Nature for water)
2019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Leaving no one behind)

大幅度变化和经济形势起伏不定,导致水资源问题

逐渐增多,这些因素逐渐成为制约水资源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方面。 世界各国在面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同

时还要考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理念,要学会

与自然和谐相处。 根据世界水日变化热点,基于水

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作者将世界

水日的主题发展分为 6 个方面:水与自然生命;水的

发展;水短缺;水与人类、卫生、城市;水共享、水合

作;废水与生态治水。
1. 1. 1摇 水与自然生命

水与自然生命相互影响、作用,它们之间具有高

度紧密的联系,地球一切生命生存发展的必要资源

就是水, 有了水,才有了生命,有了水,动物和植物

才能得以生存、繁衍,水是一切生命的摇篮。 20 世

纪 50 年代,美国科学家米勒进行地球原始大气及

闪电模拟实验,告诉人们大气中的水汽在一定条件

下会与大气中的物质发生化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

化学变化,形成核苷酸、氨基酸、核糖等物质,为生命

的起源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个实验再次向人们展

示:离开了水,生命就无从起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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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命的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水,人类在利用

水资源的同时,逐渐产生了相应的水文化,水文化是

人类在人与水交融形成的水事活动中创造的含有水

的文化现象的总和。 水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文化,是
水与人、水与社会关系的文化。 水文化是一种用来

侧面强调水事活动这一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
是人类对水进行理性思考的文化,是以水为轴心的

一种民族文化[6]。 中国的水文化源远流长,从“精
卫填海冶“大禹治水冶,到著名的理论专著《水经注》
以及古今诸多著名水利工程,有端午节、泼水节这样

的水节日,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

“水文化冶精神。 老子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

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冶从道德层面上,
水被赋予独特的内涵[7]。
1. 1. 2摇 水的发展

历届世界水日主题中,水资源发展主题占比较

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顾问委员会将能源、运输

与水作为三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部门,所以水是可持

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8]。
联合国《2018 年世界水资源开发报告》显示,因

全球人口、经济、以及消费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水资

源的需求量以每年 1%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在未来

不会减慢。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全世界各国还需在发

展的过程中实现从对抗自然到顺应自然的转变,以回

归自然、顺应自然为宗旨来改善水资源窘境[9]。
1. 1. 3摇 水短缺

水资源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水的短缺问题随着

社会发展逐渐显著。 水资源短缺或水资源供应减少

会潜在地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10鄄11]。 因此,大力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挖掘

各个国家的节水潜力是水资源管理的必然选择[12]。
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世界上水资源最为稀缺的地区,
因水资源的匮乏导致的冲突逐年上升。 当前, 中国

实施“一带一路冶战略已迈入重要阶段,水资源短缺

使得“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社会发展

进步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3]。 如何应对水资源短缺

带来的巨大挑战已刻不容缓。
以往各国实践经验表明,区域地表水资源利用

率超过 40%就可能产生水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环

境恶化等问题。 伴随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口增

长,人类对水的需求愈来愈高,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持

续减少,而农业、城镇需水量将大幅度增加[14],且在

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将加剧水资源短缺。
历史上有很多是通过调水的手段来解决区域水

资源短缺的问题。 公元前 2500 年,在美索不达米亚

平原的南部,苏美尔人开掘沟渠,将底格里斯河和幼

发拉底河的水引至平原,从而诞生灿烂的“两河文

明冶。 公元前 2400 年,人类第一个跨流域调水工程

在古埃及完成,将尼罗河水引至埃塞俄比亚高原南

部进行灌溉,极大程度上为埃及文明的繁荣发展增

添了活力。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增长加速,工农

业高速发展,城市大规模扩张,淡水资源在多数地区

出现“供不应求冶情形,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愈加严

重。 美国西部水资源开发所修建的许多跨流域调水

工程以及以色列的北水南调工程,澳大利亚的雪山

工程,俄罗斯莫斯科运河工程,埃及西水东调工程,
中国的大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等[15鄄16],使得调入区域

的水资源短缺情况得以缓解,改善了生态环境条件,
极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1. 1. 4摇 水与人类、卫生、城市

