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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商洛市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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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制定出有效的水源地 可 持 续 发 展 策 略，保 证 水 源 地 生 态、经 济、社 会 和 谐 发 展。运 用ＳＷＯＴ
分析法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建立了商洛市水源地ＳＷＯＴ矩阵模型，确定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策略，并提出了

商洛市水源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４类策略取向。通过对商洛市水源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

更清晰地分析，形成了一系列备选的策略，不 同 水 源 地 可 结 合 实 际 情 况，择 优 实 施。该 研 究 结 果 对 其 他 水

源地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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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人 们 对 水 资 源 数 量 和 质 量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高，而可利用的淡水资源是有限的。同时，水资源浪

费及水污染日益严重，水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形成了

尖锐矛盾。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是解决水资源供

求矛盾的有效途径。众所周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

解决华北水资源危机的一项重大跨区域水资源调配

工程，中线工程的兴建，一方面给水源地农业生产、工
业发展、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

面也给水源地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因此，如何实现中

线工程水源地的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

ＳＷＯＴ矩阵分析法是一种综合考虑事物内部条

件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因素，并加以全面系统的评价、
分析和研究，从而制定正确战略的方法。区域经济学

者将ＳＷＯＴ分析方法运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的制

定，分析区域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得出综合判

断，从而为确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打下基础。本研

究基于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商洛市水源地ＳＷＯＴ因

素的分析，借鉴ＳＷＯＴ矩阵分析法提出适合商洛市

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的备选策略，以期对中线工程水源

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１　ＳＷＯＴ分析法及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

１．１　ＳＷＯＴ分析法

ＳＷＯＴ分 析 法 又 称 为 态 势 分 析 法，它 是 由 旧 金

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提出来的，
是一种能够较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单位现

实 情 况 的 方 法［１］。ＳＷＯＴ 分 别 代 表：优 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劣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机会（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挑战

（ｔｈｒｅａｔ）。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

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

相应的 发 展 策 略、计 划 以 及 对 策 等。从 整 体 上 看，

ＳＷＯＴ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ＳＷ，主要用来分

析内部条件；第二部分为ＯＴ，主要用来分析外部条件。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值得发扬

的因素，以及对自己不利的、要避开的东西，发现存在

的问题，找出解决办法，并明确以后的发展方向。

１．２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

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

的实质是谋求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社会

发展的协调一致，水资源既是宝贵的经济资源，又是

构成环境的基本要素，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中占据

重要位置。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兼顾满足国民经济需水

和生态环境需水，水资源配置应立足于水资源的持续

利用。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观念出发，协调发

展进程中的人地关系和人水关系。兼顾除害与兴利、
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在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两方面进行权衡，合理分配社会经济用水与生

态环境用水［２－３］。根据自然规律和经 济 规 律，在 社 会

经济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寻求平衡，在水

资源高效持续利用的资金需求和社会经济承受力之

间寻求平衡。

２　商洛水源地发展的ＳＷＯＴ因素分析

２．１　水源地可持续发展优势分析（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丰富的 生 物 资 源。商 洛 市 水 源 地 生 物 资 源

比较丰富。据调查统计，有野生油料、纤维、淀粉、林

果、中药材、化工原料等１　２００多种。宜林面积１．５３
×１０６　ｈｍ２，占该区土地面积的７０％。商洛地区中草

药种类达１　１１９种。
（２）富裕的 矿 产 资 源。商 洛 市 水 源 地 蕴 藏 着 较

为丰富的矿产。截至１９９９年底，该区已发现各类矿

产６０种，开 发 利 用 的５０种，已 探 明 矿 产 储 量 的４６
种。其中大型矿床１５处，中型矿床２４处，潜在价值

８００多亿 元。探 明 储 量 居 全 省 首 位 的 有 铁、钒、钛、
银、锑、铼、水 晶、钾 长 石 等２０种，居 第 二 位 的 有 铜、
锌、钼、铅等１３种。具有矿种多、分布广、找矿和开发

利用潜力大的特点。
（３）良好的 生 态 资 源。商 洛 地 区 的 森 林 覆 盖 率

达到５２．４％，山清水秀，蓝天白云，空气清新，是陕西

省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生

态旅游，建设生态居住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４）深厚的文化传承。商洛地区文化底蕴深厚、

人文资源丰富，有众多名胜古迹，包括洛南猿人遗址、
“商鞍封邑”遗址、秦国要塞武关、武周大云寺、明代修

建的东龙山双塔、李自成屯兵养马的“闯土寨”、清代

“船帮会馆”等。该区曾是秦、晋、楚三国交汇的地方，
区域文化、历史遗产、民风民俗方面的交融显现出独

特的风格，特别是现代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该地区作家

群在全国享有盛誉。
（５）显著的 区 位 优 势。商 洛 水 源 地 位 于 陕 西 省

东南部、秦岭东段南麓，毗邻湖北、河南、北临潼关，南
通巴蜀，东连中原，西达西安市，现为长安东南门户，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这种优势的地理位置为商洛依

