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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 也是我国水利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一年来， 各级水利部门坚决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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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水利建设投资

２０２２ 年， 水利建设完成投资 １０８９３ ２ 亿元。 其中： 建筑工程完成

投资 ８４９１ ７ 亿元， 占 ７８ ０％； 安装工程完成投资 ４８６ ０ 亿元， 占

４ ４％； 机电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完成投资 ２８６ ６ 亿元， 占 ２ ６％； 其他

（包括移民征地补偿等） 完成投资 １６２８ ９ 亿元， 占 １５ 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２ 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情况 单位： 亿元

按规模分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全年完成投资 ５４５２ ２ ６０９９ ６ ７１３２ ４ ６６０２ ６ ６７１１ ７ ８１８１ ７ ７５７６ ０ １０８９３ ２

　 建筑工程 ４１５０ ８ ４４２２ ０ ５０６９ ７ ４８７７ ２ ４９８７ ９ ６０１４ ９ ５８５１ ３ ８４９１ ７

　 安装工程 ２２８ ８ ２５４ ５ ２６５ ８ ２８０ ９ ２４３ １ ３１９ ７ ３３０ １ ４８６ ０

　 机电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
１９８ ７ １７２ ８ ２１１ ７ ２１４ ４ ２２１ １ ２５０ ０ ２０３ ６ ２８６ ６

　 其他 （包括移民征

地补偿等）
８７３ ９ １２５０ ３ １５８５ ２ １２３０ １ １２５９ ７ １５９７ １ １１９１ ０ １６２８ ９

在全年完成投资中， 防洪工程建设完成投资 ３６２８ ４ 亿元， 占

３３ ３％； 水资源工程建设 （含水资源配置工程、 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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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完成投资 ４４７３ ５ 亿元， 占 ４１ １％； 水土保持及生态工程建设

（含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等） 完成投资 １６２５ ５ 亿

元， 占 １４ ９％； 其他专项工程 （含机构能力建设、 前期工作、 水库移

民、 三峡后续等） 完成投资 １１６５ ８ 亿元， 占 １０ ７％， 其中， 三峡后

续工作当年完成投资 ９６ ８９ 亿元。 ２０２２ 年分用途完成投资情况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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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２２ 年分用途完成投资情况

七大流域完成投资 ９１１２ １ 亿元， 东南诸河、 西北诸河以及西南

诸河等其他流域完成投资 １７８１ １ 亿元； 东部、 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

区完成投资分别为 ３５８７ ２ 亿元、 ３７０２ ２ 亿元、 ３１４２ ６ 亿元和 ４６１ ２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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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年完成投资中， 中央项目完成投资 １１５ ５ 亿元， 地方项目完成

投资 １０７７７ ７ 亿元。 大中型项目完成投资 ２１５６ ５ 亿元， 小型及其他项

目完成投资 ８７３６ ７ 亿元。 各类新建工程完成投资 ７９４７ ０ 亿元， 扩建、

改建等项目完成投资 ２９４６ ２ 亿元。

当年在建的水利建设项目 ４０６８０ 个， 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 ４３２１０ ７

亿元， 较上年增加 ４６ ５％， 其中， 新开工项目 ２５０３５ 个， 较上年增加

１９ ８％， 新增投资规模 １６５８０ ４ 亿元， 是去年的 １ ５ 倍。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

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情况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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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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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重点水利建设

流域防洪工程建设。 开工建设黄河下游 “十四五” 防洪工程、 赣

江抚河下游尾闾综合整治、 太湖吴淞江整治 （江苏段）、 淮河入海水道

二期等； 加快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应急治理、 江苏重点平原洼地近期

治理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长江中下游河势控制和河道整治 ９ 项工程、

黄河下游防洪 ２ 项工程全部建成并发挥效益； 进一步治淮 ３８ 项工程已

开工 ３３ 项， 其中 ２２ 项建成并发挥效益； 洞庭湖、 鄱阳湖治理 ５ 项工程

已全部开工， 其中 ４ 项建成并发挥效益； 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１２

项工程已全部开工， 其中 １０ 项建成并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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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 环北部湾广东水

资源配置、 湖北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二期、 云南滇中引水二期、 安徽

引江济淮二期等工程开工建设； 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 重庆市渝西

水资源配置、 陕西引汉济渭、 内蒙古引绰济辽等工程加快实施， 引江

济淮一期工程试通水通航， 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顺利完工。

水库及枢纽工程建设。 全年在建小型水库 １３６ 座、 中型水库 ５４ 座、

大型及枢纽工程 ７１ 座。 重庆藻渡、 向阳， 湖南大兴寨， 黑龙江林海，

四川青峪口， 河南汉山， 山东双堠、 青岛官路， 云南黑滩河等 ９ 座大

型水库 （枢纽） 和福建下岩、 广西板阳东等 ２ 座中型水库开工。 黑龙

江关门嘴子、 浙江开化、 河南袁湾等水库工程实现年度导截流目标；

西藏湘河水利枢纽、 青海蓄集峡水利枢纽、 湖南毛俊等工程下闸蓄水；

广东韩江高陂、 江西四方井、 云南车马碧等工程完工； 重庆观景口、

河南前坪、 辽宁猴山等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农村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新开工江西大坳和梅江灌区、 海南牛路

