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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波自然条件属丰水地区，但由于人口密度大，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特别是高耗水型的大

工业产业多和部分水体污染严重，导致宁波市水质性和水源性缺水严重，水资源成为制约宁波经济

发展的瓶颈。针对宁波市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建议宁波市走循环经济之路，大力提倡水资源循

环，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和缓解现有水资源存在的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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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量充沛，江河密

布，属丰水地区。但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均拥有水资

源总量远低于全省、全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再加上

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特别是高耗水型的大工业产

业多和部分水体污染严重，导致宁波市水质性和水

源性缺水严重，其中，中心城区和慈溪、象山的水资

源紧缺问题尤为突出。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水资源紧

缺的矛盾更为突出，水资源成为制约宁波经济发展

的瓶颈。如何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保持宁波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难题

之一。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保持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宁波经济只有走循

环经济之路，大力提倡水资源循环，才能从根本上减

轻和缓解现有水资源的压力。

! 循环经济概述

! .! 循环经济内涵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马凯认

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

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

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这种观点认

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本质是技

术范式的革命［!］。

循环经济就是生态经济。曲格平认为，循环经

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

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王格芳和王成新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在经济发

展中，遵循生态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

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是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

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冯之浚认为，循

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

经济，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

环境容量，在不断循环利用物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这种观点强调，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保持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经济增长方式，科技的进步

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循环经济的两个

重要保障。

! ." 循环经济原则

循环经济表现在水资源利用上就是一种节水与

废水资 源 化 的 经 济。循 环 经 济 遵 循“减 量 化（ /01
2340）、再利用（/0350）、资源化（/046470）”的 ,8 原则。

（&）减量化原则。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

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或消费目的，进而从经济

活动的源头就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减量化原

则要求对废水的产生，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污

水治理的末端处理方式来加以避免。"在生产中，

制造厂可以通过减少水使用量和重新设计制造工

艺，采取节水减污技术来节约水资源和减少污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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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消费中，人们要节约用水，减少对水资源的

过度需求，以减少废水的产生。

（!）再使用原则。再使用原则要求水产品能够

以初始的形式被反复使用，水资源能在时间和空间

上优化配置，尽量延长水产品的使用期，而不是非常

快地更新换代，这是循环经济的过程性方法。比如，

跨时间和跨地区的工程调水，空调冷却水、设备冷却

水等中水可以循环利用，洗脸水可以用来洗厕所，洗

衣服水可以擦地等。

（"）再循环原则。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

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

不可恢复的垃圾。这是循环经济的输出端方法，通

过对废水进行处理回用（或叫污水处理回用），达到

废水的资源化。与资源化过程相适应，消费者应增

强使用再生水的意识，来促进整个循环经济的实现。

! 宁波水资源现状

（#）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宁波市地处浙东沿

海，河网密布，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水量 # $#% &&，

市域内除宁海县青溪外无其他过境河流，水资源主

要是自然降水。水资源总量为 %$’"# 亿 &"，其中河

川径流总量为 %"’"( 亿 &"；地下水资源总量为 #)’*$
亿 &"，扣除与地表水资源间的重复计算后为 #’)$
亿 &"。!**+ 年，全市总供水量 #)’$( 亿 &"，其中地

表水源供水量 #)’"+ 亿 &"，地下水源供水量 *’#$ 亿

&"，污水处理回用 *’*% 亿 &"。人均水资源拥有量

为 ##)*&"，人均供水量为 "#* &"。供水量和用水量

基本保持平衡。

（!）水体环境污染严重。根据水质监测资料，

!**+ 年全市 (+ 个监控断面中有 !" 个断面水质达到

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类标准，占 "$’),。有 -
. #* 个断面水质处于劣#类重度污染。主要污染

