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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南水北调后海水淡化依然重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吴季松  
 

  2014 年 12 月 27 日，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余载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南水千里进

京，每年将为北京引来 10.5 亿立方米清水,京津冀地区水资源总量也由南水北调前的 258 亿立方

米增加到 315.6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从 239 立方米增加到 288.7 立方米、地表径流深从 118
毫米增加到 144.5 毫米，北方严重缺水的局面得到缓解。 
  南水北调后，有一种说法提出“海水淡化已经不重要了”。笔者认为，南水北调虽然可以缓

解水资源紧缺状况，但不可规避的是，通水后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仍未达到用水的最低限度，水资

源短缺还将面临长期压力。解用水之困，海水淡化依然至关重要。 
  用水未达最低限 南水北调并非一劳永逸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许多国家和地区用水需求日益增大，水资源短缺正在成为全球性

问题。目前，未受缺水困扰的只有加拿大、印尼等少数几个国家。 
  人类用水主要包括生活、生产和生态三个方面。笔者根据 46 个国家 852 个案例的统计平均

值组织制定的《生活与生产用水的水资源标准》（表一）中，水资源丰欠标准从高到低共分为丰

水、轻度缺水、中度缺水、重度缺水、极度缺水和可持续发展最低水资源量 6 个等级；《环境与

生态用水的水资源标准》（表二）则把环境、生态维系的水资源标准细分为适宜人类社会经济系

统发展、较好地维系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生态缺水地区 3 个标准。根据数字统计，京津冀地区水

资源总量由南水北调前的 258 亿立方米增加到 315.6 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从 239 立方米增加

到 288.7 立方米、地表径流深从 118 毫米增加到 144.5 毫米。数据显示，南水北调后，京津冀地

区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仍未达到最低限度，生态水也难以维系森林生态系统。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每年超采地下水 5 亿立方米，并从河北购水 3.5 亿立方米。南水北调

后北京一年实收 10.5 亿立方米水，用于填补上述的两部分亏空后，实余 2 亿立方米，用于支撑人

口增加后的供水需求以及河流的生态修复。因此，南水进京后北京的人均生活、生产用水量没有

增加，水资源仍然告急。 
  近十年来，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 1999 立方米，一直面临中等缺水的窘境。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也出现中度程度缺水，而“引江济汉”，就需在长江沿岸扩建污水处理厂，

从经济效益考虑不太划算。所以，总体而言，南水北调并非一劳永逸。 
  几大特性显优势 缺水可由海水淡化补充 
  与南水北调相比，淡化海水是直饮水，类似纯净水，只是缺少了一些陆地淡水含的矿物质和

其他对人有益的物质，淡化海水的含盐量较低，尤其是钙、镁等离子含量明显低于陆地水。不过

首先这些微量元素是可以补充添加，其次作为饮用水来说，淡化海水要与原陆地淡水混合使用，

比例不超过 1/3。目前全世界有超过 2 亿人使用淡化水作为饮用水，中东等地区大规模使用淡化

水作为饮用水已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出现对人体健康不利的报道。 
  从生态影响来看，海水淡化对环境的主要影响在于浓盐水排回大海后，如果不能快速扩散，

会造成盐度升高，影响近海海洋生态。通过优选厂址，以及有效的浓盐水排放安排，可以解决这

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海水淡化厂址附近有足够面积的盐场接纳浓盐水，就可以实现循环经济，一

举两得。 
  从生产成本来看，对于建在渤海湾沿岸的日产 10 万吨（即 3650 万立方米/年）以上的海水淡

化厂，出厂成本在 5 元～6 元/吨。对于日产百万吨的海水淡化工程，由于规模效益的作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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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显著低于日产 10 万吨的海水淡化工程。还可充分优化投融资结构，争取优惠能源价格、财

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进一步降低成本。 
  从输水的成本来看，由于输水技术成熟，短期内成本和价格会保持稳定。对于向天津供水的

100 万吨/日（3.65 亿立方米/年）海水淡化输送工程，不计工程投入输送成本约为 0.6 元/吨，因此

远距离输送是不经济的。 
  从京津冀协同方面来看，假设建设向北京供水 100 万吨/日（3.65 亿立方米/年）淡化海水输

送工程，工程投资约为 80 亿元，输送成本约为 2 元/吨；建设向天津输送 100 万吨/日（3.65 亿立

方米/年）的淡化海水工程投资仅约为 15 亿元。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同时向北京、天津供水，如果

将天津的供水份额给北京，用海水淡化解决天津的缺水问题，无论是从经济还是技术角度都比较

合理。 
  从全球气候变迁来看，海水淡化是必然趋势。其一，全球气候变迁产生了淡水变海水的大气

运动。海水淡化是增加地底淡水总量最根本的方法。但是，海水淡化不仅大量耗能，占成本的 40%
以上，而且如果用碳氢能源淡化海水，又造成了大量二氧化碳的释放，加剧了温室效应。其二，

受控热核聚变是我国最终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最重要手段。乐观估计，2040 年前受控热核聚变能可

进入商用阶段，这种新能源价格比现有能源低 3/4。利用受控热核聚变的商用能源，海水淡化的

成本就可降低 1/3 以上。海水淡化的另一个主要成本——过滤膜的成本，随着新材料科学技术的

发展，到 2030 年将下降 2/3（包括价格的降低和寿命的延长），届时海水淡化的成本可以降到 2
元/吨以下，大规模海水淡化成为可能，从而低于南水北调的实际价格。同时，无需在水源地和沿

途投入大量的治污成本，就可保证水质。 
  政策利好产业发展 海水淡化亟待解决三大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国办发【2012】13 号）》提出，2015 年

我国海水淡化能力要达到日产 220 万立方米～260 万立方米，在加快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同时，

还需注意三大问题。 
  一是在海水淡化成本未低于南水北调之前，不宜急于扩大规模。海水淡化产业大发展不等于

盲目发展，不能急于扩大规模。首先，节约用水是第一位，即使海水是无尽的资源，多用水也意

味着要产生大量的污水，多建污水处理厂，进而加大投资、扩大占地规模、增大能耗。其次，我

国能源目前以煤炭为主，耗能和污水处理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加剧温室效应，加剧淡水变

海水的趋势，形成恶性循环。其三，在目前海水淡化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经济成本。 
  二是研究淡化水与江河湖库水、地下水的水质差异，避免饮用水缺少某种成分影响人体健康。

淡化海水清洁无害已被实践证实，但是不同地区饮用水的来源各不相同，包括江河湖库和地下水。

因此，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对原用江河水、湖泊水、水库水和地下水的不同地区的人饮用

海水做科学研究，以确定掺入淡化海水的比例，确保人民健康。 
  三是在某些地区，如渤海等与公海水交换速度不高的浅滩海域，要研究大规模抽海水后对近

海生态的影响。海水淡化取自近海，不能以为与大海相连，有无限的补充与净化能力，就忽视对

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对于与公海水交换速度不高的内海和浅海尤其值得注意，我国的近海污染

已经相当严重，大量取水排盐，会打破近海生态平衡，对近海海生动植物生态系统产生较大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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