岭灌区、 广西大藤峡和龙云灌区、 安徽怀洪新河灌区等 ８ 个灌区建设，

继续实施大型灌区新建及现代化改造工程、 中小型灌区等工程， 当年

新增耕地灌溉面积 １２２７ ５×１０３ 公顷；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 农村规模

化建设及小型工程规范化改造等工程， 提升 ８７９１ １ 万农村人口供水保

障水平，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８７％。 新增农村水电站 １３ 座， 新增装

机 １５ ７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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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工程建设。 推进福建木兰溪、 吉林查干湖、 安

徽巢湖等一批河湖治理和生态修复。 全国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６ ８ 万平方公里， 其中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１ ３１ 万平方公里。 对 ６２２ 座黄土高原淤地坝进行了除险加固， 整治坡

耕地面积 ８３ 万亩， 新建淤地坝和拦沙坝 ７９０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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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主要水利工程设施

水库和枢纽。 全国已建成各类水库 ９５２９６ 座， 水库总库容 ９８８７ 亿

立方米。 其中： 大型水库 ８１４ 座， 总库容 ７９７９ 亿立方米； 中型水库

４１９２ 座， 总库容 １１９９ 亿立方米。

堤防和水闸。 全国已建成 ５ 级及以上江河堤防 ３３ ２ 万公里❶， 累计

达标堤防 ２５ ２ 万公里， 堤防达标率为 ７６ １％； 其中， １ 级、 ２ 级达标堤

防长度为 ３ ８ 万公里， 达标率为 ８５ ８％。 全国已建成江河堤防保护人

口 ６ ４ 亿人， 保护耕地 ４ ２×１０３ 万公顷。 全国已建成流量为 ５ 立方米每

秒及以上的水闸 ９６３４８ 座， 其中大型水闸 ９５７ 座。 按水闸类型分， 分洪

闸 ７６２１ 座， 排 （退） 水闸 １７１５８ 座， 挡潮闸 ４６１１ 座， 引水闸 １３０６６

座， 节制闸 ５３８９２ 座。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已建成 ５ 级及以上江河堤防长度

如图 ３ 所示。

❶ ２０１１ 年以前各年堤防长度含部分地区 ５ 级以下江河堤防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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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已建成 ５ 级及以上江河堤防长度

机电井和泵站。 全国已累计建成日取水大于等于 ２０ 立方米的供水

机电井或内径大于等于 ２００ 毫米的灌溉机电井共 ５２２ 万眼。 全国已建成

各类装机流量 １ 立方米每秒或装机功率 ５０ 千瓦以上的泵站 ９４０３０ 处，

其中： 大型泵站 ４８２ 处， 中型泵站 ４７４５ 处， 小型泵站 ８８８０３ 处。

灌区工程。 全国已建成设计灌溉面积 ２０００ 亩及以上的灌区共

２１６１９ 处， 耕地灌溉面积 ３９７２７×１０３ 公顷。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全国灌

溉面积 ７９０３６×１０３ 公顷， 耕地灌溉面积 ７０３５９×１０３ 公顷， 占全国耕地面

积的 ５５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耕地灌溉面积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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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耕地灌溉面积

农村水电站。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全国现有农村水电站 ４１５４４ 座，

装机容量 ８０６３ 万千瓦， 占全国水电装机容量的 １９ ４％。 全国农村水电

年发电量 ２３６０ 亿千瓦时， 占全口径水电发电量的 １９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村水电站装机容量如图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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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村水电站装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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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工程。 全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达 １５６ 万平方公里❶，

累计封禁治理保有面积达 ３０ ６ 万平方公里。 ２０２２ 年持续开展全国全覆

盖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 全面掌握县级以上行政区、 重点区域、

大江大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如图 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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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水文站网。 全国已建成各类水文测站 １２１７３１ 处， 包括国家基本水

