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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水型城市水资源承载力变化与提升途径
———以南京市为例

朱 岭，郝丽莎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丰水型城市既有一般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特征，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分析城市水资源特性及

利用方式的基础上，以丰水型城市南京市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分析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南京城市水资源

承载力的变化过程。结果表明，南京城市水 资 源 承 载 力 总 体 上 呈 增 长 态 势，大 致 处 于 适 载 范 围 内，但 承 载

力有限、波动明显。采用敏感性分析法分析了影响承载力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而选择人均ＧＤＰ、万元ＧＤＰ
用水量、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和污水处理率４项敏感性指标，开展了水资源承载能力提升途径的情景分

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提高生产、生活用水效率，节约宝贵水资源，辅以污水处理率的稳步提升是丰水型城

市稳定和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途径，并根据不同城市类型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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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城

市供水的源泉，世界著名城市几乎都建在水源丰富的

大江大河旁边［１］。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 镇 用

地面积扩张，众多湖泊河网衰退消亡，原有的河道水

系被人工排水管网所代替，减弱了城市水体的蓄水排

涝和纳污自净能力，加之城市下垫面的不透水面积大

大增加，导致 城 市 地 区 的 雨 洪 流 量 大、洪 峰 高、历 时

短，洪 涝 灾 害 的 发 生 频 率 与 强 度 呈 现 逐 渐 增 加 趋

势［１－３］。同时，城市人口的增 加、工 业 的 迅 猛 发 展，对

水资源的需 求 量 不 断 增 加，水 资 源 供 需 矛 盾 愈 发 突

DOI:10.13961/j.cnki.stbctb.2014.06.064



出；相应地，城市污水产生量大、排放相对集中，对自

净能力已然弱化的城市河网水环境造成严重压力［１］。
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水资源短

缺、洪涝灾害加剧以及水环境恶化等城市水问题将日

益严峻，必将削弱城市水资源对城市人口与社会经济

发展的承载能力，因而，考察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变

化，从中找出提升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途径和对策，
就显得日益紧迫了。丰水型城市是指年平均拥有总

水量丰富的城市。虽然丰水型城市的水资源并不短

缺，但用水多的必然结果是排污多，势必给城市给排

水系统和水环境造成极大压力，容易导致城市的水质

型缺水。因此，丰水型城市既有一般城市的水资源承

载力特征，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分析丰水型城市水

资源承载力的变化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加深

对丰水型城市的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管理的认识，提
高其水资源承载力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市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多

年平均气温１５．４℃，降水量较为丰沛，到２０１０年，多
年平均降水量１　０８１．９ｍｍ，属平原水网地区，年平均

地表水资 源 量２．２１×１０９　ｍ３，年 平 均 地 下 水 资 源 量

６．４４×１０８　ｍ３，年平均水资源总量２．９０×１０９　ｍ３。此

外，南京地区过境水量十分丰富，主要来自于长江、水
阳江、秦淮河、滁河，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可 达９．２２×
１０１１　ｍ３，是典型的丰水型城市。同时，南京是长江三

角洲重要的 区 域 中 心 城 市 之 一，是 我 国 经 济 最 为 发

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南

京已成为以电子、汽车、化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综合

性工业基地。截至２０１１年末，南京的城镇常住人口

达到６４６．５４万人，城镇化率达到７９．７３％，城市社会

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因此，以南京

地区为例，开展丰水型城市的水资源承载力变化及提

升途径分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可借鉴性。本研究

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作 为 研 究 时 段，在 近２０ａ中，长 江

中下游降水量普遍较往年偏少，所选研究时段属于南

京降水系列的偏枯年份，虽其丰水型特点依然明显，
但不会因水资源量高于多年平均水平而导致其水资

源承载力偏高，从而保证了分析结果的代表性。

１　城市水资源承载力内涵与评价方法

界定

　　水资源承载力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现有

研究 对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的 内 涵 界 定 大 体 可 分 为 ３
类［２，４］：水资源的最大支撑能力［５－６］、最大支撑规模［７－８］

