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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短缺严重影响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阻碍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

浪费严重，生活节水潜力很大。本文主要提出了生活节水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了生活节

水的对策，归纳起来可分为政策、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和教育等六个方面。技术手段是实现生活节

水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经济手段在生活节水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政策、行政、法律和教育对策等

也是保障和促进生活节水的必要措施。 
 
关键词 

水资源，生活节水，问题，措施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of Domestic  
Water Saving 

Xiaomei Sun1,2,3,4,5, Haiou Zhang1,2,3,4,5, Dongwen Hua1,2,3,4,5, Binmeng Wei1,2,3,4,5 
1Shaanxi Provincial 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Xi’an Shaanxi 
2Institute of Land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haanxi Provincial L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Xi’an Shaanxi 
3Key Laboratory of Degraded and Unused Lan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Xi’an 
Shaanxi 
4Shaanxi Provincial Land Consolida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Xi’an Shaanxi 
5L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Xi’an Shaanxi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3029
https://doi.org/10.12677/sd.2021.113029
http://www.hanspub.org


孙小梅 等 
 

 

DOI: 10.12677/sd.2021.113029 256 可持续发展 
 

Received: Feb. 22nd, 2021; accepted: Mar. 22nd, 2021; published: Mar. 31st, 2021 
 

 
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has seriously affected our daily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hind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China’s living water of urban residents waste se-
riously, life water-saving has great potential. This paper mainly presents the existence of life sav-
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saving, concluding six aspects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law, economy,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living water, the most direct way to achieve，Economic means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ving water-saving. Policy, administrative, legal and educational countermeasure is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and promote living water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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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由于水资

源的有限，以及水土流失、水质污染等因素，使城市水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水资源短缺已对越来越

多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因此，解决好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2005 年

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深入开展城市节约用水工作，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对节水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的形势，

如何改进和提高城市节水工作，使之在保障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中发挥更大作用，已成为各级政

府，尤其是节水管理部门应认真考虑的问题[1]。 
近年来，随着用水问题的日益突出，节约用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

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各行业对水资源的需求快速增长。城市用水年增长率高达 6.2%，水资源的供应

跟不上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全国性的水资源短缺逐步明显。近 20 年来，城市用水主要靠挤占农业

和生态用水，这不仅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而且还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后果。另外，我国节水

管理与科技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如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在 6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 70%
以上，万元产值耗水量 225 m3，发达国家却仅有 100 m3，单位 GDP 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 15~100 倍，生

活用水方面，人均综合日用水量偏高，1998 年达到 556 L，而且低廉的水价助长了节水意识的淡薄[2]。 
为贯彻“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和“以水定城、以水定地、

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城市发展要求，地方政府积极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城市节水工作愈加受到关

注。而合理的节水潜力分析是科学制定节水措施的基础，是系统开展城市节水工作的前提。随着我国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将更为活跃，城市化进程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用水

也将急剧增加。因此，城市节水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必须进一步抓紧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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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用水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1. 生活用水现状 

目前，我国有 300 多个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有 40 多个，城市生产和生活受到影响。由于缺

水，大量耕地草场废置，土地沙漠化以平均 2460 km2/a 的惊人速度扩展，总面积己达 160.7 万 km2；地

下水严重开采，一些地区地面沉降，河湖干枯；对西北部地区来说，水已成为那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

在。目前，我国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现有的水资源量满足不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二是城市水资源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北方城市地表水资源贫乏，大多以地下水作为

供水水源，为了严格控制地面沉降，有的城市不得不长距离引水解决城市供水，如天津的引滦入津，

青岛的引黄济青等。北方城市缺水大多是资源型缺水，它的重要标志是河流断流和大面积地下水位下

降；而南方城市多以地表水为供水水源，水量虽充沛，但可利用的水量十分有限，加之水环境的恶化，

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南方城市缺水大多是水质型缺水，它的重要标志是水源严重污染，达不到饮用

水水源标准[3]。 
最近 20 年，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迅速，城镇生活和工业用水快速增长，大中城市的水资源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截止 2000 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尚有 7500 万人，2000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4]；全国 570 个

大中城市中，缺水城市达 333 座，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 108 座，城市每天缺水 1600 万 m3，因缺水年

工业经济损失达 2300 多亿元[4] [5] [6] [7]；全国农业受旱面积约 2000 万 hm2 [8]，70%的农田因缺水而长

期处于中低产状态[9]，造成粮食减产 200 亿 kg/年。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随着人口和工农业生产的增长，

未来我国的水资源形势将更加严峻[10]。 

2.2. 生活用水存在的问题 

1) 节水意识浅薄。长期以来，由于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认识，导致对水资源的开采

和大量浪费，同时由于水价较低，部分单位把居民用水当成福利，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 
2) 管理体制不合理。长期以来，由于政出多门、多龙管水、各自为政，知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

统一规划和有效管理，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目前，水利部门管水源地，城建部门管供水，供水部门，