文站 ３３１２ 处、 专用水文站 ４７５１ 处、 水位站 １８７６１ 处、 雨量站 ５３４１３

处、 蒸发站 ９ 处、 地下水站 ２６５８６ 处、 水质站 ９７３７ 处、 墒情站 ５１０２

处、 实验站 ６０ 处。 其中， 向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水文信息的

各类水文测站 ７７８３７ 处， 可发布预报站 ２６３０ 处， 可发布预警站 ２２３３

❶ ２０１２ 年数据与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数据进行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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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配备在线测流系统的水文测站 ３０４２ 处， 配备视频监控系统的水文

测站 ６４７０ 处。 基本建成中央、 流域、 省级和地市级共 ３３１ 个水质监测

（分） 中心和水质站 （断面） 组成的水质监测体系。

水利网信。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全国省级以上水利部门配置累计各

类服务器 ９５２８ 台 （套）， 形成存储能力 ４５ ９６ 拍字节， 存储各类信息

资源总量达 ５ ９２ 拍字节； 县级以上水利部门累计配置各类卫星设备

３１７６ 台 （套）， 利用北斗卫星短文传输报汛站达 ８１６９ 个， 应急通信车

１４０ 辆， 集群通信终端 ２６２９ 个， 宽、 窄带单通信系统 ３６９ 套， 无人机

２１５７ 架。 全国省级以上水利部门各类信息采集点达 ４９ ９７ 万处， 其中：

水文、 水资源、 水土保持等采集点约 ２７ ４７ 万个， 大中型水库安全监测

采集点约 ２２ ５ 万个。



１２　　　 　

４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水资源状况。 ２０２２ 年， 全国水资源总量 ２７０８８ １ 亿立方米， 比多

年平均值偏少 １ ９％。 全国年平均降水量 ６３１ ５ 毫米， 比多年平均偏少

２ ０％， 较上年减少 ８ ７％。 全国 ７５３ 座大型水库和 ３８９６ 座中型水库年

末蓄水总量 ４１８０ ７ 亿立方米， 比年初减少 ４０６ ２ 亿立方米。

水资源开发。 ２０２２ 年， 新增规模以上水利工程❶供水能力 ５６ ０ 亿

立方米。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达 ８９９８ ４ 亿立方

米， 其中： 跨县级区域供水工程 ６３２ ４ 亿立方米， 水库工程 ２４５６ ７ 亿

立方米， 河湖引水工程 ２１１４ ８ 亿立方米， 河湖泵站工程 １８５０ ８ 亿立方

米， 机电井工程 １３８２ ９ 亿立方米， 塘坝窖池工程 ３７２ ６ 亿立方米， 非

常规水资源利用工程 １８８ ２ 亿立方米。

水资源利用。 ２０２２ 年， 全年总供水量 ５９９８ ２ 亿立方米， 其中： 地

❶ 规模以上水利工程包括： 总库容大于等于 １０ 万立方米水库、 装机流量大于等于 １ 立方米 ／ 秒或装

机容量大于等于 ５０ 千瓦的河湖取水泵站、 过闸流量大于等于 １ 立方米 ／ 秒的河湖引水闸、 井口井壁管内径

大于等于 ２００ 毫米的灌溉机电井和日供水量大于等于 ２０ 立方米的机电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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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供水量 ４９９４ ２ 亿立方米， 地下水供水量 ８２８ ２ 亿立方米， 其他水

源供水量 １７５ ８ 亿立方米。 全国总用水量 ５９９８ ２ 亿立方米， 其中： 生

活用水量 ９０５ ７ 亿立方米， 工业用水量 ９６８ ４ 亿立方米， 农业用水量

３７８１ ３ 亿立方米， 人工生态环境补水量 ３４２ ８ 亿立方米。 与上年比较，

用水量增加 ７８ ０ 亿立方米， 其中： 生活用水量减少 ３ ７ 亿立方米， 工

业用水量减少 ８１ ２ 亿立方米， 农业用水量增加 １３７ ０ 亿立方米， 人工

生态环境补水量增加 ２５ ９ 亿立方米。

水资源节约。 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４２５ ０ 立方米， 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 ０ ５７２，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当年价） 用水量 ４９ ６ 立方米，

万元工业增加值 （当年价） 用水量 ２４ １ 立方米。 按可比价计算， 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２０２１ 年下降

１ ６％和 １０ ８％。 全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 １７５ ８ 亿立方米， 其中： 再生

水利用量 １５０ ９ 亿立方米， 集蓄雨水利用量 １０ ５ 亿立方米， 淡化海水

利用量 ４ ０ 亿立方米， 微咸水利用量 ３ ２ 亿立方米， 矿坑 （井） 水利

用量 ７ ２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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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防汛抗旱

２０２２ 年， 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１２８８ ９９ 亿元 （水利工程设施直

接损失 ３１９ １２ 亿元）， 占当年 ＧＤＰ 的 ０ １１％。 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３４１３ ７３×１０３ 公顷， 绝收面积 ４９２ ６５×１０３ 公顷， 受灾人口 ３３８５ ２６ 万