和最大开发容量［９］。最大支撑能力是评价水资源对

区域一段时期内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模的支撑程

度，反映发展规模是否合理；最大支撑规模反映在承

受能力限度内的最大发展规模；最大开发容量”则是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最大的发展规模［４］。由于水资源

承载力的影 响 因 素 较 多［１０］，彼 此 之 间 的 作 用 关 系 复

杂，因而，要求测水资源的最大支撑规模和最大开发

容量，一般需要建立多目标规划模型或系统动力学模

型，这两种模型的结构复杂，变量众多，对数据的需求

量也很大。而对水资源最大支撑能力的评价，一般通

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灰色关联

系数等综合评价方法，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水资源承

载能力的评判，能够较好地解决水资源承载力评价的

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问题，也适宜开展长系列的年际

比较和变化分析。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水资源对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支撑作用的变化情况，确定其关键影

响因素，并不具体分析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因

而，可将城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的 内 涵 界 定 为 一 段 时 期

内，在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前提下，水资源对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支撑程度。其中，所研究的

城市，特指城市建成区，不包括农业生产地域。
目前，学者们对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亦大体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采用多目标规划和系统动力学

方法，测度水资源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承载

规模［２－３，６，１１－１２］，另一 类 是 采 用 综 合 评 价 法，评 价 水 资

源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程度［１３－１４］。由于一般

情况下，城市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流域，而采用系统

动力学和多目标规划法计算城市最大社会经济发展

规模时，则需要满足流域或更大区域尺度上的水资源

承载能力要求，即其所研究的实质上是基于一定水资

源边界条件的区域，而不是特定的城市建成区［３］。而

在城市水资源最大支撑能力的综合评价研究中，评价

指标体系所体现的城市性亦不足［１３－１４］。因而，本研究

拟在进一步完善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体系的基

础上，对南京地区多年的城市水资源承载力及其变化

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２　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

根据城市水资源的特性及利用方式，构建了城市

水资源承载力的指标体系。首先，城市水资源承载力

最显著区别于其他类型地域之处，就在于城市下垫面

情况改变所 带 来 的 水 文 效 应 变 化［１，３］；其 次，有 限 的

水资源量和无限的城市用水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城市

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矛盾之一，因而，一方面要考察

城市的水资源量情况，另一方面则要考察城市的需水

规模和利用效率［１５－１６］；第三，由于城市径流的产流和

汇流较天然条件下发生很大变化，因而，人工水循环

系统、特别是排水系统对雨洪的导流、配置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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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巨大［１，３］，即排水设施的发展水平也应是重要

的考量指标；此外，由于水质污染使水资源不能进入

再生的良性循环，是影响城市供水和水环境的又一重

要问题，因而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应以“治污为本”为

原则，强调污水净化和排污水质控制［１］。基于以上分

析，本研究构建了３个子系统、９个指标的城市水 资

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选取理由详见表１。指标

中包括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两类，正向指标值越大，
对水资源承载能力压力越小；反向指标值越小，对水

资源承载能力压力越小。所采用的各项指标数据分

别来源于历 年 年 南 京 市 统 计 年 鉴、南 京 市 水 资 源 公

报、江苏省统计年鉴和江苏省水资源公报（表２）。

表１　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Ａ 准则层Ｂ 指标层Ｃ 选取理由　　　　　　　

城
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Ａ

城市下垫面变化情况Ｂ１
＊城市化率Ｃ１１ 反映城市化进程

建成区绿化率Ｃ１２ 反映城市下垫面情况，进而反映对地表径流产流的影响

城市水资源供需情况Ｂ２

人均水资源量Ｃ２１ 反映城市发展的水资源基础

＊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Ｃ２２ 反映城市生活用水需求水平

＊城市常住人口增长率Ｃ２３ 反映城市社会发展和生活用水需求的增加速度

＊人均ＧＤＰ　Ｃ２４ 反映经济发展的水资源需求水平

＊万元ＧＤＰ用水量Ｃ２５ 反映水资源的经济利用效率，间接反映了水资源的重复利用水平

城市人工水循环情况Ｂ３
排水管道长度Ｃ３１ 反映城市防洪、排污水平，间接反映雨污分流和城市自产水水平

污水处理率Ｃ３２ 反映城市水环境保护水平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潜力

　　注：标有＊的指标为反向指标，其他为正向指标。

表２　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评价数据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Ａ

