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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自然、经济、社会和水环境4个方面定性分析了其对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影响，并就这些因素所涵盖的主要量

化指标实证分析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而对如何提高水资源经济价值提出了若干建议，旨在促进

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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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指可利用或有可能被利用的水源，

这种水源应当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可用的质量，并

在某一时点为满足某种用途而能得以利用，同时

具有再生性和重复利用性u J。近年来水资源短缺

状况日益凸显，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逐

渐加深，尤其今年西南5省旱灾引起的一系列涉

及民生、经济、国家发展问题的严峻性，更让我们

深刻体会到水资源对国家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与战略性。因此，明确影响水资源经济价值

的主要因素，对症下药，提升水资源的经济价值，

就显得十分必要。

l水资源经济价值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

影响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

面：自然、经济、社会和水环境【2|。

1．1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前者包括水资

源的数量、分布和质量等。后者包括耕地面积、灌

溉面积等。

1．1．1 直接自然因素 一是水资源的数量和分

布。水资源数量与其经济价值的关系直接反映在

一个地区或流域的缺水程度和供水保证率上bJ。

我国是联合国认定的“水资源紧缺”国家【4|。水资

源短缺与人口增长、用水量增多间的矛盾十分突

出，不仅引发了饮水困难，农业减产等问题，其每

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千亿元之多，影响着水资源

经济价值的实现。

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与人口、耕地、矿产等

资源的分布很不匹配，加之工矿业的迅速发展及

农药、化肥用量的增加，我国地表水和地下水水源

污染严重，污染水资源约占我国水资源的一大

半【5|，这加剧了水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现状。根据

西方效用价值论及价格理论，在需求大于供给的

情况下，水资源的效用价值增大，市场价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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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经济价值也随之增大。可见，水资源的数 可忽视，它主要包括人口因素，社会文明程度等。

量和分布情况与其经济价值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1．3．1 人口因素 人口的增加使生态环境恶化。

二是水资源质量。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可利 影响水资源经济价值。根据供需理论，当水资源

用水资源的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水资源数量，而 随着人口增加出现短缺时，生态环境恶化对水资

是取决于水资源质量，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水 源经济价值就产生较大影响。我国人口的增加及

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根据机会成本理论，人类 因人口导致的水资源污染，加剧了水资源供需间

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不合理使用，导致改善水资 的不平衡，影响水资源经济价值。

源质量的未来开发和治理成本、其他与之相关的 1．3．2社会文明程度在水资源短缺的今天，社

环境成本、机会成本增加，进而影响着水资源经济 会文明程度在实现水资源经济价值最大化中起着

价值。 关键作用。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环境保护

1．1．2间接自然因素主要指耕地面积，它对水 意识、节水意识的加强，水资源的污染、随意浪费

资源经济价值的影响主要表现是：其影响着水资 现象便会减少，在水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能有

源需求量，供求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亦可解释其 效利用的水资源量增多，利用率提高，使水资源经

对水资源经济价值实现的影响。 济价值得以提高。

1．2经济因素 1．4水环境因素

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国民收入水平等。 1．4．1 水土流失率 水土流失对土地造成直接

1．2．1 产业结构农业的灌溉、排水等行为，使 经济损失，是我国头号环境问题，它的存在与扩

得局部的水文循环条件有所改变。水资源在工业 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

和城镇生活上的不合理使用及污水的排放，均影 改善，间接影响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实现。

响着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依据马克思价值学说， 1．4．2植被覆盖率植被有防止水土流失、调节

商品价值为c+y+肘，不同行业单位劳动力运用 河流流量等作用，可使某一地区水资源数量在一

单位水资源所创造的价值不同，为实现水资源经 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旱灾对该

济价值的最大化就要合理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使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间接影响着水资源经

其向低水耗高产值方向发展，实现单位水资源可 济价值的平稳发展。

茎釜煮‘V)的最大化，最终实现水资源经济价值的 2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定量分析
最灭化o

1．2．2 国民收入水平 水资源在经济生活中用 在对水资源经济价值从自然、经济、社会和水

途广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经过资本循环理 环境4个影响因素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参考相关

论的三阶段实现价值转换和增值，从而包含在国 文献[2,6,7]选取有代表眭的17项指标对我国31个

内生产总值中。根据价格理论，商品价格不仅受 省市自治区的指标状态采用SPSSl6．0软件进行量

供需影响，也受居民支付力影响，即水资源定价与 化分析，提取因子并计算因子得分，从而用于说明

国民收入水平有着直接联系。 我国水资源的经济价值状况[8|。数据处理所得结

1．3社会因素 果见表1～表3。

社会因素在水资源经济价值形成过程中亦不

表l KMO和Banlett检验结果

Kaiser 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KMO充足抽样检验值) 0．706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 0．000

表1显示Bartlett值0．000<0。001，说明数据 0．706，表明结果可以接受。

来自于正态分布总体，可做因子分析。KMO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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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主成分累计贡献率