人， 因灾死亡 １４３ 人， 失踪 ２８ 人， 倒塌房屋 ３ １３ 万间。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辽宁、 湖南等省 （自治区） 受灾较重。 全国因山洪 （山

洪泥石流） 灾害死亡失踪 １１９ 人， 占全国因洪涝灾情死亡失踪人数的

６９ ６％。 全国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 ６０９０×１０３ 公顷， 绝收面积 ６１２×１０３

公顷， 直接经济总损失 ５１２ ８５ 亿元❶。 全国因旱累计有 ５４２ 万城乡人

口、 ３３２ 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全年完成抗旱浇地面积

１４２６８×１０３ 公顷， 抗旱挽回粮食损失 １５７ 亿公斤， 解决了 ５２１ 万城乡居

民和 ２５１ 万头大牲畜因旱临时饮水困难。

❶ ２０２２ 年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 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 绝收面积、 受灾人口、 因灾死亡和失踪人

口、 倒塌房屋数量， 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 绝收面积、 直接经济损失等数据来源于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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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中央下拨水利救灾资金 ８３ ９６ 亿元， 其中： 用于防汛 １６ ９６ 亿

元， 用于抗旱 ６７ ００ 亿元。 中央水利救灾资金在安全度汛隐患排查整

治、 防洪工程设施水毁修复、 应急抗旱保供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障防洪安全、 饮水安全、 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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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水利改革与管理

河湖长制。 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担任省级总河长， 带领 ３０ 万名省、 市、 县、 乡级河长湖长全年巡

查河湖 ６６３ 万人次， ９０ 万名村级河湖长 （巡河员、 护河员） 守护河湖

“最前哨”。 全面建立南水北调工程河湖长制体系， 设立省、 市、 县、

乡四级河长湖长 １１５０ 人， 设立村级河长湖长 ２６３８ 人。 深入推进河湖

“清四乱” 常态化规范化， 全国共清理整治 “四乱” 问题 ２ ９２ 万个。

开展全国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 累计查处非法采砂行为 ５８３９ 起，

查扣非法采砂船舶 ４８８ 艘、 挖掘机具 １３３４ 台， 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１７９

件， 对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１５５ 个县级行政区域的河湖长、

河长制办公室、 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 １０００ 个河段 （湖片） 开展河湖长

制落实情况监督检查。

水资源管理。 ２０２２ 年批复 １４ 条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组织完成

１７１ 个跨省重要河湖、 指导各省完成 ４１５ 个重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

制定， １６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印发了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 水位

控制 “双控” 指标； 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累计登记已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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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取水口 ５９１ １０ 万个， 涉及取水项目 ８４ ９０ 万个。 对黄河流域 １３ 个

地表水超载地市、 ６２ 个地下水超采县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２０２２ 年全国

新发取水许可电子证照 １５ ３８ 万套。 推进南水北调受水区地下水压采，

累计压采地下水 ６８ ０２ 亿立方米。 中国水权交易所 ２０２２ 年完成水权交

易 ３５０７ 单， 交易水量 ２ ５ 亿立方米。

节约用水管理。 ２０２２ 年， 以县域为单元全面开展节水型社会达标

建设， 复核发布第 ５ 批 ３４９ 个节水型社会达标县 （市、 区、 旗）。 修订

发布钢铁、 纺织染整等 ９ 项高耗水行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开展规划

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 ８１３０ 个。 推动实施合同节水管理项目 １５１ 项。 新

建成水利行业节水型单位 １８３３ 家， 节水型高校 ３６０ 所， 节水型灌区

１８２ 处， 遴选发布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 ３０ 个， 重点用水企业、 园区水

效领跑者 ７４ 家。 推动黄河流域和京津冀地区 ４ 万余家年用水量 １ 万立

方米及以上工业和服务业单位实现计划用水管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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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调度。 实施黄河、 黑河、 汉江等 ４２ 条跨省江河流域水资源

统一调度， 黄河实现连续 ２３ 年不断流， 黑河东居延海实现连续 １８ 年不

干涸， 通过实施珠江枯水期水量调度保障了澳门、 珠海等地供水安全。

永定河首次实现春秋两次全线流动， 西辽河总办窝堡枢纽实现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首次过水， 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水面面积和湿地生态环境有

效恢复， 乌梁素海水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白洋淀生态水位保证率达到

１００％。 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 与永定河实现百

年交汇。 华北地区河湖生态补水范围扩大至 ７ 个水系 ４８ 条河 （湖）

流， 累计补水 ７０ ２２ 亿立方米， 贯通河长 ３２６４ 公里、 比 ２０２１ 年增加

４ ２ 倍， 漳卫河水系、 大清河白洋淀水系分别实现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８０ 年代以来通过补水首次贯通入海， 子牙河水系连续两年实现贯通

