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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网是现代社会的四大基础性网络之一 

现代社会四大基础网络： 

 交通网：物流+人流 

 能源网：能流 

 通讯网：信息流 

 水   网：水流 

 公路网、铁路网、航空网 

 电网、天然气网、供暖网 

 有线网、无线网 

 自然+人工水网（双重不确定性） 



水网是由水流构成的网络系统，伴生着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发生；其载

体既包括自然江河水系、湖泊湿地，也包括人工建设的水库等控制性调蓄工程、输

配泄水通道、渠道/运河等引调水工程、闸泵控制工程和供排水工程等 

（2）水网是水流及其物理设施构成的网络系统 



经济社会服务功能 

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 

“生态+经济”双重功能 “水+盆”两大要件 

水体（量、质、域、流） 

水盆 

（3）水网具有不同于其他网络的二元复合结构 



水体流动 

及其伴生过程 

经济 六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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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网系统 

（4）水网具有六大属性、八大功能 



水网建设不足 

水网调控过度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水源不够，管网不完
善，调控能力不够 

调蓄能力不足，调度
水平不高，防洪能力
不够，城市排涝不畅 

水灾害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
不足，管控能力不足 

水环境 

保护工程不完善，
措施不够，设施
不全 

水生态 

以需定供的开发利用
模式导致部分区域水
资源过度开发 

不合理城乡建设挤占
水域空间，导致行洪
能力降低 

不合理开发利用排放
超负荷污水，导致水
环境容量降低 

对水体“量-质-域
-流-温”的过度开
发与扰动所致 

水短缺 水资源 

水环境 

水灾害 

水生态 

我国面临的四大水问题产生的原因都可归结为对水网调控不足或调控过度问题 

（5）完善水网是解决水问题的集成方案载体 



2021年5月14日 

建设国家水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2020年10月29日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 

实施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

下游水电开发等重大工程 

2015年1月 

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

要加强“路网、航空网、能

源保障网、水网、互联网”

五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总书记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加快构建国家

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2022年5月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

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

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建设国家水网是未来一个时期水利建设发展重大任务 

水利部全面推进国家水网工程建设，出台指导意见、制订规划、编制方案，确

定辽宁、浙江、江西、山东、湖北、广东、广西7个省份作为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 

2021年11月：《“十四五”时期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2022年 1月 ：《关于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的指导意见》 

2022年 5月 ：《关于加快推进省级水网建设的指导意见》  

2022年 8月：《关于做好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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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网建设的科学基础 

维持健康自然水循环：减少干扰自然水循环，维持水循环正常转化过程与服务功能 

维持健康社会水循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水需求，实现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维护水网的六大属性：资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 

01 02 



（2）水网建设遵循的六大均衡：水量均衡 

 供给与需求之间要实现水量均衡，包括总量和过程均衡。总量均衡分为三个层

次，一是流域水分收支平衡，适应水资源衰减；二是河道内外配水平衡，维持河道内

水量；三是经济社会供需平衡，支撑高质量发展。总量均衡基础上还要实现过程均衡 

全流域水分收支平衡

河道内外水量需求平衡

水资源供给需求平衡

黄河流域三层水资源平衡战略

平衡

失衡

水
量

 均衡核心是包括多层的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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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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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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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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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量 耕地面积 煤炭储量 

（2）水网建设遵循的六大均衡：水土均衡 

水土均衡既指水与广义土地资源的匹配，单位适合人居的国土面积水资源量尽

可能接近；也指与矿产、能源、粮食、城市布局等狭义土地资源的协调。由于水土

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建设水网，提高水土资源匹配性，就是实现水与国土空间均衡 



（2）水网建设遵循的六大均衡：水效均衡 

 水效均衡是指水的利用效益均衡，就要不断提高最低用水效率地区和行业的水

效，提升整体效能。具体有两层内涵，一是区域水效均衡，即同一气候区内，各地

区用水效率要趋于接近；二是行业水效均衡，即同一行业内，用水效率也要趋近 



（2）水网建设遵循的六大均衡：机会均衡 

 具体包括二个层次，一是促进发展机会均衡，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获得同样发展

机会的权利，水网规划建设要完善资源、资金、政策等补偿机制。二是实现区域发

展均衡，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发展进程中的均衡性。 



（2）水网建设遵循的六大均衡：风险均衡 

 水网工程规划建设面临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资金政策等多种风险，风险均衡

就是要求把最大风险最小化，使得承载体面临的各个风险均匀化，控制总体风险。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要进行多维风险调控，做好风险避让、风险预防和风险治理。 



