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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与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开展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研究》、《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三个研究课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本
市场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热点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建议。
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
本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之一。
资本市场建立了与国际规则相符合的法律制度，形成了多层次的交易体系，完善了上市公司结构，交
易品种稳步增加。
交通运输业在总体规模、运输能力供给、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撑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资源环境保护和综合利用水平日益提高，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方式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
　　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上述领域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现
实需要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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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经济热点研究丛书”之一。
本书通过对未来20年我国水资源供需分析，阐述了我国水资源短缺、水环境和水生态恶化等水资源问
题的严重性，提出通过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综合利用、跨流域调水、非常规水源利用等方式防治水资
源短缺，同时开展流域水资源调控与生态保护等问题，根据华北、东北、西北地区不同水资源特点制
定相应水资源战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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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地表水及其开发利用情势　　1．地表水状况　　我国地表水资源量即为河川径流量，由地表
流、壤中流与河川基流构成。
全国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为27375亿m3，折合年径流深288mm。
其中，山丘区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占92．7％，年径流深371．4mm；平原区占7．3％，年径流深74
．7mm，山丘区径流深为平原区的5．O倍。
全国多年平均年径流系数为O．44，即我国降水量中约有56％通过陆面蒸发返回空中，44％形成径流
。
南方地区多年平均年径流系数为0．55，北方地区为0．22，前者为后者的2．5倍；全国山丘区平均年
径流系数为0．48，平原区为0．22，前者为后者的2．2倍。
我国降水的地区分布十分不均，从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降水深等值线大体上呈东北一西南走向。
受季风气候影响，我国降水年际变化大，总体上，变化幅度北方大于南方；降水年内分配很不均匀，
降水集中程度较高；各地降水普遍存在连丰和连枯现象，其中北方地区尤为明显。
　　我国与邻国涉及跨界河流的地区有松花江、辽河、西南诸河、西北诸河和珠江等5个水资源一级
区。
总体而言，我国多处于跨界河流的上游段，入境水量少，出境水量多。
据1956-2000年资料统计，全国多年平均年入国境水量为214亿m3，约相当于全国自产河川径流量的0
．8％，主要集中在珠江区和西北诸河区，两区人国境水量合计占全国人国境水量的84％。
我国多年平均年出国境水量5975亿m3，以西南诸河区为最大，达5724亿m3；我国流入与邻国共有的界
河水量约1300亿m3，以松花江区为最大，为1142亿m3。
全国出国境与流入边境界河水量之和约为7300亿m3，相当于我国自产径流量的27％。
我国多年平均人海水量为16726亿m3，占河川径流量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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