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水经济学理论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策略与建议 

杨倩 胡锋 陈云华 张晓岚 

【摘 要】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当前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指导思想下，

具有引领中国走经济绿色发展道路的历史责任。本文基于G20 国家和长江经济带的水经济学，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

上、中、下游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对水资源与水环境的影响，结合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的分析，提出在长江经济

带地区平衡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合理利用和水污染防治的关系、优化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结构以提高水经济表现、通过

优化生产布局调整进出口结构以及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来管理水资源等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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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

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3月25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审议通过，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在改革创新和发展新

动能上做“加法”，在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上做“减法”。长江经济带，作为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对国家经济、

环境、水安全、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都具有深远意义。要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需要探索如何平衡水资源利用、分配以及

水污染防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统筹运用技术、政策及金融创新手段，协调水、能源、气候三方面决策。深刻理解长江经

济带水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称之为“水经济学”），对于推动制定面向未来的水政策至关重要。本文将从水经济学角度

分析长江经济带的经济环境现状和挑战，并给出政策建议。 

水经济学概述，以G20国家为例 

水经济学概况 

水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合理的经济结构有助于水资源有限的国家缓解其水资源压力。图1分析了G20国家的人均GDP、人均用

水量以及GDP构成。总体而言，农业占比较高的国家处于左下象限，用水较少且GDP不高，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国家用水更多、GDP

也更高。G20国家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利用较少的水实现经济增长的经验，值得借鉴。 

 

通过进口减少国内用水量 

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较高的外部水足迹（也就是进口水资源密集型，即用水较多的产品），“外包”一部分国内用水



 

需求，从而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实现了经济发展。从图2可知，高GDP、高外部水足迹的国家如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通过较

高的外部水足迹，成功实现了较高的GDP和较低的国内用水量。高GDP、低外部水足迹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基本

是自给自足的，其内部水足迹占国家水足迹的比例分别为80%、79%和88%，国内用水量较高。低GDP、低外部水足迹的国家如中

国和印度，人均GDP较低，水资源方面也基本自给自足，内部水足迹占各自国家水足迹的比例分别高达90%和97%。 

 

长江经济带的水经济学 

经济和水安全总体情况 

长江经济带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占全国人口的43%，GDP达28万亿元，占全国的42%。

此外，在诸多行业及关系到粮食和能源安全的主要产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农业上，大米产量（65%）、农药产量（58%）及

化肥产量（51%）；能源上，发电量（40%）及水电量（73%）；建筑材料中，水泥产量（48%）、原生塑料产量（40%）及粗钢产

量（35%）；纺织服装方面，化纤产量（81%）及布产量（59%）。 

然而，长江经济带在制造业的主导地位也意味着巨大的资源利用和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就水而言，长江经济带2014

年的用水量占全国用水总量的47%，共计约3230亿立方米；废水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达到约308亿吨。过去十年中，长

江经济带废水排放量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40%，略低于4.03%的全国平均水平；用水量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为1.03%，略高于0.94%

的全国平均水平。基于国家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政策，若要保证不超过2020年用水总量上限，2015—2020年用水量年复合

增长率必须控制在1.08%以下；而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的红线目标则意味着，2020—2030年的年复合增

长率要更低，必须控制在0.44%以下。此外，长江经济带工业行业的用水效率较低：2014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平均用水量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24.9%（长江经济带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占用水总量比例分别为31.7%、53.4%和13.8%，若将农业和服务行业计

入在内，长江经济带的单位GDP用水量则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6%）。因此，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提高工业用水效率，重新布局其

工业、农作物结构和能源结构。 

经济和水资源环境特点与挑战 

第一，经济发展不平衡。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46629元，长江经济带为48727元，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长江中上游地

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如图3所示，长江三角洲在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地区中最为富裕，人均GDP高达81055元，

是中上游地区的两倍多。2014年，长江三角洲的GDP总量达到12.9万亿元，占全国GDP的近1/5（见图4），也是长江经济带GDP总

量的45%。自2000年开始，长江三角洲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龙头地区；但“十二五”以来，中上游地区的GDP增长率已赶

超长江三角洲。 



 

 

第二，水污染防治难度大。2014年，长江三角洲、中游地区和上游地区的排污量分别占到长江经济带排污总量的40%、36%

和24%。过去十年，三个地区的废水排放绝对量均呈上升趋势；“十二五”期间，长三角的废水排放量增速基本持平，而中游地

区的增速仍呈上升趋势，但相比“十一五”时期有所减慢；上游地区废水排放量的增速已超过其他两个地区。由于农业和工业

是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如图5所示，与中上游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的第一产业（即农林渔牧业）和第二产业（即工业）比重较

小，因此该地区废水排放增速变化不大，而中、上游地区废水排放量增加较快。同时，中、上游地区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仍比

较落后，尤其是上游地区：2014年上游地区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为1160万立方米，仅为长江三角洲的1/3、中游地区的一半。将

上游地区的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到长江三角洲的水平，需要__大量资金和时间。而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水资源和环境质量的

影响，则需要更长时间。 

 

第三，重金属排放量大。通过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的重金属排放情况也令人担忧。长江经济带的废水排放量占全国的43%。

