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０
［作者简介］　陈　敏（１９７７—） ，女，陕西西安市人，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经济法的

研究工作；Ｅ －ｍａｉｌ：ｍａｒｃｙ６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我国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及保护问题研究

陈　敏１，２， 黄　政３， 陈卫杰１，２
（１．西安理工大学，西安 ７１００５４； ２．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３．西北政法大学，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摘要］　在综述西北地区水资源状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现在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探讨
西北地区水资源科学利用和管理的基本原则，以及西北水资源科学利用和管理的立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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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西北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

内蒙古西北 ２ 个盟）总面积为 ３４７ ×１０４ ｋｍ２，约占全
国总面积的 ３６ ％；水资源总量 ２ ２５４ ×１０８ ｍ３ ／ａ，仅
占全国的 ９ ％。 并且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
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匀。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
展，用水量和对水的需求量俱增，对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程度逐步加大。 在水资源短缺的同时，又存在水
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水
资源的供需矛盾更为突出，导致生态用水、工农业用
水和城市用水严重不足，使得西北地区水面干枯、绿
洲萎缩、河床断流、水体污染、生态环境恶化。 水资
源短缺已成为西北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如何科学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增加水资源的有效供
给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西北地区水资源特征

我国西北地区是中国可垦荒地集中分布区，发
展农牧业的潜力很大。 这里气候光照充足，年温差、
日温差大，有利于植物蛋白质与糖分的积累，是发展
农业的有利条件，但降水量少、蒸发量大，气候干燥，
水的问题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水资源科学利用

和保护意义重大而深远。
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兰州以西的甘、宁、内蒙

古、青、新的绝大多数地区年降水量低于 ３００ ｍｍ。
１００ 余万平方千米的沙漠与戈壁地区，年降雨量低
至 ５０ ｍｍ 以下。 其次， 是空气干燥、蒸发旺盛。 按
干燥指数（蒸发能力与降水量的比值）大于 １ 开始
界定干旱，西北地区可大于 ５０ 以上，水与生命具有
等同的意义。 第三，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河流
多为内陆季节型河流。 内陆河流域的封闭性使其水
分循环呈降水等于蒸发的方式，即内陆流域中的降
水量最终消耗于蒸发蒸腾，径流在流域发生而且在
流域内消耗。 因此，在自然状态下（无人类活动）降
水及其产生的内陆径流量均为天然生态系统利用，
形成其独特的生态环境。 人类活动（农业灌溉与城
市工业用水）必然会影响到原有的生态用水，而使
生态、环境的水分条件发生变化，常常造成负面影
响。 近 ２０ 余年来，西北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增加，但
是，时空分布却更加不均，很难被有效利用。 同时伴
随气温升高，冰川和高山积雪消退，湖泊湿地萎缩，
蒸发量加大，各地可用水资源基本呈现进一步减少
趋势。 据中国工程院西北水资源项目组一项调查显
示，目前西北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 ５．８４ ％，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只占全国人均水平的 ８０．５ ％［ １］ 。 显
然，西北内陆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用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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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着矛盾。 在西北的开发中应充分考虑水资源
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间的协调发展。
3　西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3．1　河流、湖泊水资源短缺、萎缩甚至断流

随着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工农业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地表水
资源开发强度越来越大，如西北最长的内陆河流域
塔里木河曾经全长 ２ ２００ ｋｍ，共有大小支流 １８３ 条
汇入，现今已萎缩到 １ ０００ ｋｍ，仅有阿克苏河、和田
河、叶尔羌河 ３ 条支流汇入。 随着塔里木河下游近
３００ ｋｍ 河道断流，下游流域牧场退化，土地因缺水
而撂荒形成荒漠，胡杨林大片死亡，昔日绿色走廊正
在迅速消失。 库鲁克库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正
在合拢。 英苏村曾是若羌县的主要牧区，３００ 多人
在此居住，塔里木河断流后，牧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另
寻它地。 内陆河流下泄水量的减少直接导致流域下
游荒漠区湖泊面积的萎缩或消失。 发源于祁连山，
流经河西走廊，向北进入内蒙古阿拉善高原额济
纳地区的黑河，曾经水量充沛，在其尾部形成了面
积 ７２０ ｋｍ２