托毗邻省份和地区共同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商洛加快了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步伐。沪

陕、包茂、福银三条穿越该区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在商

洛境内的通车总里程将达到３５５ｋｍ。商洛地区也将

成为陕西省１１个市区高速公路网最为密集的城市。

２．２　水源地可持续发展劣势分析（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１）工业化 程 度 低。商 洛 市 市 内 没 有 大 型 的 工

业企业，现有企业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装备落后。
其工业化程度较低主 要 表 现 在 以 下 两 个 方 面：① 工

业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结构上畸重畸轻。② 企

业综合竞争力亟待提高。不少工业企业尚未根本改

变高耗能、高物耗、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企业规

模较小，其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引
进国外资金尚未实现新突破。

（２）耕地资源稀缺。商洛市水源地是一个“八山

一水一分田”的贫困山区，基础设施落后，人均占有有

效耕地资源稀缺，人均有效耕种面积和灌溉面积少。
（３）劳动力 大 量 剩 余。商 洛 作 为 南 水 北 调 工 程

中线主要水源地，为了保障流域的生态安全、保障流

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

力，且随着退耕还林步伐的加快和许多高污染企业的

停产，劳动力大量剩余且整体素质低下。
（４）思想观 念 落 后。人 才 是 经 济 发 展 最 重 要 的

要素之一。但 是，商 洛 地 区 不 仅 内 生 型 人 才 严 重 不

足，而且人才外流现象也很突出，人才严重匮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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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落后是商洛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在一些经济

落后和偏僻的地区，农民仍然受小农经济的影响，习

惯于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形成了安于现状，不求进

取的思想。
（５）居民收入偏低。在２００８年全省８３个县、２４

个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排序中，商州区位居２４个区的

第２２名，６县中没有一个进入上游前２８名，居 中 游

２９～５６位的有柞水、镇安、洛南等县，居下游５７～８３
位的有商南、山阳、丹凤等地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整

体靠后。

２．３　水源地可持续发展机遇分析（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１）南水北调的名 片 效 益 提 高 商 洛 水 源 地 的 知

名度。中线工程作为一项举世闻名的大型水利工程，
将吸引国内外广泛关注水源基地，各大新闻媒体对水

源地的频繁 报 道，各 级 行 政 部 门 对 水 源 地 的 深 入 调

查，极大提升了商洛市水源地的知名度。知名度和所

受到的关注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它一旦和水

源区的水资源优势、旅游资源优势、生物资源优势、生
态价值优势相结合，将对水源区招商引资、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产生重要的影响。
（２）一江清水的生 态 效 益 给 商 洛 带 来 绿 色 通 行

证。纵观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市场竞争态势，绿
色经济已成为２１世纪经济的主导形态，生态竞争已

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模式。发达国家实施生态

竞争优先于市场竞争的策略，大打绿色贸易牌，发展

我国在生态竞争中则处于弱势地位水源区创建绿色

经济，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实施，又有利于与

国际接轨，迎接“绿色贸易”的挑战，获取更多的进入

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从而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３）有利于争取国 家 更 多 的 政 策 和 项 目 资 金 扶

持。为了搞好水源保护，国家将会给予一定的扶持和

补偿等优惠政策。争取有关部门和沿途受益区的对

口支援，可以靠一大批项目的启动和支持，高起点调

整优化县域经济结构，为商洛市水源地可持续发展注

入活力，备足后劲。

２．４　水源地可持续发展挑战分析（ｔｈｒｅａｔ）
（１）水源地 发 展 受 限。商 洛 市 水 源 地 为 了 保 护

水源，关闭了一批污染不合格的矿山企业和皂素化工

企业；在矿产开发、企业投资上的要求很高，许多企业

面对苛刻的环保要求，望而却步。
（２）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商洛地区因水源地保护

而进行退耕还林，同时相应的减少了商洛地区的人均

耕地面积，使得其人均耕地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人增地减不可逆转的大前提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实施，无疑极大加剧了商洛地区人地矛盾的突出性。

（３）地方财 政 负 担 加 剧。为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的 水

源地，为保护水源而“禁伐”林木、控制水产养殖水域

面积、关停了一批骨干财源企业，地方财政收入急剧

减少。同时，在保护水源地工作中，商洛市水源地实

施天保、退耕、造林、飞播、育林、种苗等生态保护工程

以及建设或计划建设一批城市垃圾、污水处理公用设

施，使地方财政开支增加，加重了地方财政的困难。
（４）不安定 因 素 增 多。商 洛 地 区 因 水 源 保 护 而

关闭的企业众多，同时相应的增加了商洛地区的失业

人数，带给输水地政府巨大的社会压力，无形中增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关停企业职工的下岗和再

