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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the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has increased greatly, leading to many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such as low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 single development 
mode and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intensit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olution 
strategies: optimizing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promoting water-saving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enhancing public awareness and so on. Taking these strategies can not only solve the current water pressure problem, but als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The resul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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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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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水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导致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针对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
题，如资源利用率低，开发方式单一，管理强度不够等。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优化水资
源分配，推广节水技术，强化水资源管理，提升公众意识等。采取这些策略，不仅可以解决当前的水资源压力问题，而且
有利于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本研究结果对未来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水资源开发；水资源管理；资源利用率；解决策略；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艾晓攀（1993-），男，中国陕西宝鸡人，本

科，助理工程师，从事流域治理、水资源管理研究。

1 引言

水资源在地球和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现在，因为人

们越来越多，我们需要的水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怎样用水

和保护水资源变得非常重要。我国的水用得还不够好，我们

需要找出问题并解决。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我国现在用水的

情况，找出问题，并提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

更好地分配水资源，节省水，加强水资源管理和增强人们保

护水资源的意识来解决问题。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既能解决

现在的问题，也为未来保护水资源铺平道路。

2 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现状

2.1 水资源需求与供应的概述
水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的水资

源需求与供应面临着复杂的局面 [1]。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水资源需求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

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各个领域

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攀升，尤其是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

资源的紧缺问题尤为突出 [2]。

尽管我国在水资源开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水资

源的供应仍然不足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全国水资源总量

虽丰富，但地域分布极不均匀，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稀缺，

而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这种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加之部分地区水质污染严重，导致可

利用的水资源更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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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方面，传统的灌溉方式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浪

费现象严重；工业方面，高耗水行业占比过高，加大了水资

源的需求压力；城市居民用水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快速

增长。跨区域的水资源调度也因为技术和管理问题而存在诸

多困难，使得水资源的有效供应更为复杂。

尽管已经实施了一些措施来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如南水北调工程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但整体效果仍然有

限。由此可见，我国在水资源需求与供应方面仍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需要通过科学合理地规划和管理来实现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2.2 当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
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呈现出多样化与单一化并

存的特点。一方面，传统的引水、蓄水和排水工程仍然占据

主导地位，这些工程主要依赖于大规模的水库、坝堤和渠

系来实现水资源的调蓄和分配。这些基础设施在满足农业灌

溉、城市供水和防洪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工程

性开发为主的模式逐渐暴露出局限性，诸如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和对地下水资源的过度依赖。

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一些新型的水资源利用模式开始受到重视 [3]。水质净化与再

生技术、水循环利用和雨水集蓄等技术逐渐得到推广，这些

新技术不仅能够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还能够有效降低对自然

水资源的依赖。综合水资源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发展，通过推

进流域管理、跨区域水资源调度和分配，有效整合不同区域

和部门的水资源，提升整体利用效率。

总的来说，我国当前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正在从单

一的工程性开发逐步向综合管理和多元化利用方向转变。这

一趋势为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但仍需进一

步优化和推广，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3 水资源管理的现状
当前我国水资源管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管理体制相

对分散，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合作，导致管理资源效率不

高。法规体系尚不完善，部分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未能

全面覆盖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各个环节。水资源监测与评估

能力较为薄弱，数据采集和分析手段落后，缺乏有效的预警

和应急处理机制。公众参与度不足，居民节水意识有待提高，

整体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3 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
水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是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

中最为突出的困境之一。当前，水资源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浪费严重、效率低下以及技术设施落后。原因可以从多个

方面进行分析。

农业灌溉作为我国主要的用水领域，仍大量使用传统

灌溉技术，如渠道灌溉和漫灌。这些技术存在水资源利用效

率低的问题，大量水资源无效蒸发或渗漏未能充分被利用 [4]。

农民节水意识也有待提高，缺乏必要的节水灌溉技术培训和

推广，使得水的利用率难以提高。

工业用水同样存在利用率低的问题，许多企业的用水

和排放未能达到严格的管理标准和技术要求。工业过程中的

废水处理和再利用技术不够先进，大量的工业废水未经有效

处理就被排放，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部分企业为追求

经济效益，缺乏节水的动力和措施。

城市生活用水管理也是资源利用率低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城市快速扩展，许多地方的供水系统老化，漏水和浪费

现象普遍。市民节水意识不强，生活用水习惯不科学，导致

了大量生活用水的流失。水价体系的不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居民对节约用水的重视程度。

缺乏综合的水资源管理措施导致了水资源整体利用效

率低下。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充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

