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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尤其是北方有限的水资源将影响人们的生活，制约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
现在的形势异常严峻，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
　　为了满足干旱的北方对水的需求，中国政府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
工程完工后，每年从长江调入淮河、黄河和海河的水量将达到590-t/立方米。
工程的庞大规模引起了人们对于与土地使用变更、可能产生的地区性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率等有关的
科学、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注。
基于上述关注，在中意环保合作项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在中国水利部
和中国气象局的支持下开展了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可持续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项目（SWIMER
）。
　　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可持续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项目于2004年6月启动，并已于2006年7月
完成。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在既考虑水利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潜在气候变化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东线工
程对受水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的影响。
东线工程南起长江，北至天津市，纵横交错的水渠、河流、湖泊和水库构成复杂的水力系统。
至施工最后阶段，东线工程将水调至1200公里之外的北方，调水量为每秒800立方米，受益人口将超
过1.1亿。
　　中国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可持续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项目的开展关键在于应用一套综合方法，
将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和气候变化等模型综合予以应用。
基于2010年降雨情景模拟，先应用水文模型对水资源供给量进行了估计。
然后，项目以空间（省、市等等）和部门（工业、农业、市政和生态）为基础沿东线分配资源，最后
模拟了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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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资源同土地、矿产一样，所有权属国家，其价格标准的制定应由政府（水行政部门、财政部门
、物价部门）制定。
在价格标准制定中，应根据国家和各地水资源丰缺和需求状况、财政优劣状况、弃水（洪水、污水）
防治和水资源管理必须的投入以及经费需求状况制定。
另外，对农业、工业、服务业、航运、发电、城镇生活用水等不同的用水可以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
要制定不同的标准。
农业用水还要考虑到目前农民收入低、承受能力问题，不宜定得太高。
其征收可采用征税的“属地征收”的方式，各级政府按比例分成，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主要用于
各级水利主管部门自身管理预算开支和水管单位公益性水利工程的养护、维修、折旧、人员工资以及
运行管理费等。
在支配中，省、市、县按一定比例进行。
在使用上，各级财政首先要依有关政策规定，满足水管单位公益性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也可充抵各
公司所管辖的公益性水利工程政策补偿的费用。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形成机制的基本思路是水价形成机制与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相协调，既可使水价
在居民和企业的承受能力以内，同时又有利于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其主要做法是首先在分析居民和企业水价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水价变动范围，即水价上调
空间；根据工程投资和初步拟订的筹资方案，测算工程水价；然后将筹资方案、承受能力和工程水价
三者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反复论证、优化，逐步确立水价形成机制。
　　要通过南水北调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水价形成机制，并按照上述水价的三部分组成来确定水价。
要实行用水定额管理，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以促进节水；根据供求关系和供水、治污成本的变化，
及时调整水价；要依法管理水价，按照同一用户同质同价和不同行业不同水价的原则，进行科学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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