（2）水网建设遵循的六大均衡：承载均衡 

水网不仅要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要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处理好发展

效益与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实现水资源的经济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要均衡。作为

承载主体的水资源与作为承载客体的经济与生态要相互适应，水源区和受水区的综

合水资源承载力要相对接近。 



（3）水网建设的发展方向 

坚持安全化、高效化、生态化、智能化方向 

01 02 03 04 



 国家水网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在通盘考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的视角下，

完善水利基础设施，优化水流网络系统，实现水资源战略配置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格局的空间均衡，强化水资源调配、河湖生态保护修复、防范水灾害风险等功能。 

（4）国家水网建设的目标 

流得畅，蓄得住 

引得进、排得出 

控得准、效率高 

水流调控基础设施体系 

与智能管理系统 国
家
水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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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前 

沿海经济带 

1990年以后 

“江-海”T 字

型水网经济格局 

2019年以后 

“江-河-海”π 字型

水网经济发展格局 

我国水网经济带发展演变过程 

(1)“双T”型水网经济格局建设 



(1)“双T”型水网经济格局建设 

通过建设西部调水工程等水网基础设施，增强提升黄河沿线生态经济带，打造西南

西北水网联通经济带，构建“沿海-沿江-沿黄-西部调水沿线”的“双T”发展格局， 

形成以水网为支撑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促进国家高效、强劲、持续、均衡的发展 



(1)“双T”型水网经济格局建设 

南方16省市区 

北方15省市区 

促进南北方均衡发展：北方15省GDP份额占比从1983年 46.4%降到2021年 35.3% 

促进东西部协调发展：西部地区新增用水只能依靠存量节水和水权转化才能得到保障 

以水资源为纽带进行国土资源协同开发，能够创造全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发展空间 

中国"双T"型水网经济格局建设构想[J]. 水利学报,2022,53(11):1271-1279 



为了推动西部调水，2016

年提出新的构想，主要包括： 

 降低取水输水高程 

 经洮河入刘家峡水库 

 取用“五江一河”水 

 近期黄河，远期向西延伸 

 分期分段、先通后畅实施 

 三大发展轴是发展重点区 

(2）西部调水是“双T”格局构建的基础支撑 



成都平原是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形成天府新区与中心城区“双核联动、多中心支

撑”，但水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可将引大济岷纳入西部调水主体工程，将成都平原作

为西线第一个受水区，进行一体化规划、设计和实施， 支撑建设新时期天府之国 

（3）三大发展轴之一：成都平原 



      借助西部调水入洮河方案，利用洮河与黄河几字弯高程差，沿分水岭以隧洞形式

全程自流引入到几字弯中部，形成人工“水脊”，并以此为轴线，东、北、南自流辐

射三大发展带，形成“一轴三带十片”的黄河几字弯水网 

（3）三大发展轴之二：黄河几字弯 



1. 可以实现高水高用，解决水低地高人高用水困难问题 

2. 可以实现专线专用，避免多水源混合带来的运管难题 

3. 可以打通渭河通道，破解渭河流域缺水和水沙协调问题 

4 . 可以形成三线配水，优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输配格局 

5 . 可与中线丰枯互济，协同提高黄淮海流域供水保障率 

洮
河 

南水
北调
西线 

黄河 

渭河 

引汉济渭 

五大优势 

（3）三大发展轴之二：黄河几字弯 



疏勒河流域                             黑河流域                               石羊河流域 

河西走廊自古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汇之所，也是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土地、光、热、矿产资源丰富。西部调水向河西走廊延伸，破解水资源制约，大力发

展现代化新型农牧业，增加沿线主要城市人口，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及上下游产业发展 

（3）三大发展轴之三：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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