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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太多?
• 雲南省接連遭受暴雨襲擊，迄今已經造成174人
死亡、31人失蹤，10萬間房屋倒塌或損毀，約
700萬人受災，受災人口已達到總人口的約1/6
（2008）

• 雲南怒江部分地區暴雨成災獨龍江鄉電力中斷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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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太少?

• 雲南省2010年遭遇50年一遇的特大旱災，全省
385萬人因旱飲水困難

• 截至1月30日，雲南全省作物受旱面積1755萬畝，
其中重災667萬畝，209萬牲畜因旱飲水困難。

• 據報道，雲南昆明、玉溪、楚雄、大理、紅河等
地的旱情尤為嚴重

• 其中，昆明遭遇60年一遇的冬旱，全市受旱面積
達97千頃，不少農作物絕收

BBC中文網 2010‐2‐4



雲南位於季風濕潤區，降水充足

雲南水資源概況



雲南水資源概況

• 水資源總量全國第3

• 每年平均降雨1000毫米

• 人均佔有量是全國的4倍，高達10, 000平方米

• 主要河流:大河流600多條，主要的180多條

• 雲南境內，徑流面積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8條

• 湖泊面積311.4平方公里，平均水深5.12米

• 分屬於伊洛瓦底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紅河和珠江
六大水系



怒江

伊洛瓦底江(獨
龍江)

瀾滄江

紅河

珠江(南盤江)

金沙江



集水面積遍於全省



雲南年人均水量是全國的4倍，比世界人均水量還要高



從多水到缺水-
問題一：錯配

(i)時間上的錯配

• 乾濕兩季分明，季節雨量分佈不平均

• 5月-10月為雨季、11月-4月為旱季

• 若雨季降水量不足，可能導致整年乾旱

• 一時太多水，一時太少水

(ii) 地區上的錯配

• 水資源分佈與人口、耕地聚集區不配合

• 壩區佔6%土地面積、2/3人口、1/3耕地

• 但水資源只有全省的5%

• 滇中重要經濟區的人均水資源量，僅有700立方米，滇池流域更
不足300立方米，極度缺水





問題二：高用量

• 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和城市發展等因素，雲南對水資源的需
求漸漸有超越供應的趨勢

• (i)農業發展

‐ 當地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加

‐ 為了提升生産量，農戶用於灌溉的用水持續上升

‐ 糧食連續7年增產，09年對全國新增糧食產量的貢獻率達
28% 



(ii) 工業發展

• 雲南的鄉鎮企業發展繁榮

• “雲南省輕重工業仍處平穩較快增長趨勢當中”

• 全國增速排名上升6位(香港商報, 2011)

• 特別是需要用水降溫的有色金屬、冶金、鋼鐵企業等，耗
水量更大 (新華社, 2007)



(iii)城市家居需求

• 改革後城市化進度加快

• 昆明人口超過一百萬，被稱為“特大城市”

• 家居耗水量大，如煮食、清潔等等

• 開水龍頭一分鐘：12公升水
沖廁：3公升水



問題三：
水污染，嚴重浪費
• 庫容最大的宜良柴石灘水庫，與巨形“蓄污池”無異

• 省内53個湖泊、水庫，有27個達不到水環境功能要求

• 75條主要河流，22.2%受重度污染

• 九大高原湖泊中有5個水質屬於劣V類

• 5年來，昆明宜良縣北古城鎮瓦渡村先後12人死亡，村民
懷疑與瓦渡水庫養魚污染有關 (新浪北京, 2010)

本身流量已經不多的上游河流不能有效地沖走污染物，進
一步惡化水污染的情況



例子:雲南紅河州

• 記者從（雲南）紅河州人大常委會環境與資源工作座
談會上獲悉，紅河州15條主要河流水質受到不同狀況
污染的斷面為21個，占全州31個監測斷面的68%，重
度污染的已經達到了14個

• 成為制約紅河州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 河流的主要污染為砷、鎘、總磷、鉛等

• 全州5個集中式飲用水源的監測結果顯示，水質符合
II類標準的只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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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三個主要水問題：水太多、
水太少、水太髒同時出現在雲南!!

