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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參訪

中國南水北調宏觀戰略
-東、中、西三線工程簡介   
文/胡春宏

編按：2009年6月18日至28日，應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王浩院士之邀，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河川環境小組成員余範

英、於幼華、林聖芬、劉說安、溫清光、陳鎮東、馬以工、李鴻源、林盛豐、胡鴻仁、汪靜明、張祖恩、張長

義、陳宏宇、洪如江、呂理德、林倖妃、宋慧如、葉穎菡一行共十九人前往中國北京、鄭州、石家莊、重慶、武

漢參訪京石段工程、穿黃工程與長江三峽工程、丹江口水庫續建工程等。參訪期間，與中國水利科學院及中國氣

象學院兩岸學者分別針對水資源調度分配管理、集水區治理、氣候變遷與水資源等三大議題進行交流(僅節錄3篇

文章)。

中國水資源的分布，如同大家所

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分

布極為不均勻，所以在50年代毛澤東

主席曾經講過：「南方水多、北方水

少，把南方的水借一點給北方來用一

用。」所以從5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

論證南水北調。

水資源分布不均 開展南水北調

　整個論證有三條線：東線、中線和

西線工程。下面分6個方面就這3條線

作一介紹。

　由南方往北方調水的工程是龐大

的，距離也是最遠的，而且還跨多個

流域與省份，是緩解中國北方水資源

嚴重短缺、優化配置水資源的重大戰

略性基礎設施，關係到國家經濟社會

可持續發展和子孫後代的長遠發展。

　經過50年的探勘，3個調水的區域

形成東線、中線和西線3個工程方

案。通過3條調水線路，使得長江、

淮河、黃河和海河相互連接，形成我

國四橫三縱的供水格局。

四橫三縱的供水格局

　南水北調的東線，是從長江幹流上

的江都抽水，經過淮河流域和山東半

島一直到達天津；中線是由長江支流

漢江的丹江口水庫引水，一直穿過湖

北的一部分，再到河南、河北，進入

河北後分為兩條，一部分進入天津，

一部分進入北京。這兩線主要解決黃

淮海平原和膠東的供水問題。西線現

在論證的則有3條線，分別是從大渡

河、雅礱江和通天河進入黃河，通過

黃河水資源優化配置再進行調水。

　這就是地理上從南到北，將現有的

河流：長江、黃河、淮河和海河，通

過三線進行連結，讓南北水資源統一

調配、東西互濟。

　處理這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掌握的

原則有：

*正確處理節水、治污和生態環境保

護與跨流域調水的關係。

*以水資源的合理配置為基礎，確定

工程的調水規模和總體佈局。

*本著既積極又慎重的精神，制定工

程建設的分布實施方案。所以目前

這三條線，多分為三期、或為兩期

的方案在進行。

*中央與各受益地區共同分擔工程建

設投資。

*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工程建設與管

理體制和機制，因此很多建設都企

業化。

*堅持民主論証，科學比選。

南水北調具顯著的工程效益◆黃淮海流域水資源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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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項工程的效益，在社會、經濟和

生態方面，效益都很顯著。

　社會效益方面，首先是解決北方地

區的水資短缺問題，促進這一地區經

濟、社會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還可

以解決700萬人長期飲用高氟水和苦

鹹水的問題。南水北調實現以後，將

構成「南北調配、東西互濟」的大水

網格局，可以促進北方地區經濟的發

展，增強當地的水資源承載能力。

　經濟效益也是巨大的，除了間接促

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外，由

於對南水北調工程投入大量資金，據

總體規劃階段初步估算，僅此項每年

可以拉動中國經濟0.12%。調水工程

通水後，北方每年將增加工農業產值

人民幣500億元。另外，由於調水工

程的實施，每年可安排15萬人就業。

　生態效益方面，東、中線一期調水

工程實施後，受水區的地下水超採局

面得到遏制，同時還可以增加生態和

農業供水60億立方米左右，使北方地

區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得到遏制，並

逐步恢復和改善生態環境。

分層負責的管理體制

　再看到工程建設管理體制分為三個

部份：政府行政、工程建設管理、以

及決策機構。

　行政管理方面，中國大陸中央成立

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由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擔任主任，其下

屬南水北調辦公室是具體的辦事機

構。另外在工程沿線各省、直轄市也

成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建設組織以南

水北調工程項目法人為主導，包括承

◆南水北調中線穿黃工程。

擔工程項目管理、勘測設計、監理、

施工、諮詢等建設業務單位的合同管

理及相互間協調和聯繫。

建設中重要的科學技術問題

　決策執行機構的主要任務是對工程

中的重要技術、經濟、管理及質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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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調中線穿黃工程。