供水部门作为企业要从所卖的水中获得利润，卖的水越多，盈利越大，利益驱动使其根本不考虑节水问

题。因此，分割管理体制使计划用水、节约用水难以落到实处、优化调度、配置和节约水资源成为纸上

谈兵。 
管理水平落后，缺乏用水标准管理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确保技术规范化实施，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

影响着技术效益的发挥，管理又直接与技术规范、标准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3) 节水设备、技术落后。我国传统工业由于技术落后、工艺设别陈旧、粗放生产、管理不善，致使

单位产品的用水量较大，水的重复利用率低，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节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太少。无论是单位还是家庭的浪费水的行为中都存在节水技术落后的问题，

主要是用水量过大和漏水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技术上的解决。如国内传统的卫生洁具耗水量过大；而现存

的水管和水龙头的质量普遍较差，漏水的情况十分严重，白白浪费了很多水资源。 
4) 行业之间协调不力，缺乏整体思路。伴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节水工作愈来愈受到重视，国家

对节水，尤其是节水农业投人了大量的资金，包括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以及试验示范、工程建设等，并

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目前实际运作并不理想。我们的节水从农业、工业、生活节水三方面综合考虑目前

还没有统一思路。由于农业、工业、生活用水分属不同行业管理，行业之间难以协调，节水工作尚缺乏

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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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节水的意义及潜力分析 

3.1. 生活节水的意义 

节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是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如美国，也经常供水不足，如 1990 年前

后，约 22%的大型系统出现了供水短缺[11]。供水不足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此外，全球范围内的气候

异常及水体污染，特别是人为造成的水污染，更加剧了本已十分紧缺的水资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相对于不断农村用水量的增加，城市用水量的增长速度更大些，其影

响也更深远，因此城市节水的重要性非同小可。在这种情况下，节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可以减少当前和未来的用水量，维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接受了水资源并非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点。美国 Kansas 的 Wichita 城采取节水措施后，估计到 2050 年节约用水量

将达到 7 万 m3/d，占总用水量的 13% [12]，这对缓解当地供水不足具有重要作用。 
2) 节约当前给水系统的运行和维护费用，延迟水厂的建设，或降低水厂建设的投资。英国国家河流

管理局(The National River Authority，NRA)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需水量管理后，开发新水源的计划可以

推迟 20 年[13]。我国北京自 1981 年采取节水措施以来，城市节水累计已超过 11 亿 m3，相当于一座日供

水 30 万 m3/d 的水厂十年的供水量，大大降低了水资源的消耗。 
3) 延迟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或污水处理构筑物的扩建。节水可以使现有排水系统接纳更多用户的污水，

从而减少对受纳水体的污染，节约建设资金和运行费用。美国 1994 年的研究表明，纽约如降低 5%的用水

量，则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费用 85 万 USD [14]。美国 Delaware 河流域管理局预测，该流域采取节水措施

后，到 2020 年可以减少用水量 15.6~26.8 万 m3/d，从而推迟 2.5 × 106~4 × 106 USD 的工程建设投资[15]。 
4) 增强对干旱的预防能力。短期节水措施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而长期节水则可大大降低了水

资源的消耗量而能够有效提高对干旱的防备能力。美国 Delaware 河流域自 1980 年以来实行的节水政策

证明，长期节水对其后出现的 8 次干旱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16]。 
5) 具有社会意义。通过需水量控制和用水审计及其它措施，可以调整地区间的用水差异，避免用水

不公及其它与用水相关的社会问题。 
6) 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除了对野生生物、湿地和环境美化等方面的效益外，还有维护河流生态平

衡、避免地下水过度开采而带来地下水污染等方面的效益[17]。 

3.2. 生活节水潜力大 

从表 1 各地统计数据可知，生活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不低。通常，在城市用水中，生活用新水

量和工业用新水量相差不大。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城区生活用新水量从 1950 年至今一直稳步增长，1985
年超过工业用新水量。大量生活用水是由于浪费造成的。表 1 是我国部分城市与部分高收入国家生活用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r capita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表 1. 不同国家和地区人均生活用水比较 

地区 年生活用水(m3/人) 

日本 125 

韩国 120 

葡萄牙 111 

法国 106 

西班牙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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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以色列 65 

德国 58 

英国 41 

荷兰 26 

平均 88 

北京(1997) 104 

上海(1997) 162 

天津(1997) 59 

 
水数据的比较[18]。在生活用水总量中，饮用等生理必须用水占的比例很小，做饭、洗衣、冲洗厕所、洗

澡等用水占家庭用水的 80%左右。据北京市的调查资料，在居民生活用水中，冲厕、淋浴及厨房用水量

约占居民生活用水总量的 70%；在城市公共用水中，空调冷却水、冲厕水、淋浴水三项用水量最大，约

占公共用水总量的 60% [19]。如果采取有效措施，生活节水潜力很大，洗涤、冷却用水可以大大减少，

大量节约生活用水，有效缓解水资源危机。 

4. 生活节水措施 

1) 积极宣传，提高公众节水意识。 
① 经济上、技术上的推广，虽也起到了节水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考虑，我们还必须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等媒体进行大量的宣传，提高全民节水意识，尤其要加强妇女、儿童的节水教育，培养他们