人类活动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需要经过一定探

讨,探讨过程中寻求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开发利用

方式,尽量做到既能兴利,又不致于严重恶化水环

境,这对于人类与水和谐发展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

究的问题。 水库工程、灌溉工程、大型调水工程、地
下水开采、城市化等人为活动对水资源有较明显的

影响[17]。
人类文明起源与水密不可分,生命的产生与进

化,包括人类通过生命活动所创造的文明都与水有

着密切联系,整个自然进化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都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约 300 万年的人类历史中,
人类生存的第一步就是逐水草而居,世界上几乎所

有的重要城镇都围绕水而建立[18],水已经成了生命

能否继续繁衍与健康生活的必然因素。 人水和谐能

够保证人类生存健康,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需要人水

和谐关系作为坚强支撑。
社会发展进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水、环境卫

生和健康在全球面临重大挑战。 据统计,截至 2015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有 11 亿

人无法获得改善的供水,26 亿人缺乏适当的卫生设

施。 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儿童由于饮用不卫生的饮用

水而导致腹泻等疾病。 饮用水受病原体污染可引起

多种介水传染病的流行,尤其是肠道传染病的爆发。
据报道大约有 40 多种传染病是通过水传播的。 目

前介水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在

发展中国家仍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9鄄23]。
低收入国家尤其饱受供水系统和服务不足、环境卫生

设施和个人卫生状况差劣之苦[24鄄25]。 卡耐基梅隆大

学公民与环境工程专业的博士后 Theresa Dankovich
发明了一本“可以喝冶的书,这本书被时代杂志评为

2015 年最棒的 25 个设计之一[26]。 由此可见,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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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水卫生成为全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个城市的兴起因为水,衰落也因为水,城市发

展需要统筹运营水资源,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用创新、生态等手段创建城市水资源管理体系,从而

使得城市与水资源相互和谐,相辅相成。 城市水系

统往往与城市整体布局有密切联系,与人类生活以

及城市发展定位具有比较高的相关程度[27鄄29]。 中

国目前已形成了以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

洲 3 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一批城市群,城市群的进一

步发展,势必会给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带来更大

的压力,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科学、系统、有效地进行

水资源的管理是非常必要的[30]。
1. 1. 5摇 水共享、水合作

2016 年跨境水资源评估项目 ( Transboundary
Waters Assessment Program,TWAP) 表明,全球 286
条国际河流流域涉及 151 个国家、42%的世界人口、
覆盖 42% 的陆地面积, 约占全球淡水流量 的

54% [31]。 跨境水资源在国际社会迅速发展、国家间

交流不断加深中显得更加重要。
跨界河流水资源是流域各国的共享资源,为流

经国家带来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效益,共享水资源

所产生的利益应由流域各国公平分享。 全球气候变

化影响下,水资源危机逐渐加重,其中因国际河流而

导致的跨境纠纷,以及地缘战略水资源竞争逐年增

多。 因此,使用科学有效的手段宏观调整水资源分

配,保障各国之间的权益成为调整水资源分配的重

要方面[1,32]。
欧盟历来重视水资源管理,2000 年《欧盟水框

架指令》(European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颁布,
并根据执行经验定期审查修订,是欧盟层面水资源

管理和保护的典范,核心是多层面管理,在政府、民
族、区域和地方等多层面集成水资源管理决策,有助

于决策在最合适的低层面实施。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UNECE)于 1992 年颁布《保护与使用越境水

道和国际湖泊赫尔辛基公约》,要求各国合理公平

利用跨境水资源,确保可持续管理。 《湄公河流域

可持续发展合作协定》确立了流域资源可持续发

展、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合作框架[33鄄37]。 南部非洲

共同体组织(SADC)于 1995 年签署《南部非洲发展

共同体共有水道订正议定书》,并于 2000 年修订。
在国际组织共同框架下,水资源共享以及合作具有

更加广阔的前景[38]。
1. 1. 6摇 废水与生态治水

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废水导致一系列问题,
废水和生态治水成为“世界水日冶着重强调的主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而带来的农业废水以及工业