問題進行諮詢，對工程建設、生態環

境、移民工作的質量進行檢查、評價

和指導，以及有針對性地開展重大專

題的調查研究活動。

　目前三條線的方案已經成熟，但建

設中仍有許多關鍵的科學技術問題，

需要不斷研究和解決，其中重要的科

學技術問題大概有下列幾方面：

*區域性特殊土的岩土力學研究。

*水工建築物結構和工程力學研究。

*長距離巨型輸水系統的水力學及泥

沙研究。

*施工技術研究，像是穿黃的工程。

*水質保護與環境影響研究。

*水資源高效利用與優化配置研究，

這部份像是西線，很多專家學者提

出，調水後要怎麼運用，是解決農

業問題、生態問題還是工業問題，

應該如何優化配合要說清楚。

　接著在實施南水北調工程的必要性

和緊迫性部份，先從認識黃淮海流域

的狀況來理解。整個黃淮海流域在中

國的中原地區，面積145萬平方公

里，約佔全國15%，2000年的耕地面

積為七億畝，糧食產量為1.7億噸，

人口為 4.38億，國內生產總值為

31303億元，超過全國平均的三分之

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域，尤其

區域中又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濟

南、青島、鄭洲、蘭州、西安、太

原、呼和浩特、西寧等大城市。

水資源與經社發展不相襯

　在這流域的水資源量為每人501立
方公尺，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2%，約

佔五分之一。特別是海河流域人均水

資源量僅348立方公尺，不到全國平

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黃淮海地區是我國水資源承載能力

與經濟社會發展最不相適應的地區，

耕地面積佔了七點八億畝，約全國



朝黃河、夕長江，行經萬里路
一窺中國南水北調的水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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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糧食產量也佔了全國的40%；人

口約佔30%，國民產值差不多佔全國

30%。而這一地區的水資源量，只佔

全國的7.7%，數量極少，卻承載了三

分之一以上國家的人口與糧食產量。

　另外黃淮海平原主要河流的開發程

度，已經嚴重超過合理的限度，像是

黃河水資源的開發量已達到67%，遠

遠高於合理開發度的40%；海河流域

已達到90%，這樣的開發量不僅是黃

線，連紅線都超過了。

　由於水資源長期短缺，過度開發導

致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突出表現為：

*黃河斷流頻繁：黃河從1972年開始

一直在斷流，到90年代末期，基本

上是四年三斷流。

*淮河水體污染非常嚴重。

*海河河道乾枯和地下水過量超採：

在華北平原已形成非常大的地下漏

斗，地下水位下降很多。

黃淮海地區供水形勢十分嚴峻

　北方乾旱問題非常嚴重，2000年以

來，基本上是年年乾旱。特別是隨著

經濟、社會和城市化的發展，水資源

供需矛盾日益尖銳，尤其是大、中型

城市缺水十分嚴重，主要依靠擠佔環

境與農業用水，超採地下水，利用未

經處理的污水等途徑來維持社會、經

濟發展。

　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

濟、社會與環境的發展對水的需求仍

將不斷增長，水資源又有減少的可
能，黃淮海平原地區供水的形勢十分

嚴峻，特別是北京和天津這些地方。

從現在的觀測來看，黃淮海平原每年

缺水大概 30-180億立方公尺，到

2030年缺水300-400億立方公尺。

　黃淮海平原地區，水資源短缺與經

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

盾，已經發展到僅靠繼續採取節水措

施，和充分挖掘當地各種水資源潛力

難以解決的地步，應當在繼續加大節

水力度和污水資源化的同時，儘早實

施南水北調工程。

   
南水北調 東、中線率先開工

　2002年12月國務院批准了南水北調

工程總體規劃，決定開工興建。

2002年12月27日，南水北調工程正式

開工。開工建設的首批工程是東線一

期工程中的江蘇段三陽河潼河寶應站

工程和山東段濟平幹渠工程。2003年
12月30日，中線工程開工，率先開工

的是京石(北京到石家庄)段應急供水

工程。

　目前，東、中線一期工程正在抓緊

建設，部份項目已經竣工，通過驗

收，中線京石段應急供水工程已經向

北京供水。根據南水北調第三次建委

會確定最新建設目標，2009年五月公

佈：南水北調東線一期工程建設目標

為2013年通水；中線一期工程建設目

標為2013年主體工程完工，2014年汛

後通水。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胡春宏副院長)
◆與北京中國氣象科學院針對水資源議題相互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