入海。

运行管理。 “十四五” 以来， 累计完成水库大坝安全鉴定 ３４６９５

座， 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 ７４７１ 座， 完成小型水库雨水情监测设

施建设 ２６５８３ 座， 完成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 １７６６７ 座，

实行小型水库专业化管护 ４８２２６ 座， 合理妥善实施水库降等 ２４３７

座、 报废 ５５４ 座。 ２０２２ 年， 全国 ７８６ 处水利工程通过省级或流域标

准化管理评价， 完成水利工程标准化水利部评价 ２１ 处， 完成大中型

水闸安全鉴定 １１３４ 座， 完成水库、 堤防、 水闸确权划界 ３９７０ 座、

２２３３５ 公里、 ６１２３ 座。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累计批准国家级水利风景

区 ９２１ 个， 其中： 水库型 ３８４ 个， 自然河湖型 ２０６ 个， 城市河湖型

２１１ 个， 湿地型 ４７ 个， 灌区型 ３４ 个， 水土保持型 ３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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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价改革。 修订出台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水利工程供

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推动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水资源节约、 水利工

程良性运行、 与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水价形成机制。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累计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７ ５ 亿亩， 其中 ２０２２ 年

新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１ ７ 亿亩。

水土保持管理。 全国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９ ５２ 万个，

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３ ０６ 万平方公里； ４ ５８ 万个生产建设项目

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 开展覆盖全国范围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遥感监管， 通过卫星遥感解译， 组织现场核查， 共认定并查处

“未批先建” “未批先弃” 等违法违规项目 １ ４６ 万个。 开展国家水土保

持示范创建， 共评定 １０２ 个示范； 推动江西赣州、 陕西延安、 福建长

汀、 山西右玉、 黑龙江拜泉等 ５ 个市县开展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

农村水利水电管理。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２５ 个省份累计创建绿色小

水电站示范 ９６４ 座， 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完成， 全国 ３ ４ 万座小

水电站落实生态流量。 积极推进农村水电站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全

国累计建成安全生产标准化电站 ４７００ 座， 其中一级电站 １２４ 座、 二级

电站 １７０６ 座、 三级电站 ２８７０ 座。

水利监督。 全年共派出检查组 １５００ 个、 ６１００ 人次， 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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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０ 个， 就发现的各类突出问题， 组织对 １６６ 家责任单位实施了 “约

谈” 及以上责任追究， 其中对流域防洪工程和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展

稽察 ５ 批次， 派出 ５８ 个稽察组、 ５３９ 人次； 对政府质量监督履职 ３ 批

次， 派出 ３０ 个巡查组、 １６８ 人次。 组织各地区各单位对 ２８ ７ 万处水利

设施和涉及度汛工作的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开展全覆盖自查自纠。

全年有 １３８ 家单位通过一级标准化达标创建评审。

依法行政。 推动出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水利部 （包

括部机关和各流域管理机构） 共受理行政审批事项 ７８６９２ 件， 办结

７６８１６ 件。 全国立案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２ ０６ 万件， 当年结案 １ ９０ 万

件， 结案率 ９２ ４％； 水利部共办结行政复议案件 １９ 件， 办理行政应诉

１８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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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科技。 ２０２２ 年， 立项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长江黄河等重

点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治理” “重大自然灾害防控与公共安全” 等

涉水重点专项项目共 １６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江、 黄河水科学研究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２ 项， 水利技术示范项目 ４１ 项。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水

利部共有国家和部级重点实验室 ３２ 个 （含筹建中部级重点实验室 １９

个）， 国家和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５ 个， 国家和部级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 ７ 个。 印发 ２０２２ 年度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推广清单， 发布成果

１０６ 项。 发布水利技术标准 ６ 项， 由水利部推荐的 ４ 项标准荣获 ２０２２

年度标准科技创新奖， ２ 名个人荣获领军人才奖。

国际合作。 ２０２２ 年， 持续与芬兰、 丹麦、 日本等国开展政策对话

与技术交流， 积极参与第九届世界水论坛等国际水事活动， 举办水利

多双边交流活动 ４１ 场。 实施国际合作项目 ７１ 个， ８ 个项目纳入国家

“一带一路” 建设重点项目， 组织立项 １５ 个援外培训项目。 习近平主

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 与哈方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

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管理和运行苏木拜河联合引水工程的协定》。

完成对周边国家 ６９ 个水文站国际报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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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水利行业状况