虽然该比例与其人口和经济在全国的贡献比例相当，但其废水中的重金属排放量占全国的比例很高（见图6），尤其是镉（63%）、

砷（62%）和铅（59%）的排放量。其中，由于产业结构原因，湖南和湖北的镉、砷和铅排放量分别占到整个长江经济带各对应

排放量的69%、71%和63%。但湖南、湖北两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因此，重金属污染使我国总体粮食安全存在安全隐患。 

第四，水污染会加重长三角地区水资源紧缺。长江三角洲正面临着巨大的水资源压力。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若一个地区的

用水量与水资源可利用量的比值（WTA）大于20%，即表示该地区面临中—高水资源压力，大于40%则表示高水资源压力。2014年，

全国的水资源压力指标为22%，但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WTA数值则相差较大。如图7所示，处于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和江苏是长江经

济带省市中水资源压力最高的两个，WTA比值分别高达225%和148%，面临着极高的水资源压力。因此，尽管两者的单位GDP废水

排放量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处于最低，但仍需在水污染防治方面付出更多努力，以避免水资源压力加剧。而对于长江经济带

的其他地区，只有位于中游地区的安徽和湖北面临着中—高水资源压力。 



 

 

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基本上是地表水。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地表水占其水资源总量的92%。由于地表水大部分来自长江水

系，因此控制长江流域的污染尤其重要。另外，如图8所示，长江经济带三个地区的供水也高度依赖于地表水。其中，长江三角

洲对地表水的依赖度最高，约98%的供水来自地表水。 

 

沿长江水系带来的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不可避免地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供水水质。对于拥有1.59亿人口、GDP贡献

占全国1/5的长江三角洲而言，其水安全必须得到保障。 

政策建议 

平衡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合理利用及水污染防治的关系 

如上所述，能够保障单位GDP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低的经济结构会是首选。通过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地区的每万元GDP的用水

量和废水排放量进行比较，并综合考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结果如图9。 

从图9可以看出，为实现相同的GDP，中游地区在三个地区中单位用水量和排污量都是最高；上游地区的用水效率略优于全

国平均水平，但废水排放较多；长江三角洲无论在用水效率还是排污方面的都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为平衡经济发展和用水及废水排放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可采取以下三大策略：升级中上游地区的工业技术，使其达到长

江三角洲工业的效率水平；保护上游地区水源不受污染；提升长江三角洲在节水和污染减排方面的能力水平。 



 

 

优化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结构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和用水量差距很大。如，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江苏，其GDP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中最

高，单位GDP废水排放量最低。但是，单位GDP用水量较高。 

从经济来看，中国GDP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江苏和山东的GDP总值相近，结构也很类似。如图10左图

所示，江苏和山东的GDP分别占全国GDP总值的9.5%和8.7%。虽然两省都是我国排名前五的农业大省，但农业在二者GDP中的份额

均很小，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均比较大。 

 

从用水来看，山东实现5.9亿万元GDP仅用了215亿立方米的水，而江苏实现6.5亿万元GDP用了591亿立方米水（如图10所示）。

简而言之，江苏省用了几乎3倍于山东的水，却仅比山东多实现了9.2%的GDP。而且，山东三大产业用水效率均更高。其中，山

东农业用水量只有江苏的一半，工业用水量更是仅为江苏的12%。 

江苏和山东用水方面巨大差异的原因很多，包括农作物结构、工业结构、当地与水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生产技术

水平等。另外，也因为山东本身的水资源总量仅为江苏的1/3。因此，尽管江苏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不算高，但与山东比较，

仍有很大压缩空间。而且，因为两省都面临着很高的水资源压力，2014年的WTA比值分别达到了148%和145%，江苏和山东都需要

提升用水效率。 

为进一步提升江苏及其他长江三角洲省市的单位GDP用水和排污管理水平，有必要针对各自的产业结构和农作物结构做更多

深入研究，找到对水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而言都更佳的组合。此外，通过利用国内和国际贸易，也有助于更好地管理自身的水

资源，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优化生产布局、调整进出口结构以及推动资源循环利用来管理水资源——以纺织原材料为例 



 

通过优化生产布局，基于水资源环境因素调整进出口结构，以及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可以进一步优化水管理和经济增长。

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产品——纺织原材料为例：棉花和化纤是重要的纺织原料，占全球服装面料的90%以上。其中，全球43%的

棉花在我国种植或通过进口进入国内的生产环节；全球2/3的化纤由我国生产，全球一半以上的化纤来自长江三角洲，长江经济

带化纤产量占全国的81%。过去十几年，我国棉花和化纤的产量、进口量及占全球产量的份额都在持续增长。 

棉花生产需要消耗大量水，也会带来较严重的农业污染问题。因此，可通过进口更多棉花，缓解长江三角洲的水资源环境

压力并腾出耕地来种植粮食作物。例如，据估算，如果华北平原不种棉花，将“腾出”150万公顷的耕地和约95亿立方米水，相

当于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一期）的年均调水量。与此同时，从生产棉花转向生产更多的化纤面料，也可有助于降低用水需求。 

此外，长江经济带地区可优先通过推动纺织废料的回收利用来寻求新的增长点。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称，如果我国回收

利用每年产生的2600万吨的纺织废料，将可节约多达1/3的棉花种植面积，并带来多重效益，如遏制农业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减

少用水量，节约耕地面积以保障粮食安全，缓解垃圾填埋场压力。但截至目前，我国纺织废料的回用率仍低于1%，推动循环经

济仍有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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