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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擁有 18,000餘公里的海岸線，除了 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面積，中國還有

海洋面積約 300萬平方公里，被列為海洋大國。但根據聯合國的調查結果，中國

被列為 13個缺水國之一。前不久，中國水利部在“全國主要缺水城市供水水源

規劃報告”中也指出，2010年後，中國將進入嚴重缺水期。和中國一樣，其他

沿海國家也面臨淡水危機，到了 90年代，其中一些國家已把目光盯向了海洋。 

中國雖是世界上少數掌握海水淡化技術的國家之一，但目前的事實卻是，

沿海的很多城市還在拼命地開採地下水，並積極推動限水政策，所以中國國家海

洋局王曙光局長在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推廣海水淡化更具有社會意義。一個晴

朗的上午，北京人又開始重新體會著乾燥與悶熱，此時距北京只有200公里的天

津塘沽，限時用水的辦法仍在啟用，按照老年人的說法，即使北方本該是進入“一

場秋雨一場寒”的時候，但事實上卻依然是乾燥與悶熱。從全國11個城市聚集

北京的國家海洋局最高管理層的50位官員，召開中國國家海洋局10年來最大的

一次工作會議，會中令列席會議的記者驚訝的是，中國國家海洋局局長開始部署

今後幾年的海洋工作中，在“向海洋要水”一題中用了更多的“筆墨”。我們必

須看到沿海城市另一個優勢，由於他們面對海洋而使它們有了抵禦乾旱的能力，

但他們現在還沒有體會到這一點，沿海城市缺水仍然是事實，他們還在和周邊的

內陸城市一起使用著地表水，結果去年，沿海城市和部分內陸城市一樣，更廣泛

地採用了限水的辦法。 



 

據瞭解，不久前聯合國剛剛通過幾組調查，中國的水資源總量雖居世界第6

位，但因人口眾多，其人均佔有量僅居世界第109位。“在中國有10個省、市、

自治區的水資源已經低於了起碼的生存線，那裏的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不足1,000

立方米。”由此被聯合國認為，中國是13個貧水國家之一。 

與此同時，中國水利部在“全國主要缺水城市供水水源規劃報告”中指出，目前

中國全國有近300個城市缺水，其中有110個城市屬嚴重缺水，他們主要分佈在

華北、東北、西北和沿海地區。在這份報告中還指出，2010年後中國將開始進

入嚴重的缺水期。到2030年其缺水量將高達到400億立方米至500億立方米，

缺水高峰將隨即而來。 



 

“平頂房接水，地窖裏存水”將成為過去 

在山東，由於天不降雨，“平頂房接水，地窖裏存水”正在成為過去。在

一些地區，井蓋不得不又重新打開，在它的周圍，人們排起了長隊，但據當地人

說井水已經開始變鹹了。北京的沙塵暴同樣警示著沿海地區的人們，“我們的土

地正在板結，部分耕地正在鹽化，我們只好在它的上面種上草或其他什麼東西，

但不再是糧食。”由於過度開採地下水，海水入侵了山東沿海地區10餘個縣市

的500多平方公里土地。在濕潤的氣候條件下，沿海的空氣雖仍然清新，但海水

倒灌，卻讓更多的耕地不得不面對鹽漬的侵襲，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煙臺，一位出租司機說，嚴重缺水、土地鹽化是當地人始料不及的。濟南有關

方面表示，趵突泉不再噴水，緣於地下水資源嚴重匱乏，他們認為，即使不再使

用地下水，且每年向地下注入固定的淡水，要使水位恢復至從前，也需要長達

100年的時間。但事實上，乾旱讓人們不得不繼續大量地開採地下水源。在長島



水庫已經見底，人們只好在它的上面打了一口又一口水井。 

 

中國官方消息認為，導致沿海地區缺水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的密集化。據調

查，目前沿海城市數量已占全國城市總數的46％，其中大城市達50％以上，其

城市密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形成了滬甯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遼寧

