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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但当前我国水资源严重匮乏，影响着经济发展和人民正

常生活，且水资源浪费污染与不合理配置现象依旧存在。由此，本文在可持续发展视阈下，深入研究水

资源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理论，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对国内外水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现有

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汲取国内外学者经验，同时探寻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建

议，以推动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同时促进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研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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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ater resource is seriously lacking in our country, which affects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people’s normal life, and the phenomenon of water resource waste, pollution and irra-
tional allocation is still existing.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puts forward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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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 water-saving society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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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不论是生物生存生活，还是农业、工业等各项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水。随着现代产

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虽然我国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但我国水资源人均

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同时，近年来水资源在开采利用过程中出现了利用率低、水质恶化、水

土流失严重、供需矛盾紧张以及防洪标准低等问题，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且严重

制约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区域经济的发展[1]。 
水资源保护是事关民生福祉、维持生态环境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工作。面对当前人口基数大、

城镇化、产业发展、水资源污染浪费严重的现状，我国亟需对水资源进行保护，减少水资源浪费、严防

水污染情况，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由此，本文对水资源的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现状进行了分

析，并结合既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研究存在的矛盾与不足，以便为后续研究开展提供新方向

和思路，推进我国的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事业的发展。 

2. 理论渊源与演进过程 

2.1. 水资源与水资源保护理论概述 

学术界普遍认为，水资源是指人类社会的淡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自然资

源。根据相关统计，陆地淡水资源量只占地球总水量的 2.5%，而真正可用淡水资源只占水资源总量的

0.26% [2]。Makanda K, Nzama S, Kanyerere T 等学者认为水资源保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防止水资源、其组

成部分及其相关生态系统发生不必要变化的行为，以维持或改善它们的状态[3]。吕睿学者认为水资源保

护是通过各种手段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管理和利用，使水资源系统维持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满足

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4]。刘颖秋学者认为水资源保护是在尊重水资源自然循环再生规律条件下，

以资源承载力为基础对水资源开发利用，从而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5]。可见，虽然各学者对水资源

保护都存在着自己的解读，但总的来说水资源保护需在保持水资源发生不必要变化的情况下实现经济、

社会等的可持续发展。 

2.2.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渊源与演进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概念方面，最初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前后，出于对经济发展造成环境破坏的反

思，各国政府以及学者在不断探索研究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思想。随后，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萌

芽的基础上，研究水资源利用方向的学者便引申出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话题。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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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了许多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水资源研究成果及应用实践。但是，国内外对此概念均有不同的表述。

比如，可持续水资源利用、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等[6]。直到 199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国际水文

计划工作组提出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定义为：支撑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而不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

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与使用[7]。而在 2002 年，我国学者宋松柏、蔡焕杰、徐良芳提出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一个反映区域水资源相关状况；区域社会、经济等与水资源协调发展；不同水平年

对水资源分配竞争；地区之间水资源受益差异等多目标的决策问题[8]。 
随着水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理论不断丰富与创新，国内逐渐形成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指

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不断推动着我国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事业的发展。比如，宋松柏等学者们回

顾了国内外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对其进行了较系统地总结，并在此基础

上，对其主要内容及研究趋势进行了探讨[8]。但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与要求也越来

越高，受过往经济发展的负影响导致的水环境污染与破坏在现代社会愈发凸显，很多问题与隐患也逐渐

暴露出来。因此，我国开始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整治水环境污染破坏等问题，同时也加强了对

于水资源的保护，不断创新了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方法与路径。同样，国际社会亦高度关注水污

染问题，世界各国也普遍高举可持续发展旗帜，希望水资源利用率提升、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由此，

国内外学者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 

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动态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最早起源于国外 20 世纪 90 年代，而我

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快速发展期位于 2000~2010 年，在此期间文献发表量快速增加，到 2011~2020
年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且专门针对该内容的文献数还略有下降[6]。 

3.1. 优化水资源空间配置，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首先应重视对水资源的有效

保护，减少水资源浪费等情况的出现，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为实现其经济和社会价值奠定基础。左其亭

学者指出保障水安全，是水利事业的基础要务，是水利事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主要表现和任务

[9]。Makanda K, Nzama S, Kanyerere T 等学者认为水资源保护战略是水资源保护政策实施的关键。水资

源保护并不一定意味着简单地保护水资源免受土地利用的影响，而是寻求促进水资源的公平分配，以支

持经济发展，同时确保生态系统保护和从这些资源中获得的社会效益[3]。但当前水资源发展仍然面临着

资源短缺、开发过度以及区域水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影响着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而优化水资源配置

是解决当前困境的重要手段。为此，国内不少学者探索出了水资源配置新方式。向龙、龚泓博两位学者

构建了 IFMOP 水资源配置模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水资源在各行业配置中的动态管理需求[10]。曾思栋等

学者针对当前水资源配置模型存在的问题和国内水资源配置模型发展需求，开发出了 DTVGM-WEAR 水

资源系统配置模型[11]。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对于关键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的重视度较高且已较有成果，

有利于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方式，从而更好地实现水资源的有效保护。 

3.2. 开展生态保护与治理，推进产业绿色转型 

生态保护与治理是保障水资源安全的重要措施。赵莺燕、于法稳两位学者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指

出建立生态保护体系、实施生态廊道对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12]。张瑞学者也提出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对水资源保护利用具有积极作用[13]。如若水土保持工作做不好就会间接导致水环境质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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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水资源的破坏。例如，我国黄河流域中游存在的水土流失问题就造成了水质的下降，而中游相关用