按公共因子确定规则：因子特征值大于1，累

积贡献率达到85％左右即可。从表2知前4个因

子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83．558％，与85％接近，说

明提取4个主要因子即能概括大部分信息，满足

分析需要。为使因子意义清楚，增强因子可解释

性，我们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方法对因子载荷矩

阵进行旋转，旋转后的相关结果可见表2。旋转后

的因子载荷矩阵可见表3。

表3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工业废水排放量 O．940

工业废水达标量 0．933

生活污水排放量 O．930

生活用水量0．921

地区生产总值0．912

工业产值0．884

人口0．808

工业用水量0．792

农业产值 0．725

耕地面积 0．114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一0．120

有效灌溉面积 0．361

生态用水量 0．285

农业用水量0．290

水资源总量0．056

森林蓄积水量 一0．246

森林覆盖率 0．353

O．069

O．aB0

—0．043

0．05l

O．1笼

O．1铝

0．513

一O．Ⅸ；4

0．了刀

O．904

0．80B

0．738

一O．0157

O．239

一O．140

O．加5

0．010

0．170 0．014

0．168 0．0[】o

0．071—0．017

0．098 0．157

0．137—0．149

O．156一O．1’丌

0．074 0．048

O．228 0．047

0．159 O．086

O．186 O．103

一O．Z2—0．037

0．463—0．094

O．869一O．U79

0．833 O．137

O．06l 0．92l

0．0∞ 0．87l

—O．361 0．442

确定主要因子后，由SPSSl6．0软件生成因子

得分，根据公式1与2【73计算出各地区上述4个因

子的权数(％)和各省市自治区因子总得分(z)，

进而针对各省市自治区因子得分的不同分析其原

因，找出影响水资源经济价值的主要因素，从而对

症下药，合理改善、提高水资源经济价值。

ek：害L (1)=—了～ Ll，

∑～
』=1

、_4_、

Z=乙et,zk (2)
^=1

其中，A。为旋转后各个因子的特征值，磊为各

地区各因子得分，k=I，2，3，4。下面按照因子顺序

说明分析结果：

(1)因子1反映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对水资源

利用所产生的效应。从因子1得分情况可知：经

济发展快(如北京：一0．422；天津：一0．707)和工业

发展较快、污染严重的地区(如山西：一0．573)，经

济不发达地区(如甘肃：一1．034；宁夏：一1．047)其

因子得分为负值，究其原因，前者在经济取得快速

发展的同时，其污水、废水排放量大，导致水资源

经济价值不能与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后者在于地

区经济发展缓慢，水资源经济价值不能充分实现。

而因子1的主成份累积贡献率为48．921％，说明

经济因素对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影响程度显著。

(2)因子2反映了间接自然因素对水资源经

济价值的影响。因子2贡献率为14．314％，影响

程度位居第二。从表3可以看出：因子2与地区

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关联

性极强。因此，提高水资源经济价值，要从这三个

间接自然因素着手，进一步保护耕地面积、提高有

效灌溉面积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数量，提高现有

水资源经济价值。

(3)因子3反映了农业用水量和生态用水量

的影响状态。因子3贡献率为11．375％，位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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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其得分及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农业用水量和

生态用水量情况可知：农业、生态用水经济价值在

各地区存在着差异，有些省市(如广东：一0．264)

在同等甚至更多用水量情况下，其因子得分却较

低，说明其农业用水、生态用水没有实现充分利

用，经济价值偏低，因此应关注这些地方水资源经

济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实现产出投入比率的最大

化。

(4)因子4代表的是水资源总量与水环境改

善的关系。植被具有储水、调节水资源等多项功

能，有助于实现水资源的良性循环和合理利用，减

少因干旱引起的经济损失。水土流失造成的经济

损失之大也不言而喻，水环境的积极作用在我国

没有得到凸显，进一步加强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是各地应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上述定性和定量分析说明，自然、经济、社会

和水环境因素对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影响不是孤立

的，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各因素间

具有耦合作用，共同决定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因

此应全面、系统地看待各因素对水资源经济价值

的影响，把水资源经济价值放在广阔的社会经济

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解决我们

所面临的水资源问题。

需强调的是，由表2可知各因子的累计贡献

率为83．552％，即尚有16．442％未能由所选因子

得到解释，可能是本文选择的指标覆盖4类因素

不足所致，有待后续研究改进。

3增大水资源经济价值的建议

(1)重视农业对水的需求。农业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而其必须以水资源为依托，因此对农

业用水的重视程度是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

应列入各地发展规划的首位。

(2)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

用与保护，实现低水耗、低污染甚至无污染、高经

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首先，适度合理调整我国的

产业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严格

控制工农业，尤其是工业用水量和生活污水、工业

废水的排放量，最大程度上保持水资源耗用量的

低速增长。其次，结合国情，运用经济、行政、法律

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杠杆管理方式，多方面保证

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再次，大力发展相关科学技

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提高污

水处理率、污水回用技术，实现水资源的再利用。

(3)JJn强国民素质教育，让惜水、节水、护水意

识深入人心。当人们对水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加

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有了正确的认识，合理

保护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成为

人们的自觉行动。

(4)加强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水环境对水

资源的影响举足轻重，近年来，我国在水土流失治

理和植被覆盖率方面均有所改善，但人为因素的

不断破坏等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水资源的减少不断

加剧，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强水环境的改

善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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