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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事关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而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经常呈现出一些水

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状态,当前我国的城市化不断的推进,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充,加大了对水资源的需

求,同时也引发了各种环境的污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导致国家的用水总量持续

上升,导致我国的水资源供给与需求达不到平衡的状态,根据我国的整体情况,为了实现这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发展国家的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国家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系统协同配置发展,是实现这种双

控目标最关键的措施之一,通过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这种系统配置发展实现水资源的负荷均衡,空间均衡,从而使经济社会发

展规模和水资源的承载力可以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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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最基础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也是

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我国面临的水土资源开发不平衡,

水资源与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匹配,而且由于我国的工业发展

水污染严较严重,水资源的生态环境也收到了攻击导致这方

面的供应与需求出现很大的矛盾,从根本上分析这种原因是

由于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而且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过

度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也导致这种资源失衡,另外经济社

会持续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的变化无常等不利影响,也会影响

到整个水系统的整体状况,在很多地区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生

态环境,破坏了灾难,进而引发了水资源的相关问题,包括一

些生态系统,水资源系统以及经济社会系统的濒临崩溃的状

态,水资源的这种现状,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以及这种水生态

环境的现状,现在乃至未来都会出现在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当中,同时它们之间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其他的环节也可能会随之出现更多的问题,导致整个系

统濒临崩溃,面对现在新时期新阶段的水资源工作,我国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更多的更高要求和标

准,必须将水资源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作为整体的研究

对象来进行探究,因此在该系统进行协同发展理论和整体的

调控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具有更大的挑战力。 

1 系统的组成 

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是由水资源系统,水资源,经

济社会系统,水资源生态系统以及水资源经济社会和生态环

而且和子系统之间也围绕着水资源这一重要的媒介来进行,

极其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因此水资源在整体的开

发利用,保护和配置等整个过程中是水资源系统,经济社会

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2 水资源与城市发展协调性分析 

2.1 水资源与人口分布不协调 

尽管水资源的储量逐年减少,但是城市的人口却一直保持

上升的态势,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同时资源的减少也形成了巨大

的差距,导致我国的水资源供需方面存在较大的矛盾,尽管我

国已经实施了较大力度的节水政策,调整了很多水资源的配置

情况,优化了更做企业的结果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和承载能

力,但是提高承载能力的结果,又被迅速增长的人口所抵消,加

上某些城市的一些天气灾害连续干旱等等问题,我国水资源更

加紧张,忧郁的增量速度高于承载能力的提高速度,因此目前

我国的水资源供水压力十分大,甚至一直处在一个重度压力的 

境的系统组成的一个复合的系统,各个系统又包括很多的子

系统,比如水系统,可以包括天然的水循环系统和水资源开

发利用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包括人口系统,国民经济系统,

土地利用系统农业系统等等,而生态系统则包括一些生态子

系统和环境系统等等,这种水资源具有较为自然的和社会的

经济属性决定了水资源成为联系水资源和经济社会以及生

态环境系统进行耦合的枢纽形成了水资源,经济社会环境,

水资源,生态环境系统,以及水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系统,

状态之下,供水保障的难度和风险也随之增大,随着未来城镇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增长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

和发展,城市的用水需求还将持续增长,这必然会导致我国的

水资源与人口的需求量不平衡的现象出现。 

2.2 水资源与城市空间布局不协调 

我国的很多城市,人口分布严重不均匀,比如北京市,其

中有一半的人口集中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整个城市大约有25

万个企业单位,这样就吸引了整个城市的终端人口聚集到此,

这使得北京的城六区水资源稀缺,预计未来正部分的人口仍

会持续的密集,导致水资源的压力更大,供水设施能力不足

的问题将会逐渐的凸显出来。 

2.3 水资源紧缺与用水效率不高并存 

尽管目前我国部分城市的总体用水效率,已经处于国内

的领先水平,但是与国际一些先进的发达国家之间相比,还存

在着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同样缺水的以色列和新加坡相比,我

国的水资源效益只有以色列的一半,新加坡的 1/4,这样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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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实在令人压力重大,而且用水的效率不高,也加剧了我国水

资源供求紧缺的问题。从我国的相关产业上面分析第一产业

和第二产业中用水量巨大,而且用水的效率很低,目前我国耗

水大户依然是北京市,从整体的工业用水来看,虽然取水总量

在持续下降,但是仍然有部分行业用水效率不够高主要是包

括一些化学原料食品制造业以及化工制品制造业是主要的耗

水行业,他们的取水量占大规模等部分能够占据整体总量的

50%,这些行业的耗水量能够达到其他行业的3到 5倍。 

2.4 水资源供需矛盾带来的社会环境不和谐 

首先水资源供需矛盾会引发水事纠纷。一些近海的河流区

域,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发达地区,同时他们的水资

源也会十分紧缺,而且生态环境也会遭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剧增,加上连续多年的干旱问题,包括我国

一些华北地区的水资源,目前仍旧十分紧缺,由于水资源的紧

张使我国的主要城市都曾出现不同规模的缺水现象和水事纠

纷。我国的首都城市是工业的核心区域,聚集着大量的产业

人口,在近几年来遭遇的干旱情况下,为了保证整个城区的用

水量,我国已经建设了很多紧急用水的水源地,而且在多年来

的努力之下,形成了从四周向中心供水的一个特点态势,随着

水源区附近的新城迅速发展与中心城市的征税,也出现了很

多的矛盾,应急水源附近的水位近几年来逐渐下降,影响了当

地人们的生活,这样更加剧了用水的矛盾。 

为了保障经济的增长,需要大量挤占生态环境来达到用

水供求稳定。由于我国长期的水资源总量不足,为了保障整

体的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影响,在生活用水大量挤占生态用水

的情况下,生态用水量仅限于一些中南海的内河城市近几年

来随着再生水的利用的开展,环境用水量有所提高,但比规

划的生态环境需水量还相差着较远的距离,目前我国的水资

源供需平衡完全是通过过多的采取地下水来牺牲生态环境

作为前提,才能维护着严峻的态势。地下水位由于长期的开

采,导致大量的山泉逐渐消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下水质

的恶化以及地面的沉降出现裂缝等问题也逐渐的显现出来,

导致了我国的地下水质量下降,出现很多枯竭的现象。 

3 国家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按照我国总体的规划,确定相关城市的发展目标,包括一

些首都城市文化名称以及适合人口居住的城市,这些地方主

要的特点就是人口聚集,而且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这样会使水

资源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为了努力建

成这种以经济文化社会和谐以及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就需

要相关的城市进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一定的对策,

要保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协调发展以及

对资源利用方面的公平原则,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协调区

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兼顾好睡资源的质量保障和水量保障。 

4 结束语 

水是支撑和保障城市发展的基础和不要命迈,而我国是一

个人口众多的城市,而且发展近年来也十分迅速,水资源造成

严重的短缺问题,包括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破坏,也导致了我国

到现在形势越来越艰巨,出现了很多矛盾,缺水已经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和城市环境建设最大的一个阻碍为了提高对水资源

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相关认识,需要把水作为最主要的控制因素

来对城市社会经济进行管理,通过两篇文章的探讨,对于我国

水资源系统的相关认识,有了一定的初步解析,而且对于水资

源与城市发展协调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未来水

资源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以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

中,可以协调好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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