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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州市近年来加快城市化进程，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用水总量和污水排放总量也相应增加。根据苏州

市水质型缺水的特点和 !"$" 年总需水量预测结果，提出应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出发，把保

护水资源作为重要的决策因素，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

立生态城市。

关键词：水资源管理；生态环境；水环境；苏州市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苏州城市化进展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东部，北倚长江，西南靠太

湖，东与上海接壤，西与无锡为邻，南与嘉兴、杭州相

连，总面积 , #,,-#! ./!。根据 !""" 年国务院《关于

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精神，苏州城市建设与

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面保护

古城风貌，逐步把苏州市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具有江南水乡特色和丰厚

历史传统的现代化城市。

苏州市近年来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年年

末总人口已达 ’,"-’+ 万，城市化水平达 #’-,0。城

市化 水 平 从 $%%( 年 的 +"-10 增 长 至 !""$ 年 的

#’-,0，仅用了 ’ 年就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根据规划，到 !"$" 年苏州市人口将增加到 ("" 万，

城市化水平将超过 1"0。

生态环境是以人类生存为主体的整个外部世界

的总体，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量基

础和社会经济活动基础的综合体。在对苏州市的区

域开发过程中，对于自然现状的改造、资源的利用，

特别是对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均应维持在环境允

许的容量之内，只有维持现实环境的质量不超出允

许的承载标准，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要求。

应对人口承载力和水资源承载力作正确的预测，以

利苏州市今后的发展。

" 苏州水资源现状与预测

苏州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 $"" //，当地天然年

径流量多年平均值为 !# 亿 /+。降雨的时空分配年

内主要集中在汛期 ’ 2 % 月。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

异常，年际间相差较大。$%%% 年为丰水年，当地径

流量达 (,-,’ 亿 /+，当年沿江排水 1%-+1 亿 /+；而

$%%1 年为枯水年，当地径流量仅为 $!-," 亿 /+，当

年沿江引水 $,-$% 亿 /+。依靠日趋完善的引排水工

程与防洪设施，苏州可确保旱涝无虞。

从地理位置来看，苏州既有太湖的供水又有长

江的水源供给，过境水也充沛，近几年平均过境水量

达 $"" 亿 /+。即使在比较干旱的年份，依靠沿江引

水工程引长江水，目前的年引水能力可达 !’ 亿 /+，

而长江大通站多年平均流量达 +" """ /+ 3 4，即使在

较枯年份亦能满足江苏境内沿岸城市供水的需求。

但是，随着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近

年来苏州的水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工业用

水量和生活用水量日益增加，污水排放量也相应增

加。大量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主要河道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苏州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

同时由于水质型缺水，促使过度开采地下水，造成地

面下沉等地质灾害，形成恶性循环。据统计，!""$
年苏州市全市废污水排放量达 1-1, 亿 /+，并在逐

年增加；十大骨干河道有机污染都较严重，水质污染

近年来呈逐年加剧的趋势，水质较好的仅有太浦河。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和治污水平，十大骨干河道污

染的程度将进一步加重，中小河流将受到更大的污

染，生 态 环 境 将 进 一 步 受 到 破 坏，治 理 的 难 度 会

更大。

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第一、二、三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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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必须首先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生活用水

的需求，这是有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大事。根据

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水平越高，生活用水的标准

也越高。据统计，苏州的年生活用水量 !""# 年为

$%!& 亿 ’&，!""( 年为 $%)# 亿 ’&，$**! 年为 &%+! 亿 ’&。

到 $*!* 年人口将达到 )** 万，生活用水量按稍高于

目前用水水平计算，也将达到 &%) 亿 , +%* 亿 ’&。

国际上把城市人均耗水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居

民生活水平和市政公共设施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城市生活用水量已占城市总用

水量的 ! - &，人均生活用水已达+** , )** . -（人·/），

根据 $**! 年用水资料统计，该市城镇生活用水量占

总用水量的比例显著偏少，与一些发达国家城市相

比，差距很大。

近年来，苏州的工业用水量进入了一个高速增

长期，!""( 年为 !*%*# 亿 ’&，到 $**! 年已增加到

$&%!( 亿 ’&，平均每年递增约 & 亿 ’&，按此速率到

$*!* 年将达到 #* 亿 ’& 左右。

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灌溉定额不断降低、农业

用地的不断减少，近年来苏州农业用水量呈逐年下降

的趋势，!""( 年为 $)%)& 亿 ’&，$*** 年为 $!%"# 亿 ’&，

& 年减少了 +%)0 亿 ’&。通过改变灌溉方式、加强节

约用水，预计到 $*!* 年用水量还可节省 # 亿 ’& 左

右，可降低到 !) 亿 ’& 左右。农村生活用水和林牧

渔业用水近年来徘徊在 +%# 亿 ’& 左右，随着农村人

口的减少、科学养殖、合理灌溉以及高新农业技术的

推广，到 $*!* 年预计为 + 亿 ’& 左右。

综 上 所 述，到 $*!* 年 苏 州 总 用 水 量 约 为

(+%# 亿 ’&，比目前增加约 $* 亿 ’&，必须对水资源现

状有清醒的认识，加大治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进

一步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为苏州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有力而可靠的保证。

! 加强水环境治理力度，构筑苏州现代化的

“生态城市”

加强构筑生态城市的制度支撑体系建设，是建

设生态城市的保证。近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国家已把解决环境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同

期确定了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和八项制度（环境

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

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请登记与许

可证；限期治理；集中控制），国家在环境与资源方面

立法的速度大大加快。苏州应在坚决贯彻执行国家

一系列法律、制度、政策的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颁

布地方法规，强化水资源管理，加强河道、湖泊的保

护，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青山绿水的、新型的、现代

化的苏州。

"# 应加强和完善现行各项管理，包括水环境立

法管理和水环境规划管理；加大监督、执法的权力和

力度，从单纯的关注水资源向关注环境整体要素转

变，从单一的水利科学管理向多学科综合管理转变。

在规划及治理过程中，应重视专家及公众的意见。

$# 目前包括生活污水在内的城市污水年处理

率不高，根据苏州的城市特点，应考虑城市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资源化的可行性，将再生水直接纳入城

镇用水；考虑合理利用水环境容量消除污染的可行

性，以及合理解决好分散处理与污水集中处理的关

系，积极研究开发污水处理新技术、新流程，做到技

术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

结合，提高城市用水效率。

%# 立足本地自有水源，加大太湖与长江沿岸水

域的保护力度。随着苏州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

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需

水量和各种废污水排放量也大幅度增加，应充分认

识到保护好太湖与长江作为主要水源的重要性，严

格手段，强化措施，遏止太湖富营养化的趋势，保护

长江沿岸水域不受进一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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