Ｂ１
Ｃ１１／％ ７８．００　 ７６．８０　 ７７．００　 ７７．２０　 ７７．９０
Ｃ１２／％ ４５．４９　 ４５．９２　 ４６．１２　 ４４．１１　 ４４．３８

Ｂ２

Ｃ２１／１０８　ｍ３　 ３４１．７０　 ３３４．８２　 ３１０．４５　 ４４０．１６　 ４６４．１８
Ｃ２２／Ｌ　 ２３９．９６　 ２３４．４１　 ２５２．０４　 ２６２．４１　 ３１４．８０
Ｃ２３／％ ４．４８　 ３．３６　 ２．５８　 １．６５　 ４．４１
Ｃ２４／元 ４０　０７２　 ４５　７４３　 ５０　８５５　 ５５　２９０　 ６５　２７３
Ｃ２５／ｍ３　 １５２．３４　 １２２．３１　 １０９．８２　 ９６．３８　 ８６．００

Ｂ３
Ｃ３１／（ｋｍ·ｋｍ２） ４５．４９　 ４５．９２　 ４６．１２　 ４４．１１　 ４４．３８
Ｃ３２／％ ８３．２０　 ８３．５８　 ８５．９６　 ８７．５０　 ８８．８２

３　承载力评价及变化分析

基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

来量化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并确定其等级。模糊

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９］：有限域Ｕ＝｛ｕ１，ｕ２，…，ｕ９｝，
代表上述９项综合评价指标集合；Ｖ＝｛ｖ１，ｖ２，ｖ３｝，代

表评语集合，即将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各项指标

划分为３个等级标准，其中ｖ１ 表示承载能力高，ｖ２ 表

示承载能力适中，ｖ３ 表示承载能力低（表３）。为量化

评语的３个等级标准，可对ｖ１～ｖ３ 进行０～１区间的

评分，其中α１＝０．９５，α２＝０．５，α３＝０．０５。Ｗ＝｛ｗ１，

ｗ２，…，ｗ９｝，表示评价指标ｕｉ 的权重，根据层次分析

法［１７］，求出各 指 标 权 重（表４）。Ｒ 为 单 指 标 评 价 矩

阵，其中ｒｉｊ表示指标ｕｉ 的评价对Ｖｉ 的隶属度。综合

评判结果矩阵为Ｂ＝Ｗ·Ｒ，式 中Ｂ＝｛ｂ１，ｂ２，ｂ３｝，是

Ｖ 上的模糊子集，表示综合 评 判 结 果，ｂｊ 为 各 等 级 隶

属度，其中系数较大者则代表水资源承载能力属于该

级别的程度较高。进而，利用公式：Ａ＝α１ｂ１＋α２ｂ２＋
α３ｂ３，计算基于综合评判结果矩阵Ｂ的水资源承载力

综合评分值Ａ，Ａ值越高，表明水资源承载力越强［９］。

表３　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指标等级标准

指标　　　
指标等级标准

高承载力ｖ１ 中承载力ｖ２ 低承载力ｖ３
Ｃ１１／％ ＜６０　 ６０～８０ ＞８０
Ｃ１２／％ ＞６０　 ４０～６０ ＜４０
Ｃ２１／１０８　ｍ３ ＞５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３００
Ｃ２２／Ｌ ＜２００　 ２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
Ｃ２３／％ ＜１　 １～３ ＞３
Ｃ２４／万元 ＜４　 ４～８ ＞８
Ｃ２５／ｍ３ ＜５０　 ５０～３００ ＞３００
Ｃ３１／（ｋｍ·ｋｍ－２） ＞１０　 ５～１０ ＜５
Ｃ３２／％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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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Ｃ１１（ｕ１） Ｃ１２（ｕ２） Ｃ２１（Ｕ３） Ｃ２２（ｕ４） Ｃ２３（ｕ５） Ｃ２４（ｕ６） Ｃ２５（ｕ７） Ｃ３１（ｕ８） Ｃ３２（ｕ９）

