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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云南的水资源条件及开发利用现状，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遵循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并重基

本原则，按照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开发的次序，提出滇中调水、润滇、农村饮水安全和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四个

重大项目，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撑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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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现 状

K 5K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云南省水资源总量 ! !#$ 亿 >"，人均水资源量

;$$L>"。建成各类水库及塘坝 ;Z#K 万座，蓄水库容

#$#Z! 亿 >"；河 道 引 水 工 程 #MZL 万 件，提 水 工 程

#Z!; 万件，机电井 !M"! 眼，水闸 #!KL 处。在滇中建

成“引洱入宾”等 L 处调水工程，在建昆明云龙水库、

曲靖独木水库等引水工程。农田有效灌溉程度为

!!Z%[，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Z%[，工

程节水措施以渠道防渗为主。供水总量 #"%Z" 亿 >"，

以地表水供水为主，蓄引提分别占 "%Z;[，;$Z$[，

##Z"[。农业灌溉是用水大户，水田占灌溉面积的

LLZM[，仅为总耕地的 #!ZL[；城镇生活及工业用水

分别占 #!Z![，#$ZM[。人均用水量 "#K >"，扣除卷

烟业后的万元 \]/ 用水量为 L<!>"［#］。

K 5L 水环境现状

在全省 < <;% I> 的监测评价河段中，全年水质

为" ^#类的河长占评价总河长的 %%ZL[，以有机

污染为主，主要污染物为 1_"=1，.,]‘8，(/，(1。#M
条水质为劣$类的河段中，盘龙江、螳螂川、普渡河、

南盘江曲靖段、泸江、玉溪州大河 L 条流经滇中主要

城市，超标污染物主要是 (/，1_"=1，氟化物，N,];

等。现状水库供水的水质类别组成如图 #。九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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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泊中泸沽湖水质为!类，抚仙湖为"类，阳宗海