的居延海，形成了能与周围大沙漠抗争
中处于常胜不衰的面积达 ３．００ ×１０４ ｋｍ２

的额济纳

绿洲。 而今居延海已干枯成盐漠，湖底变成盐碱戈
壁滩，风蚀沙化很严重。 原有的胡杨林枯死过半。
水去沙来，我国北部的一道生态防线面临崩溃，
塔里木河流域的 ２７ 个县中，有 ２２ 个县是国家级
贫困县，５０ 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黑河流域的
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为争水而不和睦。
3．2　缺少调蓄性工程，不能有效利用当地水资源

西北地区大型水库仅 ３０ 座，对水量的调节力度
较低，存在工程性缺水，造成农业春旱严重，粮食产
量降低，甚至不能自给。 如新疆目前仍是以控制能
力很低的引水工程为主要供水手段，调节性水库工
程供水能力仅占总供水能力的１４．４ ％，并以平原水
库为主，山区控制性水库规模很低，因而造成了抗旱
能力低、时空调节能力差的局面。 春季灌溉期严重
缺水，洪水季节引洪灌溉，既浪费了水量，又加重了
土地的次生盐碱化。 又如陕西现有的供水工程中，
蓄水工程很少，在缺水严重的关中地区较大的河流
上，３／４ 农田灌溉由引、提工程供水，供水保证率很
低

［２］ 。
3．3　地下水超采，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导致

地面沉降，地下水缺氧，水质恶化
　　河水径流量的减少迫使人们超采地下水来弥补

地表水的不足，这使得流域地下水位在中下游平原
地区发生明显的变化。 甘肃武威的石羊河流域地下
水超采，反复提灌、超采、消耗、浓缩，不仅使地下水
位下降，而且矿化度上升，全区每年盐碱地面积都在
扩大。

塔里木河上游灌区，饱灌后排出大量高矿化
度水，致中下游水质恶化。 过去塔河矿化度低于
１ ｇ／Ｌ，现在塔河水年均矿化度 １．３５ ｇ ／Ｌ，枯水期
６ ｇ／Ｌ，有的河段 １０ ｇ／Ｌ。 用这样的水浇地，庄稼
必死无疑，更不用谈人畜饮用了。

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使原有含水部位被空气取

代后，水与气均衡失调。 缺少氧气。 内陆开采深部
地下水时，因上部深矿化水通过弱透水层越流补给
开采区，使地下水水质恶化。
3．4　荒漠化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生存受威胁

西北干旱地区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很大，加上人
口的增加、工农业、交通、矿业发展，在对内陆河流域
山地、绿洲、荒漠复合生态系统及流域水资源系统特
征缺乏认识的情况下，盲目随意开发利用水资源，以
至于河流、湖泊衰退、萎缩、干涸、断流。 地下水位下
降，耕地、草场退化，土地沙化加快。 同时绿洲内
部耕地盐碱化问题也十分突出，如占我国土地面
积 １ ／６ 的新疆，１ ７００ 多万人口只能居住在占全
区面积 ４ ％的绿洲上，沙漠、戈壁分割着人们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荒漠化的加重，造成沙尘
暴天气增多，有些地方，刚出土的棉苗被滚滚黄沙
掩埋，人们为收获，常需翻种 ２ ～３ 次。 灾害不仅影
响当地，其危害还波及更远的地区。 如 ２０００ 年春，
北方地区风沙天气空前频繁，３、４ 月一共出现 １２ 次
大范围的扬沙和沙尘暴天气、风力可达 １０ 级以上，
波及范围包括西北、华北、东北西北、黄淮地区，甚至
影响到江淮流域，５ 月份西北又出现 ３ 次区域或局
部沙尘暴天气

［３］ 。
4　西北地区水资源科学利用和管理的基本
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的灵魂，能够更加完整地体现法
的目的和宗旨，使法律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
下始终保持动态的稳定。 一般说来，建立一个好的
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应当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１）流域管理原则。 即新的水资源管理法在立
法时，要充分考虑流域的自然地理范畴，将流域作为
水资源单元区划的唯一依据；在管理方法上，要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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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将流域内的全部水资源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对流域内的水资源实施统一调配。 这不仅体
现了我国采用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也
是当前国际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核心。