因子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石油类以及生化需氧

量。全市达"类标准的水域主要分布在甬江水系和

宁海境内入海溪流，平原河网水质优良率和功能达

标率普遍较低。市区内河以#类水质为主，在 % 个

监控断面中，既无优、良水质断面，也无重度污染断

面、鄞州、镇海河网水质偏差，主要为#类水和劣#
类水：北仑河网以#类水质为主；慈溪河网以劣#类

水质为主；宁海内河的 ( 个监控断面中水质属优良

的断面比例为 ! / "；象山内河以#类水质为主。

近岸海域 ( 个功能区水质全部没有达标：其中

杭州湾南岸海域、昌国盐场海域、二门港海域水质目

标是$类、石浦港海域、甬江口及其毗邻海域水质目

标是"类，象山港海域水质目标是%类，现状是全部

超&类，主要超标项目是无机氮。

（"）湖 库 等 水 源 地 水 质 呈 现 一 定 富 营 养 化。

!**+ 年，宁波市主要饮用水源地白溪、皎口、横山等

水库的水质普遍在$类以上，其他湖库以%—$类

水为主，呈中营养状态，其中东钱湖以&类水质为

主，营养状态为轻度富营养。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低。!**+ 年，全

市只有 $ 座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只有 !" 万

&"。其中市区 + 座、日处理能力 !# 万 &"，慈溪市 #
座、日处理能力 ! 万 &"。其余县（市）的污水处理厂

正处于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工作阶段，计划在“十一

五”期间建成。由于污水处理厂少，污水管网建设不

配套，致 使 全 市 城 镇 生 活 污 水 集 中 处 理 率 只 有

"(,，远低于国家规定的生态城市必须高于 %*,的

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工业用水重复利

用率也很低，!**" 年只有 !"’%,，远低于国家规定

的生态市必须高于 $*,的指标。大部分污水虽然

经达标处理排放，但仍是导致地表水污染的重要

原因。

（(）生产耗水过高，农业尤为突出。!**+ 年宁波

市单位 012 用水量为 )#&" /万元，农田实灌用水量为

+!**&" / 3&!，单位工业 012 用水量为 +!&" /万元，单

位农业 012 用水量为 ##)+&" /万元。农业生产耗水

尤为突出，节水事业大有作为。

（%）生活用水城市明显高于农村。!**+ 年宁波

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 &"，比上年增加 !$ &"。其中

市区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天 !*( 4，城镇为每人每天

#)+ 4，农村用水量为每人每天 )$ 4，均超过了 !**"
年，这 主 要 是 由 于 !**$ 年 水 资 源 量 比 较 宽 裕 的

缘故。

" 建设节水型宁波的对策

根据“十六”大提出的“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

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和宁波市委提出的“六大联动”战略思想，结合水

资源的自身特点，就宁波目前情况，对建立节水宁波

的水资源循环利用提出以下建议。

（#）依据减量化原则，从水资源的输入端开始控

制用水量。’改革现有水资源管理模式，加强立法。

目前，水产业的政府管理部门主要有市政府、市水利

局和市城管局；下属 $ 大公司包括：原水集团公司、

工业水集团公司、生活水集团公司、供水集团公司、

排水集团公司。水资源产权制度的缺位是困扰宁波

市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水资

源管理转型阶段要强化宁波市水环境治理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在保护和治理水环境方面的工作，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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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其综合协调作用，理顺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

和制水、供水及排水等环节关系。从长远来看，必须

抓紧时间对水权和排污权进行初始权的界定，为水

市场机制形成奠定基础。水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除了行政手段外，法律手段必不可少。用法律将水

资源管理明确化、细节化，通过法律途径强化人们的

水资源概念，为水资源市场化配置提供法律保障。

!利用水价经济杠杆，通过水市场来优化配置水资

源。目前，由于自然水资源的价格太低，导致粗放式

的农业灌溉用水、城市用水及工业用水；同时污水处

理和回用相对于自来水来说，没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导致污水处理和回用水等处理技术和设施的发展缓

慢。为此，要使水资源得到充分合理有效的利用，就

必须在合理的价格体系基础上建立恰当的水资源价

格。运用价格机制约束水资源污染，激励水的循环

利用，鼓励人们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用再生水代替自

然水（或自来水），形成完善的水市场机制。

"加强宣传监督，提高全民水环境保护意识。

循环经济要求从观念上改变节水意识。过去的节水

仅仅是指杜绝跑冒滴漏以及污水回用等被动做法；

循环经济则是积极的、主动的、可持续的，它要求从

源头以及水资源利用的全过程进行节水。为此要大

力普及循环经济和水资源的相关知识，从意识形态

上树立正确的节水观念。

（!）依据再利用原则，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循环经济倡导的水资源再利用，

是依靠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通过合理

的水工程、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清洁生产技术

和减污节水型设备，提高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利用

效率。#要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加强供水工程建

设，提高对水资源时间和空间上调控能力。!在合

理开发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同时，重视开发利用处理

后污水以及海水、雨水等水资源。"保证生态用水

量，提高地下水位。$按水资源的使用标准要求，建

立水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区。

（"）依据再循环原则，提高水资源再资源化水

平。加强污水治理，变废为宝。从理论上说，城镇供

水的 #$% 都 要 转 化 为 污 水，这 些 水 收 集 处 理 后，

&$%可以循环再用。也就是说，在现有水量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使用水量可以增加一半以上。污水回

用具有开源节流与环境保护的综合效益，污水资源

化是避免水资源浪费和推动循环经济的有效措施。

为此要调整污水处理和回用的收费标准，拉大再生

水与自然水（自来水）之间的价格差距；加快产业结

构调整，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特别是对于高

用水、高排污行业，钢铁、电力、化工、造纸等产业，要

大力推广废水闭路循环技术，做到增产不增污或增

产减污。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污水管网建

设，拓宽污水资源化项目融资渠道，制定综合配套政

策，使污水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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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求也不同，因此，采用地区差别税率

能适应各地的实际情况。但由于要保持税法的稳定

性与严肃性，国家可制定一个基本税率，各地参考并

在此规定的范围内自行上下调整。

（"）在税率的形式上，对于生活废水污染，由于

点十分分散，故无法监控或监控成本太大，且单个污

染不大，污染性质大体相同，从征收成本考虑，可以

借鉴法国的做法采用定额税率，根据每个家庭或每

个人口，每年交纳固定数额的水污染税即可，也可以

根据每吨水交纳一定数量的水污染税，这是因为生

活污水与所用的水是成比例的。对于工业污水（生

产型污水），由于工业污水性质不同，包含成分不同，

且数量大，危害大，故在税率上应采用相对量形式的

税率，即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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