中部和山東半島等城市密集區。由此帶來的是，11個沿海省市人口數量占全國

40％以上，工業產值占全國的64％，而城市用水中的80％是工業用水。有關方

面還做了估計，2010年前的沿海地區，還將新增電力至少在35,000MW以上，由

此每年還需多用優質水0.65億立方米。按照聯合國發佈的人均水資源最低標準

1,000立方米，目前大連、天津、青島、連雲港、上海等城市已處於嚴重缺水狀

況，專家預測，因水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每年將達數千億元。在中國工程院一份關

於“中國可持續發展水資源戰略研究”中指出，中國按正常需要，在不超採地下

水的情況下，缺水總量約為300億立方米至400億立方米，即使在雨季正常的年

份，也將有2億左右的農田受旱，其損失將超過洪、澇災害。 

19世紀爭煤、20世紀爭石油、21世紀爭水 

20世紀始，國際上就有“19世紀爭煤，20世紀爭石油，21世紀爭水”和“21世

紀國際投資與經濟發展，一看人，二看水”的說法。 

因此，一些國家在看到新世紀曙光不久，便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到了本世

紀末，又有人預言“21世紀是海洋世紀”。聯合國不止一次地向世界各國發出

警告，除非各國政府採取有力措施，否則到了西元2025年，世界上就將有近1/3

的人口（23億）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而事實上卻是，人類的生活用水量每

年正以接近5％的速度遞增。環保學家們再次考證的結果是，由於每15年用水

總量就向上大大翻昇，到2030年前，地球上將有1/3的人口面臨缺乏淡水資源危

機。進入90年代，中國缺水範圍也在不斷的擴大。所以中國國家海洋局提出，

要保證21世紀國民經濟和社會可以持續發展，開發利用海水是解決淡水危機的



有效途徑。在杭州，中國國家海洋局杭州水處理技術開發中心，40年前他們幾

乎與發達國家同步，開始研究海水淡化處理技術。20年後，又在天津成立了海

水淡化研究所，進入80年代末，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掌握海水淡化技術的少

數國家之一。 

 

杭州水處理技術開發中心表示，目前中國，反滲透法、蒸餾法、電解析法

都已達到了工業生產規模。反滲透法所消耗的能量比較低，蒸餾法則可以利用廉

價餘熱造水。近幾年，反滲透法技術日臻完善，國際上一些膜元件脫鹽率已達到

了99％以上。因此，一些發達國家和嚴重缺水的富裕國家已經制定了向海洋要

水的計劃。據統計，中國膜技術生產銷售企業已近百家，年產值亦可達20億人

民幣。 

限水雖亡羊補牢，仍為行之有效之策略 

在夏天，天津塘沽也實施了限用水辦法。天津市曾經表示，一個城市如果

只有一個水源是很危險的。連續兩年的乾旱讓威海再次面對缺水這樣一個事實，

於是，威海提出了限用水辦法，每人每月2噸，超出部分每噸收費40元。限水

雖然是亡羊補牢的作法，但仍不失為一個行之有效的策略。從那一刻起，威海家

家戶戶都動了起來，他們甚至把漱口水也攢積起來利用於沖廁所，由此威海的淡

水還可以再維持幾個月，但如果上天長期仍不降雨，威海人說：「那就麻煩了」。 



幾十年來，中國各地已經採取了一系列對策，興建了一批大型調水工程、

蓄水工程。但專家們認為，中國總體上是一個大貧水國，調水並不能使淡水總量

發生變化。地球表面74％被水覆蓋。其中海水佔全球水總儲存量的96.5％。中國

是一個海洋大國，有18,00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積。有

如此大的海洋，不該枕著烙餅挨餓。 

 