废水的排放问题逐渐显著,严重影响了自然环境水

质量。 废水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39]。 废

水处理和再利用是当今世界水资源的重要问题[40]。
专家们尤其关注的是到 2050 年,全球的水资源是否

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41]。 因此,水的可持

续发展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
在世界向前推进过程中,因经济迅速增长而带

来的多种环境问题亟待解决,油田废水、重金属废

水、染料废水、制药废水、印刷废水,矿山废水、生活

污水等问题[42鄄50],是当今水资源发展中面临的重要

问题。
新加坡在处理废水方面诞生了“新生水计划冶,

该计划将生活污水以合理有效的手段排至新生水厂

处理后,得到可循环利用的新生水。 美国将再生水

作为供水资源已有 20 年之久,早在 1976 年美国南

加利福尼亚州桔城水区的第 21 世纪再生水厂,采用

膜处理技术净化污水,高质量的再生水被注入地表

面水体。 以色列水资源极度匮乏,从国情出发,认为

开发利用城市污水是解决缺水问题的关键出路,所
以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污水回用就已经成为以色

列一项国家政策了。
中国废水治理经多年发展,在治理技术上取得

新的突破,由中广核技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电子

束处理工业废水技术,有可能打破工业废水处理技

术的瓶颈。 相较于传统废水处理,电子束处理技术

能够有效处理难降解的含有抗生素、有机质、含致病

菌等物质的废水,其具有处理水类广泛,处理速度

快,成本低廉等优点[51]。
习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水是

自然生态系统的关键控制要素,做好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水文章,使生态治水理念深入人心。 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是中国新时代治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

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势下,深入推进水利改革发

展、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52]。
1. 2摇 中国水周

1988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每一

年从 7 月 1 日开始为期一周为中国水周。 联合国于

1993 年确立了世界水日。 为了有利于水资源的发

展,中国水利部选择中国水周时间与联合国世界水

日时间总体上保持一致,日期为每年的 3 月 22—28
日[53]。 中国水周宣传主题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在
政府领导下水资源发展规则有度,总体朝着为民生,
为自然的方向前进。 表 2 列出了 1996—2019 年中

国水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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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1996—2019 中国水周主题

年份 主题

1996 依法治水,科学管水,强化节水

1997 水与发展

1998 依法治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1999 江河治理是防洪之本

2000 加强节约和保护,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2001 建设节水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2002 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003 依法治水,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2004 人水和谐

2005 保障饮水安全,维护生命健康

2006 转变用水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2007 水利发展与和谐社会

2008 发展水利,改善民生

2009 落实科学发展观,节约保护水资源

2010 严格水资源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

2011 严格管理水资源,推进水利新跨越

2012 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13 节约保护水资源,大力建设生态文明

2014 加强河湖管理,建设水生态文明

2015 节约水资源,保障水安全

2016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2017 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河长制

2018 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2019 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

摇 摇 注: 1994 年、1995 年中国水周主题未能检索到。

由表 2 可知,时代的主要元素是决定中国水周

发展的关键方面,显示中国政府以发展的眼光看待

水资源,用法律的手段实施对水资源的治理和保护,
强调水资源与人类发展中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
当今社会、自然环境多变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以绿色

发展理念贯彻水资源发展全程,保障饮水安全,关注

水与健康。
水资源的短缺、水资源的不合理分布、水生态损

害、水环境污染、水资源管理体系的不足成为制约中

国水资源可持续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发展不能

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处,时刻牢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 分析历年中国水周

主题可见,水资源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环境

变化具有显著关系,主题总体围绕水的发展、水的管

理、人水和谐 3 个方面进行。
1. 2. 1摇 水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经济、社会

层面的力量显著增强,人民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得到

双重提高,但环境方面问题逐渐加大,水资源缺乏、
水污染严重的问题在中国发展进程中逐渐凸显。 中

国的水资源总量较大,约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 6%
左右,但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排在世界末位。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力

的逐步提升,中国对水资源的需求逐年上升,水资源

的开发力度逐年加大,产生了区域地下水位下降、城

市地面沉降、大量河流断流等一系列问题,同时还带

来了水体污染[54]。 水资源浪费是我国在新时代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关键性问题,在农业灌溉中,水
资源的利用率仅为 54. 2% 。 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