权重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１３

　　根据以上方法，可得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南 京 城 市

水资源承 载 力（表５）。由 此 可 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南

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总体上呈增长态势，大致处于适

载范围内；其中，２００８和２０１０年，南京城市水资源承

载力略有 回 落。可 见，南 京 城 市 水 资 源 承 载 能 力 有

限，且呈波动走势，表明影响南 京 城 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的正向指标还有上升空间，而负向指标亦有待进一步

控制。

表５　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综合评价结果

年份 ｂ１ ｂ２ ｂ３ 综合评分值Ａ

２００６　 ０．１３５　 ０．６１０　 ０．２５５　 ０．４４６

２００７　 ０．１３６　 ０．６３７　 ０．２２７　 ０．４５９

２００８　 ０．１１１　 ０．６６０　 ０．２２８　 ０．４４７

２００９　 ０．１４９　 ０．７３３　 ０．１１９　 ０．５１３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７　 ０．６９２　 ０．１８１　 ０．４７６

为进一步分析影响 南 京 城 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变 化

的关键因素，可以２００６年为基准年，采用单因素敏感

性分析法找出影响南京城市水资源承 载 力 的 主 要 敏

感性指标。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是 指 在 其 他 指 标 值 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将某个特定指标的数值按一定比例

进行变化，计算由此形成的水 资 源 承 载 力 水 平，及 其

相对于实际承载力的变化情况［１８］。由于城市水资源

承载力各项指标的实际年际变化幅度相差较大，如南

京市人均ＧＤＰ的年际变化幅度多在１０％以上，而污

水处理 率 的 年 际 变 化 仅 在１％左 右，因 而，对 所 有 指

标设定相同的变化幅度是不合理的，可首先计算各指

标年际变化的平均水平，如取 其 中 位 数，再 对 平 均 变

化水平 按－１０％，－５％，５％和１０％进 行 缩 放，即 通

过小幅调整特定指标的变化幅度（速度），来考察它在

２００６年基础上的变化值和相应的水资源承载能力。
由表６可知，人 均 ＧＤＰ、常 住 人 口 增 长 率、万 元

ＧＤＰ用水量、城 市 人 均 日 生 活 用 水 量 的 小 幅 变 化 将

导致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显著变化，即为主要敏

感性指标；同时，南京城市水资 源 承 载 力 对 人 均 水 资

源量和污水处理率的变化也有一定敏感性。其中，正
向指标人均水资源量和污水处理率均 呈 总 体 上 升 走

势，负向指标万元ＧＤＰ耗水量呈显著单调递减态势，

３者共同支撑 起 南 京 城 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的 总 体 上 升

走势；同时，负向指标城市人均 日 生 活 用 水 量 和 人 均

ＧＤＰ却总体上 呈 明 显 上 升 走 势，从 而 相 应 抑 制 了 南

京城市水资源承载 力 的 持 续 增 长；特 别 是２００８年 南

京的偏 干 特 征 明 显，人 均 水 资 源 量 显 著 下 降，导 致

２００８年的承载 力 大 幅 下 降；而２０１０年，城 市 常 住 人

口增长率逆势大幅上升，与其他主要负向影响因素一

起，共同导致了当年承载力的明显回落。反映出水资

源量并不是制约丰水型城市水资源承 载 力 的 最 主 要

因素，而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 所 带 来 的 强 用 水 需 求

压力，以及水资源的低利用效 率，则 会 加 剧 丰 水 型 城

市水资源供给量与需求量之 间 的 矛 盾；同 时，污 水 处

理设施不完备和利用率低，则 会 加 剧 水 环 境 恶 化、制

约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潜力，从而造成城市的污染型和

设施型缺水，降低水资源对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