水利单位。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从事水利活动的各类县级及以上独

立核算的法人单位 ２６３８１ 个， 从业人员 ８７ ３ 万人。 其中： 机关单位

３０４５ 个， 从业人员 １３ ０ 万人； 事业单位 １８５００ 个， 从业人员 ４７ ０ 万

人； 企业 ３３７５ 个， 从业人员 ２６ ４ 万人； 社团及其他组织 １４６１ 个， 从

业人员 ０ ９ 万人。

职工与工资。 全国水利系统从业人员 ７５ ５ 万人， 其中， 全国水利

系统在岗职工 ７２ ３ 万人。 在岗职工中， 部直属单位在岗职工 ５ ６ 万人，

地方水利系统在岗职工 ６６ ７ 万人。 全国水利系统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为

８６３ ９ 亿元， 年平均工资为 １２ ０ 万元。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职工与工资情况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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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 年职工与工资情况

项　 目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２年

在岗职工人数

／ 万人
１０３ ４ １００ ５ ９７ １ ９４ ７ ９２ ５ ９０ ４ ８７ ９ ８２ ７ ７７ ８ ７４ ８ ７２ ３

其中： 部直属单位

／ 万人
７ ４ ７ ０ ６ ７ ６ ６ ６ ４ ６ ４ ６ ６ ６ ６ ６ ７ ６ ０ ５ ６

　 　 　 地方水利系统

／ 万人
９６ ０ ９３ ５ ９０ ４ ８８ １ ８６ １ ８４ ０ ８１ ３ ７６ １ ７１ １ ６８ ８ ６６ ７

在岗职工工资

／ 亿元
３８９ １ ４１５ ３ ４５１ ４ ５２９ ４ ６４０ ５ ７３９ １ ８０２ ７ ７８７ ６ ７９０ ９ ８１８ ７ ８６３ ９

年平均工资

／ （元 ／ 人）
３７６９２ ４１４５３ ４６５６９ ５５８７０ ６９３７７ ８３５３４ ９１３０７ ９５２３６ １０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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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全国水利发展主要指标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年）

指 标 名 称 　 单位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１ 灌溉面积 １０３ 公顷 ７３９４６ ７４５４２ ７５０３４ ７５６８７ ７８３１５ ７９０３６

２ 耕地灌溉面积 １０３ 公顷 ６７８１６ ６８２７２ ６８６７９ ６９１６１ ６９６０９ ７０３５９

其中： 本年新增 １０３ 公顷 １０７０ ８２８ ７８０ ８７０ １１１４ １２２８

３ 万亩以上灌区 处 ７８３９ ７８８１ ７８８４ ７７１３ ７３２６

其中： ３０ 万亩以上 处 ４５８ ４６１ ４６０ ４５４ ４５０

４ 万亩以上灌区耕地灌溉面积 １０３ 公顷 ３３２６２ ３３３２４ ３３５０１ ３３６３８ ３５４９９

其中： ３０ 万亩以上 １０３ 公顷 １７８４０ １７７９９ １７９９４ １７８２２ １７８６８

５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７

６ 除涝面积 １０３ 公顷 ２３８２４ ２４２６２ ２４５３０ ２４５８６ ２４４８０ ２４１２９

７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万平方公里 １２５ ８ １３１ ５ １３７ ３ １４３ １ １４９ ６ １５６ ０

其中： 本年新增 万平方公里 ５ ９ ６ ４ ６ ７ ６ ４ ６ ８ ６ ８

８ 水库 座 ９８７９５ ９８８２２ ９８１１２ ９８５６６ ９７０３６ ９５２９６

其中： 大型水库 座 ７３２ ７３６ ７４４ ７７４ ８０５ ８１４

　 　 　 中型水库 座 ３９３４ ３９５４ ３９７８ ４０９８ ４１７４ ４１９２

９ 水库总库容 亿立方米 ９０３５ ８９５３ ８９８３ ９３０６ ９８５３ ９８８７

其中： 大型水库 亿立方米 ７２１０ ７１１７ ７１５０ ７４１０ ７９４４ ７９７９

　 　 　 中型水库 亿立方米 １１１７ １１２６ １１２７ １１７９ １１９７ １１９９

１０ 全年水利工程总供水量 亿立方米 ６０４３ ６０１６ ６０２１ ５８１３ ５９２０ ５９９８

１１ 堤防长度 万公里 ３０ ６ ３１ ２ ３２ ０ ３２ ８ ３３ １ ３３ ２

保护耕地 １０３ 公顷 ４０９４６ ４１４０９ ４１９０３ ４２１６８ ４２１９２ ４１９７２

堤防保护人口 万人 ６０５５７ ６２８３７ ６７２０４ ６４５９１ ６５１９３ ６４２８４

１２ 水闸总计 座 １０３８７８ １０４４０３ １０３５７５ １０３４７４ １００３２１ ９６３４８

其中： 大型水闸 座 ８９２ ８９７ ８９２ ９１４ ９２３ ９５７

１３ 年末全国水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３４１６８ ３５２２６ ３５８０４ ３７０２８ ３９０９４ ４１３５０