源,最大化地发挥水资源在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

关键性作用是我国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亟需解决的

问题。
我国以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制定适合水资源发

展的战略从基本贯穿到核心。 解决农村生活饮用水

困难,构建防洪减灾体系,以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水

安全[55]。 健全节水制度体系,以科学手段提高水资

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支持农村

小水电建设,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我国大力推

进水利基础设施现代化,构建并完善水利工程体系,
大力加强水利保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提到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冶20 字要求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

村,实现乡村振兴[56]。 即:淤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

建设,以节约保护、自然恢复为主要目标,构建河湖

长制度,使河流、湖泊在复杂环境条件下具备良性发

展的能力[57];于建设和谐优美的水环境,加强水利

机制创新,提升水利管理现代化水平,依法治水管

水,加强水利行业法制建设,构建出科学合理的水资

源治理体系[58];盂加强科技创新,优化水利技术,强
化产品研发,注重基础研究,加强水利创新人才队伍

建设,大力发展智慧水利,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多层次

提升我国水利方面的智能化水平[59]。
1. 2. 2摇 水的管理

水资源管理涉及方方面面。 历史上,洪涝干旱

灾害以及除水害、兴水利等常态化问题是我国水资

源管理的主要战场。 由于人类对经济规律、自然规

律、生态规律认识不够,使得我国水资源问题逐渐显

露[60],如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水域岸线的侵占都

会使河流枯竭,湖泊大面积萎缩,整个河湖生态体系

遭受破坏,生态功能明显下降;缺水地区用水浪费,
导致水资源短缺程度加速增大;不间歇地大量使用

地下水,使区域地下水资源加速枯竭。 人类活动影

响着水资源的健康发展,调整规范人类的行为,建立

良好的人类与水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当今社会面临的

重大问题[61]。
我国在水资源发展中制定过很多新策略,主要

有:淤控制水的需求,强调节水优先;于加强源头控

制,切实防止污染;盂多渠道开发水资源,重视开发

非传统水资源;榆合理配置水资源;虞建立和完善水

权法律制度,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愚重视水与粮食及水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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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之间的协调发展;舆深化水资源管理的体制改革;
余制定河湖长制,加大水利行业的监管[62鄄63]。

水资源的管理是以人类为主导的大事业,因此

水行业的监管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我国在水利行业

实行强监管策略,是新形势赋予水利工作的使命,也
是一项涉及面广、触及矛盾深、工作量大、政策性强

的系统工程[64]。 为推动水利行业监管,我国加强上

下联动、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形成水利事业齐心协

力、同频共振的监管格局。
1. 2. 3摇 水和谐

人水关系是指人文系统与水系统之间复杂的相

互作用关系。 人文系统围绕人展开,由社会经济多

因素构成。 水系统围绕水展开,由水资源和生态环

境等因素构成。 人水关系历经时代发展,内容逐步

丰富,包含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气候环境演变的诸

多方面,水资源、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行为密切相

关,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着人水关系。 水是人类

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人水关系异常重要,极大

程度上决定人类未来的健康发展,实现人水和谐是

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6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冶的治水方针[66鄄68],主线就是规范人

的行为,着重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生。
人水关系由来已久,四大文明的发源均与河流

关系紧密。 北半球的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陆续诞生了世界四

大文明。 在中国,由水引发的习俗、节日中充溢着人

类与水资源和谐共处的智慧。 人类的发展进步在一

开始就与河流密不可分,水资源作为必不可少的基础

性资源,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人水间

关系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从原始生活用水演变为现如

今的科学方式用水,其内涵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改

变。 在中国古代就有治水思想, 比如天人合一思想、
大禹治水、都江堰水利工程等都是人水和谐思想的体

现。 在 21 世纪初,人类文明逐渐发展过程中所展现

的各种先进思想中就包括人水和谐思想[66]。
2001 年起,水利部在相关会议及文件中积极倡

导“人水和谐冶的思想,同时借助传统媒体、自媒体

等多种媒介方式向外界传输“人水和谐冶思想[67];
2004 年, 第 17 届中国水周将“人水和谐冶立为主

题,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普及宣传[68];2005 年全

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提出“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