需要水污染防治政策來保護
珍貴的水資源





(I)針對工業排放

• 眼見目前雲南境內日益嚴重的水污染問題，中央和地
方政府制訂了不少針對工業排放的方針去保護當地的
水資源

• 鄉鎮企業的工業活動是雲南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 政府希望透過控制污水排放去達到城市的可持續發
展，保證社會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效果

• 目標：到2010年，把工業廢水排放總量控制在4.6億
噸/年，工業用水重複率達到80%，實現工業“增產少
增污”



1.雲南省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

• 由省環保局帶頭，聯同省發改委編制（2006）

• 制定了新的減低工業，農業，家居污水排放的政策和標準

• 政策包括：

• 把污水處理厰增至38座，排水管道5374公里，令城市和工
業區的污水處理能力達到100.25萬噸/日，比2000年增加
57.75萬噸/日

• 老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16.07億元

• 重點監督建材、化工、火電、造紙、漂染等高污染行業清
潔生產



• 清潔生產技術

從源頭上控制污染物排放，通過以無害的化學物替代有
毒有害污染物、或尋找不必使用有毒有害物質的生產工
序，為工業生產找到更環保和更具成本效益的生產方法

• 培育一批廢物綜合利用、污染物排放強度低的環境友好企
業以及創建一批廢水、廢氣、廢渣“零排放”企業

• 嚴格控制飲用水水源水庫匯水區的城鎮生活及工業污染物
排放



2.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計劃

• 對一些污染環境、破壞生態、重複建設、虧損嚴重的企
業，按照國家的環境保護法規實施關、停、併、轉、遷

• 對主要排放企業發放“排污許可證”，建立動態監控系
統，實施總量控制，嚴禁在湖濱生態控制區新建任何排放
污水的企業

• 建設高濃度有機廢水及危險廢棄物處置中心，解決高濃度
難降解有機廢水及固體廢棄物帶來的環境問題

• 續實施草海、外海部分區域底泥疏浚，開展外海湖面藍藻
清除及水葫蘆綜合利用等多種措施，清除湖內污染物



3.三峽庫區及上游水污染防治規劃

• 加強統一領導，落實目標責任

• 統一協調規劃實施，庫區漂浮物清理工作由中國長江三峽
工程開發總公司和重慶市、湖北省人民政府負責

• 每年開展環保專項執法檢查，結果向社會公佈，接受群眾
監督

• 對違規排污企業主要責任人及失職、瀆職的領導幹部，要
堅決查處，情節嚴重的要追究刑事責任

• 加大科研力度，提供決策支援



4.其他

• 《雲南省建設專案環境保護管理規定》、《雲南省排放污
染物授權管理辦法》等一批地方性法規

• 各級人大組織“清理整頓不法排污企業、保障群眾健康環
保行動”、“雲南環保世紀行”，七彩云南保护行动等活動



政策成效

• 主要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得到基本控制，局部地區水污染
問題有所緩解

• 水質達到良好以上的占46.7%，比2000年提高了21.7%

• 18個城市的29個飲用水水源地中，能滿足集中式飲用水源
地水質要求的22個，占75.9%，比2000年增加了9.2%

• 工業廢水化學需氧量下降了26.89%，工業廢水重複利用率
達到79%

• 但城市及其周邊水體污染仍很嚴重，甚至有加重的趨勢



• 重點地區加快發展與環境容量約束有矛盾
例：昆明、曲靖、玉溪、紅河和大理的建設和擴張，很大程度
上依賴於對湖泊生態價值的索取和利用

• 雲南的環保科技水準低、技術裝備落後、資源利用率和加工
度低，所以很難在短期完全控制工業污染的情況

• 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不夠，造成行政和執法上的漏洞

• 資金不足令很多省級和州級的環保執法裝備建設與國家標準
化建設標準相距尚遠
在雲南，145個地方環境監察機構平均近三分之一的縣沒有配備
必要的現場執法車輛和執法裝備

大部分還單純依靠“人盯人”的辦法

• “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的基
本原則落實不夠



(II)針對農業水污染

1.《雲南省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

推動自然生態和農村環境保護，促進人與自然和諧

• 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 建設重要生態功能保護區

• 提高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水準

• 加強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監管



加強環境保護管理能力建設，提高執法和應急能力

• 提高環境保護現場執法能力

• 完善環境質量檢測網絡

建設生態試驗示範區

• 全省已有21個縣（區、市）開展了生態試驗示範區建設試
點工作，其中有2個已被國家命名

• 生態示範區總面積達 671萬公頃，受益人口784.7萬人

• 集中在耕地保護、產業結構調整、水土流失治理、農村能
源結構調整等方面



2.《滇池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總體方案》

• 現代高效農業

• 農業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工程

• 堅持科學治湖、依法治湖，組織力量開展關健技術攻關，
加強科技交流合作，借鑒其它地區的成功經驗，加強對滇
池富營養化形成和消除機理、湖體氮磷污染控制、水體自
然生態修復等重大問題和關健技術的研究

•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計投入資金120多億元，是“九
五”、“十五”兩個五年計劃累計投入的2.5倍。