及洱海为#类；滇池外海大部分为$类，外海局部、

草海为劣$类，主要影响指标为 !"，!#，#$%&#；杞麓

湖、星云湖、异龙湖、程海均为劣$类水体，超标污染

物杞麓湖为 !#；星云湖为 !"，!#，’$ 值；异龙湖为

()*+,，!#；程海为 ’$ 值，氟化物。

图 ! 现状水库供水水质构成

! -" 水资源开发程度及存在问题

云南省的现状水资源开发程度为 ./01。昆明

市已达到 %2/31，玉溪次之，为 24/41；曲靖、楚雄、

大理等滇中州市都超过 251；迪庆州和怒江州仅

21。按流域水系则珠江流域最高，达到 20/41，长

江流域也超过了 251，红河、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

底江等国际河流只有 %/%1 6 3/71。滇中主要经济

区的开发程度高达 381，滇池、泸江、曲江、达旦河、

渔鲍江上游等流域片区超过了 751，普渡河、龙川

江、甸溪河等为 331 6 341。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

与光热土地资源及国民经济布局极不匹配，加上不

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目前存在着水利建

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工程性缺水严重、滇中主要

经济区资源型缺水及生态环境恶化、城市缺水挤占

农业和生态环境用水、江河湖库水质下降、水资源开

发难度加大、水资源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等问题。

# 供需趋势

# -! 社会经济发展及需水分析

结合基本省情和区域发展情况，云南省委省政

府提出了“千方百计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到 0525 年，控

制总人口为 3 875 万人，城市化率提高到 0505 年的

371以上，0525 年全省 9*" 总量比 0555 年翻一番，到

0505 年时比 0555 年翻两番［0%%］。以此预测得 0525 年、

0505 年全省需水总量分别为 00/: 亿 ;%，%5/. 亿 ;%，

其中城镇生活需水占 88/31，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

转移，形 成 此 消 彼 长 的 趋 势；工 业 需 水 量 分 别 为

08/5 亿 ;%，%4/8 亿 ;%，万 元 产 值 用 水 量 下 降 到

70;%，%.;%。! < 871频率时全省农田灌溉综合毛定

额从现状的 ::.5;% = >;0 降到 0505 年的 :047;% = >;%，

灌溉需水量分别为 237/2 亿 ;%，244/0 亿 ;%，林牧渔

及牲畜需水量分别为 4/3 亿 ;%，22/5 亿 ;%。城市生

态环境需水两个水平年约为 8/7 6 4/7 亿 ;%，4/7 6
25/5 亿 ;%。

# -# 水资源供需趋势预测

现有工程除险加固和灌区续建配套挖潜后，

0525 年增加供水 0/7 亿 ;%；在建的蓄水工程，包括

“九五”期间开工但还未投入运行的 8 座中型水库，

“十五”已开工的麻栗坝、暮底河等 02 座润滇一期项

目，及掌鸠河云龙水库引水工程等，0525 年可新增

供水 27/7 亿 ;%；引提水工程新增供水 25/5 亿 ;%，

其他工程增加供水约 2/5 亿 ;%。到 0505 水平年，通

过进一步挖潜配套和节水改造，现有工程增加供水

%/7 亿 ;%；新建蓄水及小区域调水工程如青山嘴、阿

岗、车马壁等 .% 座大中型水库组成的润滇二、三期

及清水海引水工程等，预计增加供水 38/% 亿 ;%；引

提水工程新增供水 2./0 亿 ;%，地下水等其他工程

增供 0/7 亿 ;%，供水结构如图 0 所示。各个水平年

的水资源供需分析表明，现状缺水约 34/2 亿 ;%（已

扣除滇池等高原湖泊及河段水质不达标的不合理供

水量），0525 年缺水达到高峰，为 70/7 亿 ;%，主要是

现状润滇工程建设迟缓造成的。0505 水平年加入

滇中调水工程和润滇二、三期及其他小型水源工程

后，供水量为 0%4/7 亿 ;%，缺水下降到 %%/7 亿 ;%，缺

水率 20/71。

图 # #$#$ 水平年供水结构示意

" 总体思路

" -! 节约用水

全面推行各种节水技术和措施，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发展节水型产业，逐步建立节水型社会。

工业节水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水平升级以

及产品更新换代，降低用水定额，提高重复利用率；

节水重点是用水和污染大户及其行业，取用水增长

控制在 01左右；0525 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 .51，万

元产值取用水降到 3. ;%，0505 年则分别为 851和

%0;%。城镇生活节水通过强化管理，推广节水设

施，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意识，0525 年全

省城镇人均日用水量（含公共用水）达到 085 ?，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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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控制在 !"#$ 左右；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全部使用节

水器具，现有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逐步更换

为节水型器具，杜绝跑、冒、滴、漏。农业节水目标是

灌溉水利用系数 !#%# 年提高到 #&’’，!#!# 年争取提

到 #&(# 左右；进行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普及

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因地制宜发展管道输水、渠系防

渗、喷灌、微灌、水稻浅湿灌、改进沟畦灌等工程措

施，平田整地，开展田间工程改造，大力推广节水农

业技术，发展节水综合技术。

! )" 水资源保护

建立健全水功能区管理机制，严格执行《云南省

水功能区划》，加强水污染防治与监督、承载能力分

析及污染物总量控制，!#%# 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

于 (#*。应重视滇池、洱海、抚仙湖等高原湖泊区

不可恢复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损失，采取必要的保护

措施，如星云湖出流改道、杞麓湖调蓄水泄洪隧洞、

云龙水库引水、清水海引水、滇中调水等水利与环境

保护工程。以“水”为主线，加快“明珠工程”和国家

“长江治理”、“珠江治理”为重点的水资源保护工程

和生态水库建设，突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与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同等重要性，重现秀美山川。

! )! 水资源开发利用格局

! )! )# 以骨干蓄水工程建设为主，解决水资源时间

分配不均问题

云南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光热水土资源

不匹配，水库库容占径流量比值仅 +&(*（全国平均

值为 %!*）。特殊的地形条件使云南少有兴建大型

水库的水源和地形条件，小型库塘调节来水和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中型水库是适合云南省情的骨

干水利工程和水利建设重点。润滇工程是符合云南

实际、加快水利发展的客观选择，是支撑县域、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水利基础设施，是解决全省水

资源时间分配不均的主要工程，是今后一段时期水

利建设的重点。

! )! ) " 以区域性调水工程解决水资源空间分配不

均问题

云南的经济发达地区也是缺水区，水资源开发

程度高，供需矛盾尖锐，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在强化全社会节水和工程除险加固配套的同

时，以区域性调水解决水资源空间分配不均是云南

水资源开发的又一重点。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

群，重点是解决城市缺水，目前小区域的调水只能缓

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终必须依靠较大规模调水才

能彻底解决滇中的缺水问题。应加快调水工程的前

期工作步伐，以水利支撑区域继续保持产业集中的

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 )! )! 加强小型水利的建设，奠定解决“三农”问题

的基础

云南省山区占 "+*，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和

生存环境差，少数民族聚居，贫困面大，云南能否与全

国同步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在于广大农村。

水资源发展战略要围绕改善农村的生存和生产条件，

要解决“三农”问题，水利是重要基础条件之一，应进

一步加大人畜饮水解困、乡镇供水、灌区节水改造、牧

区水利、农村水电、水土流失治理等工作力度，改善生

活、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特别要做好粮食主

产区的水资源保障工作，切实为农民增收、保障粮食

安全、保持边疆稳定、维护民族团结服务。

$ 重大项目

$ )# 滇中调水工程

滇中是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现状是

工程性、资源性、水质性等多种缺水形式并存，滇池

流域的缺水程度已超过京津塘地区。今后 ,# 年滇

中主要经济区都将成为资源型缺水地区，水资源成

为制约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实施滇中

调水这一关系到滇中乃至整个云南省 !% 世纪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性工程，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经济、