從50年代末，香港地區就開始把海水作為大眾生活用水。目前，僅有680

萬人口的香港地區，使用海水供應大眾生活用水每年就達2億立方米，佔全部生

活用水的75％。多年來，中國國家海洋局的海水淡化研究所和杭州水處理技術

開發中心，對海水作為大眾生活用水進行了系統研究，已經完成了海水進入城市

污水系統後混合污水的生化處理技術、大眾生活使用海水的海洋處置技術兩方面

研究。據瞭解，天津、大連的個別單位已經開始嘗試使用這一技術。一部分人雖

對喝淡化水表示懷疑，但卻毫不猶豫地喝下了。在北方，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在

整個夏季都忙於回答沿海城市的各種諮詢；而在南方，杭州水處理技術開發中心

在車間裏，剛剛組裝完畢長島訂購的“1,000噸/每天海水處理設備”，而車間外，

印度客戶的運水車已經等在那裏了。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表示，近兩年旱情嚴

重，沿海城市關心海水淡化的程度高於往年。入夏以來，每天都能接到有關諮詢

電話，但到目前還限於詢問階段。由於目前中國還採用的是福利水制，自來水價

多由政府補貼。因此，將淡化的海水作為商品進入市場目前尚無競爭力。 



海水淡化技術經過半個世紀的研究，技術已經日趨成熟化，其耗能指標也

下降了將近90％，但海水淡化成本仍在每噸4.5元至8元之間，而國際上目前每

噸也在0.67美元至2.5美元之間，與不包括水利投資的福利性水價1.4元至2.0

元/噸相比，價格確實偏高。所以，海水進入市政管線還需要政策扶持。當然也

有不少人對於喝淡化水表示懷疑，請他們品嚐時，開始時多數人動作遲疑，但事

後他們毫不猶豫地喝下了純淨水。事實上，純淨水採用的技術與海水淡化基本相

似。70年代以來，更多的沿海國家由於水資源匱乏，而捲入了海水淡化的發展

潮流。目前，無論中東的產油國還是西方的發達國家，都建有相當規模的海水淡

化廠。根據國際脫鹽協會的統計，到1997年底，全世界單台淡化水設備年產量

就已達83億立方米，佔世界淡水供應總量的千分之一，海水供養了1億餘人，

而且還在以10％至30％的年增長率攀升。 

海水淡化裝置的年銷售額到了90年代已達到了20億美元以上，且不斷有增

無減。目前海水淡化的國際市場主要在中東和地中海國家，南亞、中亞和非洲也

有眾多的海水淡化潛在用戶。國際脫鹽協會的另一則統計，到1995年底，中東

地區年產淡水43.2億立方米，歐洲年產淡水7.2億立方米，北美洲年產淡水10.8

億立方米，亞洲年產淡水8.28億立方米，非洲年產淡水3.6億立方米，另外，南

美洲和中美洲年產淡水也在3.6億立方米以上。 

海水淡化應用不夠廣泛，更多的是政策和認識也還沒有跟上。在大連長海縣的大

長山島鎮居住有3萬多名居民，但水源來源卻只有一座小水庫、兩口小方塘和四

眼深井，即使在正常年份，它們每日供給居民的淡水也不會超過1,000立方米。

當地官員說，按照一般人正常使用淡水的標準供應，居民每人每天定量就需要

100升，日供水量就得3,000立方米。嚴峻的缺水現實使他們不得不長期實行定

時供水制。最後長海縣終於痛下決心，委託中國國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與綜合

利用研究所設計，建成了1,000噸/日海水反滲透淡化工程。有一年，長海遇到了

歷史上少有的乾旱年，鎮上的水庫和那四口方塘全乾枯了，而海水淡化卻成了鎮

上惟一的水源。有了水當然就不一樣了，所以長海縣決定再集資興建海水淡化二

期工程。 

在長海海水淡化場的論證會

上，一位調研人員舉起了右手，這是

關鍵的一票。後來他說，有一天的雨

後，他走在去另一個地點的路上，恰

是放學，幾個孩子歡快地蘸著幾個巴

掌大小水窪裏的水擦臉洗手，走過去



一看卻是牛留下的腳印形成的小水窪。但不是所有缺水地方的百姓都有運氣喝到

淡化水。由於資金緣故，萬噸海水淡化工程已經擱淺，而在其他嚴重的沿海缺水

城市，人們仍在觀望。 

在沿海城市的邊緣，一些靠運水吃飯的島嶼還是走出了第一步，比較起16

元的運水費，他們選擇了海水淡化處理技術，當然省錢是最初的想法，但當水龍

頭重新打開的那一刻，他們的心也正在體會著：“我們終於有水喝了！” 

所以，“水－取之不盡”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們切勿繼續浪費水源或一

味等待上天賜予甘霖，而是更要積極提倡節水政策與落實開源方法，唯有如此，

我們才能真正遠離花錢買水或買不到水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