撑能力。

表６　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敏感性分析结果

指标
平均变化

率／％

承载力

变化率
降低１０％

变化率
降低５％

实际
变化率

增加５％
变化率

增加１０％

承载力变化率／％
变化率

增加１０％
变化率

降低１０％

Ｃ２４ １２．６６　 ０．４４７　６　 ０．４４７　２　 ０．４４６　７　 ０．４４６　３　 ０．４４５　８ －０．２０　 ０．２０
Ｃ２３ －２４．１９　 ０．４６１　３　 ０．４６１　７　 ０．４６２　０　 ０．４６２　３　 ０．４６２　６　 ０．１３ －０．１３
Ｃ２５ －１１．５０　 ０．４６０　１　 ０．４６０　４　 ０．４６０　６　 ０．４６０　８　 ０．４６１　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Ｃ２２ ５．８２　 ０．４５１　９　 ０．４５１　７　 ０．４５１　５　 ０．４５１　２　 ０．４５１　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Ｃ２１ １．７２　 ０．４５８　４　 ０．４５８　５　 ０．４５８　６　 ０．４５８　８　 ０．４５８　９　 ０．０６ －０．０６
Ｃ３２ １．６５　 ０．４５７　３　 ０．４５７　４　 ０．４５７　５　 ０．４５７　６　 ０．４５７　７　 ０．０４ －０．０４
Ｃ３１ ２．２２　 ０．４５６　５　 ０．４５６　５　 ０．４５６　５　 ０．４５６　６　 ０．４５６　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Ｃ１２ ０．５２　 ０．４５６　１　 ０．４５６　２　 ０．４５６　２　 ０．４５６　２　 ０．４５６　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Ｃ１１ ０．２６　 ０．４５５　７　 ０．４５５　７　 ０．４５５　７　 ０．４５５　７　 ０．４５５　７　 ０．００　 ０．００

　　注：表中指标按承载力的变化率由大到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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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水资源承载力提升途径分析

４．１　提升途径情景分析

针对确定的 主 要 敏 感 性 指 标，开 展 情 景 分 析，对

这些指标制定相应的调控对策，获得提升未来南京城

市水资源承 载 力 的 最 优 途 径。由 于 常 住 人 口 增 长 率

和人均水资源量均难以由政策因素加以控制，因而本

研究仅选择人均ＧＤＰ、万元ＧＤＰ用水量、人均日生活

用水量和污水处 理 率 这４个 敏 感 性 指 标 作 为 情 景 分

析指标。
根据南京市“十 二 五”规 划 和 南 京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规划（２００７年），设置４项敏感性指标２０１５年发展

的中方案，在此基础上，对各指标的平均年际变化幅

度（绝对值）分别增减１０％，设置正向指标的高、低发

展方案，并反向设置负向指标的高、低发展方案，其他

指标采用２０１５年预测值（表７）。进而，制定了提升南

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１２种可行的备选方案，分别

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水资源承载力水平按降序

排列（表８）。其中，人均ＧＤＰ代表经济增长规模，万

元ＧＤＰ用水量代表用水效率，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

量代表用 水 节 约 水 平，污 水 处 理 率 代 表 污 水 处 理 水

平。后３项指标可以统称为水资源的利用率指标。

表７　各项指标２０１５年预测值

项 目 Ｃ１１ Ｃ１２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２４ Ｃ２５ Ｃ３１ Ｃ３２
预测方式 指数拟合 ＡＲＩＭＡ　 ＡＲＩＭＡ 规划 ＡＲＩＭＡ 规划 规划 对数拟合 规划

预测值　 ７９．１５　 ４５．９６　 ３７８．２６　 ３８０．００　 ３．３％ １１０　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２５　 ９０．００
高方案值 — — — ３５７．８９ — ９６　０７０　 ６１．９５ — ９１．４９
低方案值 — — — ４０２．１１ — １２３　９３０　 ７８．０５ — ８８．５１

