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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缺水型沿海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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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沿岸 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 年

降水量 ∗ 由于丰枯年降水量相差 ∗

倍 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 ∗ 集中于汛潮

∗ 月 以及两个半岛地区河流短小 蓄水能力差

等原因 形成本区地表径流偏小 年径流深度仅为

∗ 的特征 ∀淡水资源主要视鸭绿江 !辽河 !

大小凌河 !六股河 !滦河 !黄河等水量的多寡决定丰

欠 ∀沿海地下水缺乏 尤其大城市超采地下水 形成大

范围降落漏斗 局部地区地面沉降 甚至出现海水入

侵等严重后果 ∀

据计算 全区多年平均自产天然水资源总量为

≅ 人均和耕地顷均水资源 分别只有

和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和 ∀但水资

源开发利用程度却很高 自产资源利用率已超过

居全国各大区之首 ∀全区现状年水平 Π=

和枯水年 Π= 可供水量分别为 ≅

和 ≅ 地下水不超采情况下 其中

引黄供水量为 ≅ 京津冀地区现状平水年可

供水量为 ≅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超过

居全国之 ∀辽中地区水资源利用率超过

胶济沿线五市水资源利用率超过 ∀综合计

算 全区现状总需水量为 ≅ Π= 与

可供水量相比 缺少额为 ≅ Π= 占

总需水量的 ≈ ∀

据有关专家对环渤海的天津 !沧州 !烟台 !青岛 !

潍坊等 个城市对 年的缺水情况进行预测≈

这 个城市在贫水年份缺水率达 如果预测正

确 那么在 世纪初将成为严重缺水城市 如果全球

气候干旱化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那么形势更加严

峻 ∀

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 制约了环渤

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环渤海地区农业生产发达 是我国 主要的粮 !

棉 !油生产基地之一 还有许多待开发的农业自然资

源 黄淮海平原有大面积的中低产田 沿海地区有广

阔的滩涂资源等 农业生产潜力巨大 但农业用水严

重缺乏已成为本区农业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同时由

于各地竞相开采地下水 致使地下水漏斗面积不断扩

大 特别是沿海地区 还导致海水入侵 山东省海水入

侵面积已达 以上 ∀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环

境 ∀

为使本区粮食产量稳定中有所发展 年人

均粮食 至少需净增灌溉面积 ≅ ∗ ≅

到 年农业灌溉需水量 ≅ 比现

状增加 ≅ ∀

年代初期 本区工业万元值综合耗水量 产值

以 年当年价格计 在 左右 复用率 ∗

采取一定节水措施后 在 年可降到

∀根据本区九五计划和 规划 以中速增长方案

计算 年全区工业需水量为 ≅ 为现

状需水量的 倍 ∀

据报载 中国城市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 元以上 ∀而环渤海地区是经济损失 严重的

地区 大连市因缺水每年要减少 ≅ 元的财政收

入 烟台市 年因缺水大批企业被迫限产停产 !税

利损失达数亿元≈ ∀

据河北省经验 保浇地与旱地在枯水年 Π=

亩产可相差 以上 若全区有效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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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状 ≅ 灌溉率 提高到 ≅

灌溉率 则可净增粮食 ≅ 比现状每

年调入粮食 ≅ 还多 ≅ 即可满足全

区粮食需求 ∀如果环渤海工业每年节水 ≅ 将

这些水全部用于再生产 以万元产值综合耗水量

计算 可增加 ≅ 元的产值 ∀

水资源短缺 迫使环渤海地区调整

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 但调整难度

大

环渤海地区近 来用水量大幅度增长的直接

原因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工业中重化工业和

农业中水稻种植的发展 由于工业城市集中区域用水

为紧张 自 年代中期以来 调整产业结构 限制

耗水的重化工业发展的观点不断地被强调 调整产业

结构也就是调整用水结构 以使有限的水发挥 大的

经济效益 ∀

农业灌溉迅速发展是环渤海地区 来总用水

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但改变灌溉结构 压缩水稻种植

是一些地区节水的重要途径≈ ∀据世界银行分析 农

业用水的经济效益不到城市和工业用水的 为获

得 高经济效应 应该减少灌溉面积以保证城市和工

业用水 这是国外推崇的水资源管理办法 ∀但是 环渤

海地区人口众多 粮食问题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

标之一 大量缺粮的高经济效益是不稳定 ! 不安全

的 ∀在半干旱的环渤海地区大面积减少农田灌溉不可

避免造成粮食不稳产 是不现实的 这使缺水地区的

水资源管理更为复杂 ∀减少农业用水只能以节水为前

提 由城市对周围区域农业节水措施给予投资上的补

贴 同时将节约的水量供给城市 是能够体现双方利

益的可行办法 ∀

环渤海地区现状工业结构中高耗的重化工业占

主导地位 几乎是完全建立在区内资源基础之上的原

材料生产及加工为主的特点 能源 !冶金 !化学 !机械

个部门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在全国也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 其淡水总用量占工业总用量的 以

上 据资源结构特点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发展钢铁 !石

油化工 !海洋化工等理想区 水资源仅是工业布局与

选址的一个影响因素 不能因缺水就简单地限制本区

重工业的发展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中期 大量的经

济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基础原材料来支撑 因而近期内

本区的耗水型重化工业仍有发展 ∀ 年以后 随着

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本区重化工业的地位将逐渐下

降 工业结构呈轻型化低耗水型转变趋势 ∀

目前 解决缺水的途径之一是调整空间结构 选

择新的工业区位 ∀由于工业用水大部分可以由海水替

代 空间结构调整方向就是进行大规模滨海开发 建

设滨海节淡水产业带 利用滨海滩涂荒地和港湾条

件 结合区域的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方向 建设大耗

水型工业以其利用海水节约淡水 如建设水电 !核电

站群 石油化工基地 海洋化工基地 大型钢铁基地

等 同时 相应发展有关的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 新城

镇 以及海洋开发所形成的产业 滨海节水产业带既

是解决老工业基地缺水问题的途径 也是大规模滨海

综合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

解决淡水短缺问题 成为环渤海地

区经济发展的首选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环渤海地区缺水程度将愈

来愈严重 必须全方位实施能够解决或缓解缺水的措

施 以减轻缺水对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制约 ∀提

高供给量 减少需求量是调和这一矛盾的关键 ∀根据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环渤海地区可供水量的大幅度

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规模调水入境 减少需求

量包括制度约束节水 调整产业结构用水 调整空间

结构实行资源替代 利用海水 等方面 ∀许多学者对此

都有过系统论述≈ ∀就目前状况来看 借助环渤海

地区科技优势 区域生产力水平高的优势 挖掘潜力

节约用水 多方设法提高用水效益 增强水资源的承

载能力 是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方案 ∀寻找海底淡水资

源≈ 开发大型海水淡化技术 已迫在眉睫≈ ∀一味地

从外地长距离调水入境 无异于挖肉补疮 长时期地

等待传统观念中的廉价水源 必定坐失良机 ∀用成本

较高的水换取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仅是观念上的

突破 而且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持续发展上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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