水产业的发展也加剧了流域的生态破坏，使得水资源污染破坏严重。由此，对水资源进行保护，需要对

水资源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避免由生态破坏间接导致的水环境污染破坏问题。除此之外，生

态保护与治理中要重点关注对于植被的保护。保护水源、增加降水量、减少水土流失和保持水土资源平

衡都离不开植被。因此，做好植被恢复建设工作，对于维护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保护水生态系统的稳

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保护利用的第一步。 
同时，要实现对生态的保护与治理，还需重视相关产业的优化升级，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强化对传

统高能耗产业的绿色化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为达到相关目标，应当建立起产业用水控制性指标，

促进高耗水行业节水增效，强化产业园区水循环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益，改善水资源污染和能源过度

消耗的现状，恢复水体状态[14]。加强企业内部的可持续建设，严格控制废水排放等。同时，政府也应实

施强有力的水资源保护与监管制度，从源头上控制用水总量、过程上提高用水效率、末端上严控排污量

[11]。综上，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有利于减少水资源消耗、减少水污染、恢复水生态系统、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等。因此，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对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缓解水资源紧

缺和污染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3.3. 合理开发水资源，重视水资源治理与利用 

中国汉语中常提到“开源节流”，喻指增收节支。基于此意义，本文的“开源”引申为：对于水资

源进行合理开发。我国许多地方都存在着水资源短缺问题，而对水资源合理开发是解决相关问题的路径

之一。相关措施包括深层地下水开采、非常规水源开采和治理、冰山水源利用、海水淡化以及循环用水

开发[15]。通过修缮水库等水利工程对现有水资源和自然降水进行合理留存与利用，同时要修建水净化工

程，将污水、废水进行可持续化改造，通过净化使污水、废水取得可使用价值，综合上述水利工程，分

区分类用水，将水资源合理综合利用，以达到水资源利用率的提升。 
随着水资源污染问题加重、水资源短缺问题升级，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必须加大水

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对于以上问题，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王祖强、刘磊两位学者提出水资

源治理可从减量循环提高利用效率和交易增值提高分配效率出发[16]。步青云等学者强调在水资源开发利

用中应重视其环境管理问题，提升水资源战略环境管理，促进资源与生态环境统一监管[17]。钟立源等学

者则认为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水资源的科学配置和强化污水治理工作的开展[18]。可见，对于水资源的治

理和利用，各学者虽各有侧重，但可以看出其受到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同时，对于水资源的治理需要

在多方主体共同努力下，从生态、经济等不同的角度考虑解决措施，实现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3.4. 创新节水技术，建立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而“节流”则是要求对水资源的使用有所节制，减少资源浪费。为此，发展节水技术是提高水资源

利用率，减少水资源浪费的重点。基于目前水资源利用中还存在着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

的事实，我国需要大力开发并推广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水资源需求。

对于节水方面的重点，李慧等学者建议实施水资源总量强度双控，加强各领域节水，推动水价与水资源

税改革，强化节水计量统计与监督管理，建立节水工作统筹协调机制，提升全民节水意识，使节水成为

国家行动及全社会自觉行为[19]。相关工作如若落实到位，节水技术将达到按需用水、精准用水的效果。

由此，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还能提升水资源的利用率。 
当下，我国大力建设节水型社会，各地根据自身情况，颁布了不同类型的制度性文件，以指导当地

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有效的解决城市水资源问题。据此，杨维、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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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学者就明确提出各地可以建设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合理调配水资源，解决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短缺

的矛盾。同时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实现污水净化后的二次利用[20]。同时，各地通过不断推进节水型社会

的建设，配合宣传手段乘势而上，大力推广节水理念与节水技术，让“节约用水”、“减少水资源浪费”

的理念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由此将上述“开源”、“节流”相结合，建立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实现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当前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笔者认为当前国内外对于水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研究观点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水资源保护及可持

续利用的研究存在着共通之处，但不能一概而论，每个具体的地域有自身水环境、水资源的特征，各地

具体开展水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需要因地制宜，切实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而综合国内外研究水资源

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观点，鲜有关注水资源针对于不同产业的利用方向，要提升水资源的利用率，关键

在于水资源利用的流向，需要找准水资源与各产业使用的契合点，从而从各个产业出发订立相应的节水

方案和水资源配置方案。同时，除了关注大型工业或灌溉农业等大量用水型产业，也需要聚焦新兴高新

技术产业用水，如精密元件的用水，大数据、互联网产业为主的通过用液冷、水冷实现服务器散热的情

况等。 
水资源保护与利用涉及到水循环、水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与分配等多个方面，现有研究往往局限

于某一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综合研究，同时，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目前存在学科之间的壁垒，缺乏有

效的跨学科研究合作。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加强跨学科的研究合作，开展系统性的综合研究，

提高对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整体认识和理解。研究还应关注对于互联网技术 +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创新，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水资源使用的监控、管理，通过人工智能合理估算用水量，实现水资源的

合理配置。 
在技术条件、保护利用路径完善的情况下，还应着重提升人员意识，要将着力点打在人民群众上，

优化宣传手段，通过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与配套政策，推进人员意识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得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做到实践上的提升，全力全方面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使得水资源浪费情况得到有效缓解、水环

境污染现象实现从源头杜绝、水环境治理工作得到有效开展、水资源分配与利用形成可持续。总之，未

来的水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研究应该结合实际情况，以全面化、跨学科化的观点积极应对水资源保护与利

用面临的挑战，为保障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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