和谐社会冶的重大战略部署[69], “人水和谐冶成为新

时期治水思路的核心内容[70];2011 年中央一号文

件中五个基本原则中的第三个是“坚持人水和谐冶;
2012 年《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

意见》中将“坚持人水和谐冶列为第二个基本原则;
2013 年《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的意见》文件中提出 “坚持人水和谐,科学发展冶;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冶纳入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

方略冶 [71鄄74]。
人类认识到人水关系的重要性,逐渐用科学手

段、智慧的眼光探究人类与水之间的自然规律,这是

人类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的发展规律。
1. 3摇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的异同

通过对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主要关键词汇

总(图 1),可以看出: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主题设置

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在世界水日中,“生命、生活、
自然关系冶的频数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水未来冶。
而在中国水周中,“发展冶的频数所占比重最大,其
次是“可持续冶。 虽然用词上有区别,但是在表达内

容上却又有相似性。

图 1摇 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关键词频数

1. 3. 1摇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相同点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都显示出,未来水资源发

展过程中人类所充当的重要角色,同时都表示出在

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要强调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从
深远打算,从当下入手,采取相应措施(如节约水资

源,控制每人每天用水量等),进而避免水资源可能

发生的严重后果,主要体现在:淤世界水日与中国水

周在能源高消耗、城市大规模发展的大背景下都强

调对水资源的科学有效管理,使城市供水、水污染治

理、水利设施建造等一系列水资源管理手段为人类

与自然资源达到和谐共处做出实质性帮助;于世界

水日与中国水周都强调生态治水,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是未来人类的行动指南,地球只有一个,世界人民

需要携起手来共同贴近自然、保护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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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摇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不同点

面向群体大小不同,世界水日面向全世界,总结

主要方面,通过社会发展所暴露出的缺水、水卫生、
废水等主要水资源问题为导向,提倡各国加大对水

资源管理的力度,发表科学开发水资源的倡议书。
而中国水周则依托中国水资源发展实况,切实推进

水资源科学发展,从国家范围内加强公民节水意识、
安全意识、发展意识,全面且细致地发展和管理水资

源。 主要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a. 水资源发展及管理是否到位。 根据地球水

资源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制

订的符合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倡议性文件,以及国际

机构研究、大会讨论等产生的文件,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为合理开发水资源提供建议,但同时它又有自己

的局限性,国家发展要根据国情制订相应政策,往往

国际性文件在各国不能落到实处。 中国水周的历史

鲜明地表现出中国水资源管理的步步到位,无论是

与水相关的法律,还是开发水资源的意识,都落实得

非常到位。 江河湖海的管理、节水灌溉的体系、水利

资源的利用都显示中国开发水资源过程中的有为

特性。
b. 面临的问题范围不同。 世界水日能够体现

全世界在开发水资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
但中国需要考虑多个层面从而制订切实可行的政

策。 如:世界水资源发展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

让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如何让水资源的利用符合

自然规律,从而能够实现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对于中国,要面临的不仅是国际水资源相关问

题,还需要处理好与邻国的水资源分配、国内水资源

分配及供需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2摇 结摇 语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发展相辅相成,历经数年

发展,为世界水资源的发展与保护增添动力,为世界

水资源的管理进行了有力宣传。 世界水日主题与中

国水周主题发展有如下 3 个方面:
a. 世界水日主题变化呈现由人类出发到人类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趋势,国际社会愈发重视水资源

的未来发展,以科学的态度面对如今由人类引起的

诸多水资源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的人水关

系,提出合理可靠手段,形成以联合国为首,各个国

家合力共建的水资源保护及管理新格局。
b. 中国水周主题变化始终与政府宏观水资源

的政策相关,中国水资源强调管理,重视由水资源所

产生的相关问题。 中国水周主题紧紧围绕近些年水

资源所出现的问题,结合国家政策环境,对相关领域

的水资源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有效处理。
c. 世界水日与中国水周发展进程中,人类与水

资源和谐共处的生态思想逐渐体现,显示了世界范

围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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