全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１１９６７ １２３２９ １３０２１ １３５５３ １３３９９ １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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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名 称 　 单位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１４ 农村水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７９２７ ８０４４ ８１４４ ８１３４ ８２９０ ８０６３

全年发电量 亿千瓦时 ２４７７ ２３４６ ２５３３ ２４２４ ２２４１ ２３６０

１５ 当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亿元 ７１３２ ４ ６６０２ ６ ６７１１ ７ ８１８１ ７ ７５７６ ０ １０８９３ ２

按投资来源分：

（１） 中央政府投资 亿元 １７５７ １ １７５２ ７ １７５１ １ １７８６ ９ １７０８ ６ ２２１７ ９

（２） 地方政府投资 亿元 ３５７８ ２ ３２５９ ６ ３４８７ ９ ４８４７ ８ ４２３６ ８ ６００４ １

（３） 国内贷款 亿元 ９２５ ８ ７５２ ５ ６３６ ３ ６１４ ０ ６９８ ９ １４５０ ７

（４） 利用外资 亿元 ８ ０ ４ ９ ５ ７ １０ ７ ８ １ ５ ９

（５） 企业和私人投资 亿元 ６００ ８ ５６５ １ ５８８ ０ ６９０ ４ ７１８ ２ １０６５ ５

（６） 债券 亿元 ２６ ５ ４１ ６ １０ ０ ８７ ２ １０４ ３ ７５ １

（７） 其他投资 亿元 ２３５ ９ ２２６ ３ ２３２ ８ １４４ ９ １０１ １ ７４ ０

按投资用途分：

（１） 防洪工程 亿元 ２４３８ ８ ２１７５ ４ ２２８９ ８ ２８０１ ８ ２４９７ ０ ３６２８ ４

（２） 水资源工程 亿元 ２７０４ ９ ２５５０ ０ ２４４８ ３ ３０７６ ７ ２８６６ ４ ４４７３ ５

（３） 水土保持及生态建设 亿元 ６８２ ６ ７４１ ４ ９１３ ４ １２２０ ９ １１２３ ６ １６２５ ５

（４） 水电工程 亿元 １４５ ８ １２１ ０ １０６ ７ ９２ ４ ７８ ８ １０７ ３

（５） 行业能力建设 亿元 ３１ ５ ４７ ０ ６３ ４ ８５ ２ ７９ ９ １２４ ４

（６） 前期工作 亿元 １８１ ２ １３２ ０ １３２ ７ １５７ ３ １３６ ５ ７３０ ０

（７） 其他 亿元 ９４７ ５ ８３５ ８ ７５７ ４ ７４７ ３ ７９３ ８ ２２１７ ９

　 说明： １ 本公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的数据。
２ 农村水电的统计口径为单站装机容量 ５ 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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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３３ ３％ ； ４４７ ３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ｅｔ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４１ １％ ； １６２ ５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ｖｅｒ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４ ９％ ； ａｎｄ １１６ ５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ｔｃ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０ ７％ ．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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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pecific projects
116.58 billion Yuan�10.7% 

Flood control projects,
362.84 billion Yuan, 33.3%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162.55 billionYuan, 14.9%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447.35 billion Yuan, 41.1%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ｅｖ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９１１ ２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１７８ １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３５８ ７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３７０ ２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３１４ ２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４６ １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１１ ５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１ ０７７ ７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１５ ６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８７３ ６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ｎｅ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７９４ ７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２９４ ６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２９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４０ ６８０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２，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４ ３２１ ０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４６ ５％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２５ ０３５ ｎｅ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２，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９ ８％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１ ６５８ ０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１ ５ ｔｉｍ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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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３０　　　 　

ＩＩ Ｋｅｙ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ｕｓｏ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ＩＩ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ｏｗ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ｌａｉｎ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ｍ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３８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３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２２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５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４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ｅｇ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１０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ｉｂｕ Ｇｕｌｆ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ｅｄ ｓｐ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ｉｈ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Ｚｈｕｏｅｒ Ｒｉｖｅｒ ｔｏ Ｘｉｌｉａｏ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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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ｄ ｆｏｒ １３６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５４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７１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Ｚａｏｄ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Ｄａｘｉｎｇｚｈａ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Ｌｉｎｈａ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Ｈａｎｓｈａｎ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Ｓｈｕａｎｇｈ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ｌ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ｉｔａｎ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２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Ｘｉａｙ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ｎｙ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ｍｍｉｎｇ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Ｇｕａｎｍｅｎｚｕｉｚ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Ｋａｉｈｕａ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ｗａｎ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Ｉｍｐｏｕｎｄ⁃