题都影响了水资源的高效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理念

的更新虽然不断推进，但在实施层面尚需进一步加强。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需要从农业、工业和城市用水三个

主要领域入手，通过技术改进、政策引导和公众教育等手段，

全面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将对缓解我国水资源压力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3.2 开发方式单一的问题
在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开发方式单一的问题

尤为显著。目前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水利工程，如修建水坝、

水库和运河，这些工程容易引发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缺

乏对雨水和废水的回收利用，导致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偏低，

浪费严重。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形成

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单一的开发方式缺乏对区域资源特征

的充分考虑，未能有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综合管理方法，

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

需求。

3.3 管理强度不足的问题
我国水资源管理强度不足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

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现有各级管理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与配

合，容易导致管理效率低下。二是法规不健全，现行水资源

法体系并未完全覆盖到所有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具体情况，

法规的执行力度也不够。三是监测与反馈机制不完善，缺少

全面、实时的水资源数据，难以形成有效的风险预警与应对

措施。各地在落实水资源管理政策时存在较大的差异，部分

地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以上问题不仅

直接影响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提升水资源管理强度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各级

管理机构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监测网络和数据反馈机制，

以实现更高效的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4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的解决策略

4.1 优化水资源分配的策略
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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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优化水资源分配，需要科学评估区域水资源总量和供需

平衡。通过引入先进的水资源评估技术和模型，可准确掌握

各区域的水资源现状，从而为资源分配提供可靠的依据。区

域间的水资源合理调配尤为重要，这不仅能有效缓解局部地

区的用水压力，还能实现跨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建设

和完善跨流域调水工程，可以从水资源相对富足的地区向水

资源短缺地区输送水源，从而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水资源使用的精准化管理也是优化分配的重要步骤，

合理确定不同产业和部门的用水配额，以确保各领域的用水

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在农业方面，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和

高效利用措施，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在城市领

域，加强市政用水管理和监控，推广智能水务系统，实现对

供水和用水全过程的有效监控和管理 [5]。

政策引导和法规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通过制定

科学、公平的水资源分配政策，可以规范各级政府和用水单

位的行为，确保水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通过法律手

段强化水资源分配和使用的监督，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用水行

为，以此维护健康的水资源分配秩序。

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也是优化水资源分配的有效途径。

通过广泛宣传和教育，增强公众节水意识和参与积极性，推

动社会形成节水用水的良好习惯和自觉行动，共同促进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

4.2 推广节水技术的策略
为了有效减少水资源浪费和提升利用率，推广节水技

术显得尤为关键。先进的节水技术包括农业灌溉中的滴灌和

微喷技术，这些技术能够显著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减

少蒸发和渗漏损失。工业生产领域应引入高效水循环利用系

统，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实现水资源的重复利用，减少新鲜

水资源的消耗。城市生活用水方面，推广家庭节水器具，如

节水龙头和低流量马桶，能够显著削减居民的日常用水量。

智慧水管理系统的应用也值得重视，通过实时监控和智能调

控，可以及时发现和修复漏损，优化配水方案，进一步提升

整体水资源的管理水平。采取这些节水技术和措施，不仅能

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还能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打下坚实基础。先进节水技术的广泛实施，有助于形成节水

型社会，增强全民的节水意识和水资源管理水平。

4.3 强化水资源管理的策略
强化水资源管理的策略需要从多方面入手，旨在建立

健全科学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建立

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确保政策法规的执行与监督。完善

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用水标准，强化对违规用

水行为的惩处。提高水资源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利用先

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设备完善的数据监测和共享平台，

支持科学决策。强化水资源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业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鼓励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通过宣传教

育增强公民的节水意识和责任感，形成全民监督的良好氛

围。这些策略不仅可以有效提升水资源管理的效率，还能为

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保障。

5 结语

本文对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策略，从优化水资源分配、推

广节水技术、强化水资源管理到提升公众意识等方面进行全

面考虑和探讨，旨在提供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这些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严峻水资源

压力，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水资源管理。然而，本研究存在一

定的不足。例如，在对解决策略提出的阶段，本研究并未详

细考虑各策略的具体实施难易度和可行性，这些都需要在实

际操作中充分考虑。另外，各地水资源情况的差异也需要在

水资源管理中予以考虑，以保证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对

于未来的研究，除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上述问题，还应探讨其

他可能的解决策略，如发展新的水资源开发技术、优化水资

源配置算法等。同时，加强对水资源法规的研究，以提供更

强的法律保障。以上的研究将为正在不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管理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和实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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