• 控制農藥、化肥使用量

- 提倡科學施肥

• 退耕還林

- 政府提供報償金和幫助農民退耕還林

- 在25度以上和15－25度陡坡耕地分別退耕還林332.5萬畝和
1323萬畝

- 減少水土流失之餘又能減少水資源被農業廢料污染的風險

• 教育

- 從小教導當地農民減少使用肥料和殺蟲劑，減少水污染

• 加強廣告和宣傳

- 宣傳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3.其他地區政府政策



• 滇池主要污染物總氮比2008年下降了12.7%，水質惡化的趨勢得

有效遏制，綜合治理的效果開始顯現

• 退耕還林能有限減少多餘的農業廢物流入河流

• 但治理仍然存在水質整體狀況不容樂觀

• 項目完工率不高、資金投入不足、沒有建立治理的長效機制

• 必須進一步增強工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抓好各項工作的落實

政策成效



• 引入科學施肥的成本高

- 人民的收入水準低，未能負擔

• 透過教育和宣傳舒緩水污染的問題

- 當地人民普遍教育水準偏低

• 經濟誘因大

- 使用肥料和殺蟲劑後使生產力大增

• 退耕還林令農民失業，政府需要巨額賠償，造成財政負擔



(III)針對城市污染源

• 城市化令城市人口急速上升

• 固體廢物與污水排放增加，但處理率低

• 全省城市污水處理能力為51.4%，比全國平均水準低近9％

• 有需要加大污水治理力度



1.《三峽庫區及其上游水污染
防治規劃》

• 2001年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 希望透過計劃加快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

• 禁止所有城鎮向庫區直接排放未達標污水

• 上游區所有城市都必須建設污水集中處理設施

• 城市污水處理廠

• 處理後的污水後必須達到一級排放標準



盡力治理城鎮生活垃圾

• 減廢―減少城市垃圾

• 城鎮垃圾處理場

• 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城鎮醫療危險廢物

• 收集處理垃圾滲濾液

• 目標：2005年上游區污水處理廠31座



成效

• 城市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有明顯進展
- 38座城市污水處理廠

- 城市污水處理能力提升至100.25萬噸/日
- 38座垃圾無害化垃圾處理廠

• 水污染問題仍然惡化

- 污水處理的配套與收費機制不完善

- 全省污水處理能力為51.4%，比全國平均水準低近9％

- 仍有大量的城市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庫

- 城市垃圾處理廠的無害化處理能力僅為36.2%，比全國低
14.6％，跟不上城市發展需求



2.《雲南省環境保護“十一五”
規劃》

• 2006雲南省環境保護局

• 主要策略:

• 城市垃圾處理

• 城市污水處理

• 醫療廢物和危險廢物處置工程

• 提高環保宣傳教育能力

• 罰款



1. 城市垃圾處理工程

• 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強化垃圾的資源化回收

• 垃圾處理收費制度污者自付

• 推進垃圾處置設施建設和營運的市場化改革強化垃圾處置設
施的環境監管

2. 城市污水處理工程

• 再生水利用量50.38萬噸/日

• 新建及改造配套排污管道長度3306.41公里

• 處置污泥

3.醫療廢物和危險廢物處置工程

• 3個危險廢物集中處置設施

• 13處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



4.提高環保宣傳教育能力

• 重點建設2個省級環保宣傳教育基地

• 以教育培訓、環境展示、信息資料、青少年環境教育等綜合功
能為主要工作

• 推進400所學校、150個社區的省級綠色系列創建

• 縣級黨政領導幹部和環保局長等各類培訓班

• 以電視、廣播、報紙、網路、培訓等提倡資源節約和環保護訊
息和教育

5.罰款

• 再生水水質未達到國家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分類標準的會被處以
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



• 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設施有增張

• 有９３％的工程已經開始動工

• 污水處理率(67.15%)有增長

• 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為54.15%

• 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總量比上年增長8.4%

• 全省15個主要城市的30條城市河流中，有15.9%達到Ⅳ類
標準水質(輕度污染)；31.8%為劣Ⅴ類標準水質(重度污
染)

• 斷面水質優良率為50.0%，城市河流總體水質為重度污染

• 城市水污染情況依然嚴重，由城市排放出來的污水有增無
減，對雲南的水質性缺水造成更嚴重影響

成效



總結

• 水資源與城市的發展息息相關

• 完善的環保政策能有效地改善雲南水污染的問題

• 可惜，由於治污罰款偏低，貪污，部門不協調，資金和科
技不足等問題，加上雲南近年時常為了發展經濟脫貧而犧
牲環境保育，水污染的問題一直存在

• 成功的水資源治理有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的
合作與協調，達到治標又治本的效果，協助雲南省邁向可
持續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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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