生态效益［+］。从虎跳峡引水的集中水源方案总干渠

长 +-. /0，一期工程总投资 ,-, 亿元，!#!# 水平年可

新增供水 !’&( 亿 0,，渠首 .’0, 1 2，总干渠分摊投资

%+&(元 1 0,。!#,# 年全部建成后，受水区扩大到红

河州，设计年调水 ,+&! 亿 0,，渠首设计流量增至

%+’0, 1 2。
$ )" 润滇工程

云南省处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大河流上游区，横

断山脉、云贵高原等复杂地形地质条件，及独特的水

资源时空分布特点，主要经济区和居民区都处于河

流源头的山间盆地或山区，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逐

渐加大。解决缺水问题只能采取各个突破、分散解

决的策略，润滇工程是根据云南的地形、地质、水资

源及社会经济特点提出的捆绑式大型水利工程。近

期通过规划兴建遍布各地的大中型水库工程，基本解

决相对连片农业经济区的缺水，也是解决“三农”问题

的基础性工程。润滇一、二、三期工程 "+ 项大中型水

库项目总投资 %(’&! 亿元，新增供水量 !,&( 亿 0,，新

增灌面 %"&! 万 30!，改善灌溉 +&" 万 30!，增加生活供

水 %&" 亿 0,，供水人口 "- 万人，分摊投资 -&# 元 1 0,。

$ )!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云南省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的 ,(&(*，许多

少数民族都属于高山民族，如苗、佤、哈尼、藏、傈僳、

怒、独龙等，形成独具特色的高山民族文化，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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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民族的居住地常常是水源条件差、生存环境恶

劣的地区。全省 !" 个国家级重点扶持县都存在农

村人畜饮水困难，党中央、国务院提出重点解决困扰

农村生存和发展的“三农”问题，农村饮水安全就是

云南第一要务，贫困落后山区饮水解困、提高预防各

种疾病能力，是国家新时期民族政策的体现。从维

护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边疆稳定、彻底解

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高度，云南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也是体现党中央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民心工程，

工程总投资 "#$% 亿元，新增供水约 %$" 亿 &"，分摊

投资 ’#$" 元 ( &"。

! )! 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工程

长期以来形成的滇池、洱海等环湖经济带，由于

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污染物肆意排放，导致水环

境状况急速恶化，滇池已是全国重点治理的“三湖三

河”之一，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等的水质降到劣!
类，洱海、泸沽湖等湖泊也在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

统筹发展社会经济与湖泊保护治理迫在眉睫。实施

滇池环湖截污和生态湿地保护、洱海环湖截污与生

态建设、星云湖出流改道及抚仙湖保护工程、杞麓湖

泄洪调蓄水隧洞、异龙湖截污与赤瑞湖恢复工程、泸

沽湖综合治理等措施，对九大高原湖泊的水污染治

理和水环境改善起到根本性作用，恢复高原明珠的

夕日光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述工程总投

资 %%"$" 亿元，其中“十一五”期间的重点项目投资

约 ’!$’ 亿元。

! )" “十一五”期间主要任务

滇中调水工程主要是抓紧完成前期工作，为开

工建设做好准备。润滇工程是将“十五”已开工的润

滇一期 %’ 座大中型水库工程建成并使用，有计划地

安排润滇二期 "* 座大中型水库开工，推进润滇三期

"" 座大中型水库前期工作，力争 %*’* 年前后逐步开

工。争取解决 +,, 万人的饮水困难，逐步提高饮水

质量，对生存条件恶劣、人畜饮水极度困难、失去生

存条件的 ’** 万人实行易地开发扶贫，解决生存和

饮水困难。争取滇池北岸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重点工程在国家层面立项建设，努力实

现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目标。

" 政策措施

" )# 加快各项改革，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根据“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谁所有”原则，明

晰所有权，盘活水利资产，逐步把非公益性水利推向

市场。本着建管并重、管养分离、规范运营、提高效

益的原则，改变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效益低下、包袱

沉重的状况。按照价格政策和成本补偿、合理收益、

优质优价、公平负担原则，推进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

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制度，逐步建立适应市场供求

和成本变化的水价新机制，促进节约用水。推进沾

益、永仁两个节水型社会和元谋水权水市场的试点

工作，逐渐扩大试点范围，搞好节水技术和节水器具

推广，大力宣传节约用水，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

建立节水型社会。

" )$ 多渠道筹集水利建设资金

继续加大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费征收管理力度，

落实 从 城 市 维 护 建 设 税 中 本 市 留 用 部 分 中 划 出

’#-以上的资金专项用于城市防洪建设的政策，积

极争取水资源费和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部

分的资金主要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工

作，并以配套等多渠道增加水利建设投入，尽快成立

省水利水电投资公司，构筑省级水利和地方电力建

设投融资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平台，落实加快水利

发展与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提高民营水利比

重。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要在积极争取中央支持的同

时，通过利用外资、市场融资、城市“反哺”等形式，建

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加快农村饮

水工程建设步伐。

" )% 给予资金和政策倾斜

迫切希望中央政府对云南近一段时期的水库建

设给予资金安排的倾斜扶持，建议中央政府将滇中

调水工程作为云南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

程高度重视和关注，对润滇工程给予国家西部大开

发的优惠政策和重点扶持，简化水库工程建设的审

批程序；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云南的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逐步提高农村人畜饮水安全保障程度。

建议各方重视云南的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加大中央

政府的投入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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