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这主要是因为妇女一般在家承担洗衣、拖地等用水量较大家务，而儿童是祖国的

未来，以后的节水任务还得由他们继续担当。 
② 减少水污染，并重复利用污、废水。尽量少用洗涤剂等对水体污染的化学制剂；“一水多用”，

洗衣后废水用于拖地、冲厕等；利用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对不同类型的废水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处理，对

于水质要求不高的冲厕用水、浇灌绿化带用水可使用经过二级或三级净化处理后的回收水。 
2) 强化政策节水力度，完善管理体制。 
① 建立节水型社会必须强化政策节水力度，进一步提高水权、水价与水商品意识，强化政策节水研

究力度与实施力度，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水价政策，针对节水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战略节

水、效益节水与强制性节水并重，建立节水型社会。 
② 重视节水管理人才的培养。城市节水管理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是一项集行政管理、经济管

理及技术管理于一体的专业性很强、综合性也很强的工作，需要多种专业知识人才。现在，水资源已成

为战略资源，对相应的管理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对管理方式、管理内容的要求应提升到一个

新高度。对许多城市来讲，对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如何、对水环境保护与城市结合程度如何，不但影响

着现在的城市建设质量、经济发展速度，还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未来的发展能力。因此，对水资源管理、

对城市节水工作的战略意义不能低估，对城市节水管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不能轻视。 
③ 适当提高水价，鼓励节水行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均收入较之前有大幅提升，可

国家为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迟迟未提高水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供水、污水处理、工程

建设维护费用有增无减，这不仅加大了征服的财政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高收入阶层的水资源浪

费行为。针对上述现象，政府应尽快制定一个合适的水价收取标准，这对维持供水企业的正常运转及居

民合理节约生活用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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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广使用节水设备，维护供水管网系统。 
① 推广使用节水型卫生器具和配水器具，减少水量浪费。调查分析显示，冲洗厕所用水占家庭用水

总量的 37%~39%，洗澡用水占 34%~37%，由此可见，采用节水型家用设备并进一步改进厕所的冲洗设

备是城市节水的重要途径。具体措施有：采用双冲洗量坐便器取代传统的单冲洗坐便器，如此可约 27%
的冲洗用水；推广液压水箱冲洗配件和液压缓闭冲洗阀，根据需要调节每次冲洗用水量；引进带雾化器

的陶瓷片水龙头和充气水龙头，在保证正常使用的前提上大大减少用水量等等。在节约用水的基础上还

可以减少用水费用的开支。 
② 及时检查维修给水管道和水龙头，减少滴漏节水的前提是防止渗漏损失。最大的损漏途径是管道

和开关。一般自来水管道漏损率在 10%左右，因此降低供水管网系统的漏损水量是供水企业的主要任务；

有研究表明，每年因阀门质量、坐便器渗漏、水龙头渗漏而损失的水量高达 1 亿立方米。因此，在其他

节约用水措施实施前，一定要确保供水管道及开关等无渗漏，杜绝无效用水。 
4) 成立国家节水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考虑全国节水工作。 
① 将节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节水工作的复杂性、综合性与系统性以及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战

略地位，为便于开展此项工作，有利于部门之间的协调，建议成立专门组织，统筹考虑全国节水工作，

实施综合节水战略。节水工作不单单是一个水资源问题，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农业、工业或者生活问题，

它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及科技发展与文明进步等，绝不

是一个部门所能够胜任的，而必经多部门协同作战，为便于协调部门工作，强化节水工作力度，需成立

节水工作领导小组，以确保这项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加快节水型社会建立的步伐。 
② 制定有关水保护的法律法规，限制各部门用水量。我国已发布《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关

于大力开展城市节约用水的基础的通知》、《进一步做好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报告》、《城市供水条例》

等涉及水管理的行政法规，且已取得不错的收效。我们应继续出台相关法律，对各部门用水量进行限制，

如若超标用水可采用经济处罚手段；对于严重污染水体的企业可责令整改，更甚者可强行关闭[20]。 

5. 结语 

节约用水，不只是城市进步的象征，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还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

水资源短缺现象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节水比发现新的水源更具有可行性。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节约

用水，引进新污水回收处理技术，研制新的节水器具，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作用，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

让每个人都参与到节水的行动里，为共创一个节水型城市，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努力。 
总的来说，我国城市的节水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节水环节。而城市节水应该从单位做起，同

时再结合针对家庭的节水工作。要通过水价和《水法》来制约和规范单位和家庭的用水行为，加强和深

化节水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努力以高科技节水器具来减少浪费的损失，达到多层面有重点地进行城市节

水工作，从而尽早地消除我国城市浪费水资源现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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