２）宏观治理原则。 即新的水资源管理法应主
要突出对水资源的宏观管理，将调整的重点放在体
制设置、机构协调、权限划分、管理规划上。

３）综合协调原则。 即新的水资源管理法要建
立一种综合发展的决策机制。 通过国家和地方各级
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将水资源管理的各个机构（如
水利、环境保护、交通、林业、农业等）统一规划，以
保证各个机构间机制协调一致，消除以往“多龙治
水”、“政出多门”、“决策相悖”、“管理混乱”的状
况。

４）可持续发展原则。 即新的水资源管理法要
全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保护水资源生态系
统平衡为基本目标，将资源开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控制在流域生态平衡所要求的限制以内；为实现流
域水资源在体制上的公平有序，权限内的合理分配，
提供可靠的保障；建立一种公众参与的体制框架，开
展充分的信息交流，使各级水资源管理都有使用者、
规划者和决策者的共同参与。
5　西北水资源科学利用和管理的立法建议
5．1　依法落实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资金

根据有关水利法规，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
完成了一系列规划，在指导水资源管理和工程建设
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规划的资金不落实、规划
难以得到有效执行的问题比较突出。 因此，地方配
套的水利法规政策应明确规划制定的财政支持力

度，对已经批准执行的规划，应依法落实资金。
5．2　依法实现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一些地方仍存在多头管水的现象，致使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节约、配置、保护等环节相脱离，导致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根据国家颁布的
水法规，地方制定的水法规政策，应明确规定将有关
水事活动的管理职能统一划归水行政主管部门，从
而真正实现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
5．3　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流转制度

水权也称水资源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一
组权利，包括水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和转
让权。 同时要避免水资源浪费现象，就必须充分调
动水资源利用人的积极性，严格执行“谁利用、谁受

益、谁保护”的原则，通过水资源个体利用效益的最
大化，来实现全社会水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４］ 。

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
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以总量控制、定额
管理、水权交易为主的节水运行机制，在水量控制和
经济利益驱使下，用水户有了自主节水的动力，初步
改变了过去以行政推动为主的被动节水模式，实现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下游生态与环境不断得到修

复的“双赢”局面。 西北地区的水环境状况使水权
制度的建立日显必要、紧迫。 由于水资源所有权属
国家，通过初始水权分配，国家及其授权部门通过法
定程序把水资源使用权授予各地区、部门以至单位、
个人。 通过建立水权有偿转让机制、实现水资源使
用权的转让和交易，将水资源配置到效益高的地区
或行业，提高水资源的效率、效益。 水权转让涉及工
业、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需要
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宏观调控，逐步利用市
场机制，引导水权交易和水市场建立，维护市场秩
序。 水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为正确处理上游
和下游、地表水和地下水、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经
济用水和生态用水等之间关系，为运用经济手段和
以市场方式处理供水与需水、用水短缺与浪费、开源
与节流、防污等问题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５］ 。
5．4　依法确定供用水结构

相关地方配套水法规政策应明确水资源调度、
配置优先保证生活用水，生产、生态用水并重；以提
高水的用水效率为核心，节流与开源并重，节流优
先。 同时，在制定节约用水管理办法时，明确节水部
门的职责及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节水资金的筹集、
使用和监督措施，制定节水的具体奖惩政策等。

参考文献
［１］　钱正英，沈国舫，潘家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

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综合卷 ） ，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报告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２］　白宏洁，曹京京．西北地区水资源现状及可持续开发利用探讨
［ Ｊ］．山西水利科技，２０１０（２） ：５８ －６０．

［３］　夏　军．西北地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中国科学院知识创
新工程重大项目“西部生态环境演变规律与水土资源可持续
利用研究 ” （ ＫＺＣＸ１ －１０ －０３ 课题 ） 研究报告 ［ Ｒ ］．珠海：
２００４．

［４］　杨全明．西北地区水资源问题及其对策 ［ Ｊ］．现代农业科技，
２００９（１２） ：２９２ －２９４．

［５］　朱丹果，上官智锋．西北地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及解决
策略［ Ｊ］．环境科学与管理，２００７，３２（６） ：５１ －５３．

001 　中国工程科学



Research on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protection
in Northwest China

Ｃｈｅｎ Ｍｉｎ１，２ ， 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３ ，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ｊｉｅ１，２
（１．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３．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３，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ｐａ-
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ｓｏｍ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ｅｎｄｓ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Key words］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101２０１１年第 １３卷第 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