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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测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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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建立水利绿色发展二维关联评价指标矩阵，从社会—经济—生态和输入—响应—输

出两维度测算我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并分别从准则层、指标层确定其主控因子。［方法］文章运用水利绿

色发展指数模型，选取 2008—2017年17个指标分析我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的时间演进；采用障碍度模型分

析其主控因子。［结果］我国水利发展已从非绿色发展期（2008年及以前）、较差绿色发展期（2009—2014
年）进入基本绿色发展期（2015—2017年），水利绿色发展指数从 2008年的 0.11上升至 2017年的 0.54，社

会—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度从 2008年的 0.18上升至 2017年的 0.54，输入—响应—输出耦合协调度从 2008
年的 0.04上升至 2017年的 0.53。中国水利绿色发展水平主要控制因子整体表现为社会因子>经济因子>生态

因子，输入因子>响应因子>输出因子；指标层主控因子中生态用水比例系数、水利信息化水平、工业用水

重复率、农业用水比例系数、水土流失治理率、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在排名前五位因子出现频率最高。［结

论］水资源开发利用环节的绿色高效、经济发展结构优化及水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在我国水利绿色发展进

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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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利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水利发展取得重要进展，

一方面，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实施，2018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分别比 2017年下降 6.6%和 6.9%，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54，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提高到 81.6%，节约水资源的空间结构和消费模式初步形成；另一方面，重大水利等工程建设全面提速，

截至2018年底，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达 8 676.8亿m3，全国已建成各类水库 9.882 2万座，但在提高供水

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同时，交织着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旱

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等老问题 ，水安全受到威胁，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见，水利改革

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势在必行。《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

规划》明确提出，要在推进水利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步伐。绿色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其本质是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1]。水利绿色发展内涵建立在绿色发展理念原则

上，指与水承载能力相适应、人与水和谐的水利发展[2]，强调水利—社会—经济—生态综合协调发展，以

期实现水利绿色生态平衡，进而带来社会、经济和生态财富的增加。推进水利绿色发展步伐，离不开对

现有水利绿色发展水平的测量与分析。

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3]，重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间的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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