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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connot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spa-
tio-tempor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are 
summarized and commented.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ontent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of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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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相关研究，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陕

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以及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时空动态变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总结评述，提出了

今后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研究需要关注的内容，以期为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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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陕西省水资源总量仅为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1.26%，人均水资源量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 50%，属于我

国极端缺水地区[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陕西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用水需求日益迫切，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对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进行评价是确保陕西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

键。目前，关于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较多，本文以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方

法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出发，综合分析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相关研究，结合陕西省水资源的分布特点，

提出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方向，以期为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深入研究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

科学依据。 

2. 水资源承载力的内涵 

随着水资源短缺、水安全等问题的出现，水资源承载力成为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课题[2]。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水资源承载力有不同的认识[3]。金菊良等[4]从水资源–生

态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角度出发，提出水资源承载力是区域水资源在临近破坏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时所能持续支撑区域的最大经济社会发展规模。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

的良性发展为目标，旨在通过对水资源的配置和调控寻求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3.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根据评价的目的，通过每一个指标来衡量被评价对象不同方面的价值

[5]。水资源承载力指标选取的合理性，是评价水资源承载能力演变趋势的关键。一般水资源承载力指标

体系构建包括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等。目标层即为水资源承载力，准则层是目标层的进一步细分，

需综合考虑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而指标层则是

准则层的具体体现，如水资源自身禀赋及其开发利用状况、水环境与水生态方面的状况、社会经济发展

程度及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度量指标等。早期学者们在构建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指标体系时考虑的因素

主要涵盖社会、经济、资源等方面。如在社会方面，主要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人口数、人口密度等

指标。在经济方面主要包括 GDP、GDP 的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率、城镇恩格尔系数等指标，

在资源方面，主要包括水资源模数、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农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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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生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等指标。随着人们对生态

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入，学者们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开始涉及环境、生态等方面的指标，如在环境方面，包

括环保投资水平、城市污水处理率、废水治理投资占 GDP 的比重、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指标，在生态

方面，包括生态用水率、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均被涵盖在内。综合来看，不同的学者

构建的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指标体系各异，指标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且有些指标存在

冗余现象，如何科学合理的确定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 

目前，针对水资源承载力的相关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 AHP 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

合评价法、神经网络法、指标评价法、系统动力仿真法和熵值法等，各种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针

对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目前常用的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和指标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通过线性

运算对高维数据进行处理，从多个变量中提取主要的核心要素来反映原变量提供的大多数信息。该方法

可以有效的选取影响水资源承载力的相关因子，但该方法局限于水资源承载力系统中各个因素上，定量

分析计算的结果可能引起不同的解读[6]。指标评价法是选择水资源负载指数和水资源承载指数来评价水

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和水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规模，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相对比较简单，应用比较方便，

缺点是仅考虑了人口和经济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评价相对比较片面。 

5.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时空动态变化特征研究 

由于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选择的不同，当前关于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结果。

王丽娜[7]等分析了 2000~2008 年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变化趋势，发现尽管 2003 年后陕西省水资源承

载力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增幅较小，陕西省的水资源利用前景仍然不容乐观。王丽霞等[8]基于 GIS
技术分析了陕西省流域尺度的水资源承载力，指出黄河流域范围内只有渭河宝鸡峡以上流域的水资源承

载类型属人水平衡型，其余各三级流域的水资源承载类型均属水资源超载型，长江流域范围内各三级流

域的水资源承载类型均属水资源盈余型。余灏哲等[9]对陕西省 2009~2013 年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发现，

由于陕西省加强了水资源的管理，2009~2013 年陕西省水资源承载能力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这与王耀南

等基于可变集理论对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的结果比较一致，但是水资源承载力的增幅总体上逐年下

降，经济发展、城市化、人口增长、水环境恶化等问题削弱了水资源承载力，导致水资源开发的潜力下

降。屈小娥等[10]的研究表明，2004~2013 年期间陕西省及各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水平随时间推移呈现逐步

升高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其原因与陕西省水资源整体匮乏、人口压力大、产业结构不合

理以及节水意识不足有关。 
综合来看，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特征表现为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呈逐年增大的趋势，但水资源承

载力整体水平较低且近年来增幅逐渐减小，水资源承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空间上，陕西省水资源

承载力面临的问题是空间分布不均衡，在水资源的规划中应关注区域水资源的分配问题。 

6. 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展望 

针对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表明，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整体水平较低且空间分布不均衡。随着

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考虑到陕西省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非常有必要加强陕西

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今后关于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1) 水资源承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尽可能的考虑生态和环境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分析各个评价

指标与水资源承载力的耦合关系，综合确定各个评价指标所占的权重，科学合理的确定水资源承载力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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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方法的选择应多样化，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不同评价方法的对比使用，一方面

可以分析各评价方法的精度，选择与实际符合程度最高的评价方法，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评价结果进行交

叉验证。 
3) 水资源承载力分析的时间范围应适当延长，结合陕西省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发展来辩证的看待陕西

省水资源承载力的变化，分析水资源承载力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为陕西省水资源承载力的提高提供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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