就业问题、水源影响区移民安置问题、财政减收后干

部职工工资的发放问题等都将很难把握和处理，各种

不安定因素日趋增多，必然加重了社会稳定的难度。

３　商洛市水源地的ＳＷＯＴ矩阵模型和

可持续发展策略

３．１　商洛市水源地的ＳＷＯＴ矩阵模型

根据商洛市水源地ＳＷＯＴ因 素 分 析 可 以 看 出，
商洛市水源地的优势明显，机遇良多，劣势突出，威胁

很大，但机会犹存，发展前景光明。运用由ＳＷＯＴ因

素组合而成的２×２矩阵图（图１）可以更清晰地梳理

商洛水源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以便在

决策中发挥优势因素，抓住机会因素，克服劣势因素，
化解和规避风险因素［３］；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

来，采取系统分析和综合分析法，将各种因素相互匹

配并加以组合剖析，可以形成一系列备选的策略（表

１），不同水源地可结合实际情况，择善实施。

图１　ＳＷＯＴ矩阵分析图

３．２　基于ＳＷＯＴ矩 阵 分 析 的 商 洛 水 源 地 可 持 续 发

展策略取向

从商洛市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的ＳＷＯＴ矩阵模型

（表１）可以看出，ＳＷＯＴ矩阵可组合为４类水源地可

持续 发 展 策 略：优 势—机 会（ＳＯ）策 略、劣 势—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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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策 略、优 势—威 胁 （ＳＴ）策 略、劣 势—威 胁

（ＷＴ）策略。

３．２．１　优势—机会（ＳＯ）策略（增长型策略）
（１）以调水 为 契 机 发 展 生 态 旅 游。商 洛 水 源 地

应该将南水北调的名片效益与自身旅游资源优势相

结合，坚持走建设精品景区的路子，以建设西安地区

“后花园”为目标，整合生态、人文旅游资源，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
（２）建设水源保护区“绿色水源”工程。“绿色水

源”是对供水水源的安全性表述，反映的是水源地有

着良好的生 态 环 境 屏 障，能 够 为 城 市 发 展 提 供 可 持

续、足量、优质的水资源［４］。商洛水源地可以 坚 持 生

态优先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在治理水土流失、绿

化、美化环境，提高生态质量和环境品位的基础上，结
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达到保护水源的同时，保证

流域粮食安全、水环境安全、景观协调，以促进商洛经

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３）把握机 遇 建 设 商 洛 生 态 山 水 城 市。商 洛 水

源地把握机遇，保护好水环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科
学高标准规划开发生态旅游，充分展现山、水、城、人

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把商洛市建设成全国优秀的生

态山水城市［５］。

表１　商洛水源地可持续发展的ＳＷＯＴ矩阵模型

发

展

因

素

自身优势（Ｓ）　　　 自身劣势（Ｗ）　　　 外部机遇（Ｏ）　　　 外部挑战（Ｔ）　　　

（１）丰富的生物资源
（２）富裕的矿产资源
（３）良好的生态环境
（４）深厚的文化背景
（５）显著的区位优势

（１）工业化程度低
（２）耕地资源稀缺
（３）劳动力大量剩余
（４）思想观念落后
（５）居民收入偏低

（１）南水北调的名片效益提高

商洛水源地的知名度
（２）一江清水的生态效益给商

洛带来绿色通行证
（３）有利于争取国家更多的政

策和项目资金扶持

（１）水源地发展受限
（２）人地矛盾更加突出
（３）地方财政负担加剧
（４）不安定因素增多

可

选

策

略

优势—机会（ＳＯ）策略
（增长型策略）

劣势—机会（ＷＯ）策略
（扭转型策略）

劣势—威胁（ＷＴ）策略
（规避型策略）

优势—威胁（ＳＴ）策略
（防御型策略）

借助优势利用机会 借助机会扭转劣势 避开劣势和威胁 借助优势战胜威胁

（１）以 调 水 为 契 机 发 展 生 态 旅

游〔Ｓ（３），Ｓ（４），Ｓ（５），Ｏ（１），Ｏ（２）〕
（２）建 设 水 源 保 护 区“绿 色 水

源”工程〔Ｓ（３），Ｓ（４），Ｏ（２），Ｏ（３）〕
（３）把 握 机 遇 建 设 商 洛 生 态 山

水 城 市 〔Ｓ（１），Ｓ（３），Ｓ（４），Ｏ（１），
Ｏ（２）〕

（１）强化机遇意识，做好劳务

输出〔Ｗ（３），Ｗ（４），Ｗ（５），Ｏ（１），
Ｏ（３）〕
（２）转变观念，发展环保产业
〔Ｗ（１），Ｗ（３），Ｗ（４），Ｗ（５），
Ｏ（２），Ｏ（３）〕
（３）建 立 商 洛 水 源 地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Ｗ（１），Ｗ（２），Ｗ（３），
Ｗ（４），Ｗ（５），Ｏ（２），Ｏ（３）〕