表８　不同方案情景下的水资源承载力

情景方案 水资源承载力

ＬＤ，ＨＥ，ＨＳ，ＨＰ　 ０．４４３　８

ＭＤ，ＨＥ，ＨＳ，ＨＰ　 ０．４３８　３

ＨＤ，ＨＥ，ＨＳ，ＨＰ　 ０．４３５　１

ＬＤ，ＭＥ，ＭＳ，ＭＰ　 ０．４２６　０

ＨＤ，ＭＥ，ＭＳ，ＨＰ　 ０．４２６　０

ＬＤ，ＬＥ，ＬＳ，ＨＰ　 ０．４２５　６

ＭＤ，ＭＥ，ＭＳ，ＭＰ　 ０．４２０　４

ＨＤ，ＨＥ，ＨＳ，ＬＰ　 ０．４１９　７

ＨＤ，ＭＥ，ＭＳ，ＭＰ　 ０．４１７　３

ＨＤ，ＬＥ，ＬＳ，ＨＰ　 ０．４１６　９

ＬＤ，ＬＥ，ＬＳ，ＬＰ　 ０．４１０　２

ＨＤ，ＬＥ，ＬＳ，ＬＰ　 ０．４０１　５

　　注：Ｈ代表高方案，Ｍ 代表中方案，Ｌ代表低方案，Ｄ代表增长，Ｅ

代表效率，Ｓ代表节约，Ｐ代表处理率。

　　根据表８可知，未来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的最

优提升方案为低增 长、高 效 率、高 节 约、高 处 理 率，而

最差方案为高增长、低效率、低节约、低处理率。进一

步考察４项指标的情景方案组合结果可知，高水资源

利用率的情景方案均排在前列，而低水资源利用率的

情景方案基本均居后位，表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比

控制经济的发展规模更有利于提高南 京 城 市 水 资 源

的承载力，但在水资源利用率 相 同 的 情 景 下，低 增 长

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承载力；对比３项水资源利用率

指标可知，在高用水效率和高 节 约 水 平 的 情 景 下，南

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高于高污水处理 水 平 情 景 下 的

承载力，表明在提高南京城市 水 资 源 承 载 力 方 面，严

格控制万元ＧＤＰ用水量和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比

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更为有效，主要是因为南京的万

元ＧＤＰ用水量和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两项指标还

有较大的压缩空间，而南京的城市污水处理率水平已

经较高，且提升难度较大。

４．２　水资源承载力提升建议

综上所述，提高生产、生活用水效率，节约宝贵水

资源，辅以污水处理率的稳步 提 升，是 丰 水 型 城 市 稳

定和提升水资源承载力的主要途径。具体措施包括：
（１）对于所有丰水型城市，都应当加强用水效率和水

资源节约水平的提高，从而在保证一定的社会经济发

展速度和规模的前提下，控制 用 水 总 量，减 少 污 水 排

放。（２）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丰水型城市，
还应着力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设备的有效利

用率，以保 护 水 环 境、增 加 水 资 源 的 循 环 利 用 水 平。
（３）对于社会经济发达的丰水型城市，还可适当压缩

石油石化、钢铁、火力发电等高用水行业的发展比重，
大力发展节水型现代服务业，这样在近期内将通过减

缓经济增长速度，缓解用水压力，从长远看，则可以构

建起内涵式用水型的产业体 系，提 高 经 济 增 长 质 量，
促进城市社会经济与水资源系统的协调发展。

５　结 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南京城市水资源承载力总体上呈

增长态势，大致处于适载范围内，但承载力有限、波动

明显。通过敏感性分析，确定影响其变化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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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均 ＧＤＰ、常 住 人 口 增 长 率、万 元 ＧＤＰ用 水 量 和

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人均水资源量和污水处理率

亦具有一定影响作 用。进 而，通 过 情 景 分 析，考 察 了

人均ＧＤＰ、万 元 ＧＤＰ用 水 量、人 均 日 生 活 用 水 量 和

污水处理率４个敏感性指标的发展水 平 对 南 京 城 市

水资源承载力的影响情况。在此基础上指出，提高生

产、生活用水效率，节约宝贵水资源，辅以污水处理率

的稳步提升，是丰水型城市稳定和提升水资源承载力

的主要途径，并根据不同城市类型提出了相应的水资

源承载力提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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