（１）发 展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Ｗ（１），Ｗ（３），Ｗ（５），
Ｔ（１），Ｔ（２），Ｔ（４）〕
（２） 优 化 投 资 化 境
〔Ｗ（１），Ｗ（３），Ｗ（４），Ｔ（１），
Ｔ（３），Ｔ（４）〕

（１）着 力 培 养 壮 大 特 色

产 业 〔Ｓ（１），Ｓ（２），Ｓ（５），
Ｔ（１），Ｔ（３），Ｔ（４）〕
（２）生 态 立 市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Ｓ（２），Ｓ（３），Ｓ（５），
Ｔ（１），Ｔ（３），Ｔ（５）〕

３．２．２　劣势—机会（ＷＯ）策略（扭转型策略）
（１）强化机遇意识，做好劳务输出。依托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建设北京、天津等受水地区劳务基地，加
快劳力型劳务输出向技能型劳务输出转变，提高外出

务工人员创收能力，打响商洛 地 区 特 色 劳 务 品 牌，推

动水源地富余劳动力向外转移［６］。
（２）转变观念，发展环保产业。国家对中线水源

地提出的 更 高 环 保 要 求，可 以 使 水 源 地 借 机 提 高 认

识，转变观念，紧紧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提升

产品科技含量，加强自主知识 产 权 的 研 发，形 成 具 有

水源地特色的环保产业。
（３）建立 商 洛 市 水 源 地 生 态 补 偿 机 制。南 水 北

调中线工程在给商洛水源地带来发展 机 遇 的 同 时 也

对商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立
足“能调水、调好水、长调水”，以 生 态 建 设 为 先 导，以

保护源头水质为重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商洛水源地

生态补偿机制，不仅是水源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和支撑［６］，也是确保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效益的重要 基 础 和 策 略 举

措，意义重大。

３．２．３　劣势—威胁（ＷＴ）策略（规避型策略）
（１）发展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商 洛 市 水 源 地 劳 动

力资源相对丰裕，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 多 的 廉 价 的 劳 动 力，减

少 使 用 昂 贵 的 资 本，其 产 品 相 对 来 说 成 本 就 比 较

低［７］，因而具有竞 争 力，利 润 从 而 可 以 作 为 资 本 积 累

的量也就较大。
（２）优化投资化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充分展

示商洛地区山清水秀、生态良 好、环 境 优 美 的 对 外 形

象；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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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 的 投 资 者 来 商 投 资，为

商洛水源地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３．２．４　优势—威胁（ＳＴ）策略（防御型策略）
（１）着力 培 养 壮 大 特 色 产 业。充 分 发 挥 商 洛 地

区生物资 源 和 生 态 资 源 优 势，以 开 拓 西 安 市 场 为 重

点，加大系列营养型、保 健 型 绿 色 食 品 开 发 力 度。依

靠科技和管理，加快基地规模化、生产标准化、产品无

公害化发 展 步 伐，开 发 富 有 商 洛 特 色 的 绿 色 食 品 基

地，培养壮大绿色食品企业，打造商洛绿色食品品牌。
（２）生态 立 市 发 展 循 环 经 济。生 态 环 境 是 商 洛

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处理好发展与生态环境的

关系，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发 展 的 良 性 循 环，是 实 现

可持续发展的 长 期 任 务［８］。循 环 经 济 可 以 变 资 源 环

境和经济发展两难为“双赢”，有利于 经 济 社 会 全 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商洛市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

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商洛市独特的生态资源得以持

续利用，推动商洛水源地走上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４　结 论

在跨流域调水工程中，供水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水源地的发展与否直接

关系到供水水量和水质。作为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水 源 地

之一的商洛，在因保护水源发展受限的同时也面临着

发展区域经济的良好机遇。随 着 南 水 北 调 中 线 工 程

的实施，国内外对水源地的广 泛 关 注，水 源 地 一 江 清

水的生态效益以及国家给予水源地的 优 惠 政 策 等 都

会使商洛市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迎来众多的机遇。
通过对影响商洛市 水 源 地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因 素 进

行ＳＷＯＴ矩阵分 析，从 而 有 效 地 将 商 洛 地 区 水 源 地

的策略规划目标与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区域内

部资源、外部环境进行有机整 合，明 确 商 洛 地 区 面 临

的机遇和挑战，转化相对劣势，改造可能威胁，发挥最

大优势，赢得发展机会，进一步 推 动 商 洛 市 水 源 地 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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