ｍ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Ｘｉｚａｎｇ， Ｘｕｊｉｘｉａ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Ｍａｏｊｕ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ｏｐｉ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ｉｆａｎｇｊ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ａｂｉ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Ｇｕａｎｊｉｎｇｋｏｕ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Ｑｉａｎｐ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ｈ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ａｓｓｅｄ ｃｈｅｃｋ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８ ｎｅｗ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Ｄａａｏ ａｎｄ Ｍｅｉｊｉａ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ａｉｎａｎ Ｎｉｕｌｕｌ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Ｄａｔｅｎｇｘｉ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ｙｕ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Ａｎｈｕｉ Ｈｕａｉｈｏｎｇ Ｘｉｎｈ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 ２２７ ５００ ｈｍ２；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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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８７ ９１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ａｐ ｗａｔｅｒ ｒｏｓｅ ｔｏ ８７％ ． Ｔｈｅ １３ ｎｅｗ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５７ ０００ ｋＷ．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ｕｌａｎ Ｃｒｅｅｋ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Ｃｈａｇａｎ Ｌａｋｅ ｉｎ Ｊ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６８ ０００ ｋｍ２，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１３ １００ ｋｍ２ ． Ｕｐ

ｔｏ ６２２ ｓｉｌｔ⁃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ａｍｓ ｏｎ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ｔ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ｏｆ ８３０ ０００ ｍｕ ｗｅｒｅ ｈａｒｎ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７９０

ｎｅｗｌｙ⁃ｂｕｉｌｔ ｓｉｌｔ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ａｍ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 ｄａｍｓ

ＩＩＩ Ｋｅｙ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ｒｅ ９５ ２９６，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９８８ 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８１４ ａｒｅ ｌａｒ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７９７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ａｎｄ ４ １９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１１９ 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



３３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Ｇｒａｄｅ⁃Ｖ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３３２ ０００ ｋｍ❶．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ｙ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ｅ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５２ ０００ ｋｍ，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７６ １％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ｕｐ⁃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ｙ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ｄｅ⁃

Ｉ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ＩＩ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３８ ０００ ｋｍ， ｔａｋｉｎｇ ｕｐ ８５ ８％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ｄｙ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６４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４２ ０００

ｈｍ２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ｌｏｗ ｏｆ ５ ｍ３ ／ ｓ ｗｅｒｅ ９６ ３４８，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９５７ ｗｅｒｅ ｌａｒ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ｓ． Ｂｙ ｔｙｐ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７ ６２１ ｆｌｏｏ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ｌｕｉｃｅｓ， １７ １５８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 ｒｅｔｕｒ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ｌｕｉｃｅｓ， ４ ６１１ ｔｉｄａｌ ｂａｒｒａｇｅｓ， １３ ０６６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ａｎｄ ５３ ８９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Ｇｒａｄｅ⁃Ｖ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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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Ｇｒａｄｅ⁃Ｖ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❶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ｋｅｓ ｉｎ ａ ｙ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１１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ｙｋ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Ｖ ｉｎ ｓｏｍ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３４　　　 　

Ｔｕｂｅ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５ ２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ｕｂｅ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ａ ｄａｉ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ｏ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２０ ｍ３ ｏｒ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ｏ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２００ ｍ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４ ０３０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ｌｏｗ ｏｆ １ ｍ３ ／ ｓ ｏｒ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ｂｏｖｅ

５０ ｋＷ ｗｅｒｅ ｐｕｔ ｉｎ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８２ ｌａｒｇｅ， ４ ７４５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 ａｎｄ

８８ ８０３ ｓｍａｌｌ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２ ０００ ｍｕ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ｗｅｒｅ ２１ ６１９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３９ ７２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７９ ０３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 ． Ｔｈ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７０ ３５９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ｈｍ２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５５ １％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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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３５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ｓ ４１ ５４４，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８０ ６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ｋ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９ 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３６ ０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ｋＷ·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１９ ６％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５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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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５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３６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 ５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ｋｍ２❶；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ｏ

３０６ ０００ ｋｍ２ ． Ｉｎ ２０２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ｉｎ ａｌ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６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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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６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２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１２１ ７３１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３ ３１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４ ７５１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１８ ７６１ ｇａｕ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５３ ４１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９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 ５８６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９ ７３７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１０２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６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７７ ８３７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２ ６３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ａｎｄ ２ ２３３ ｃａ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ｅａｒｌｙ

❶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２０１２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３７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 ３ ０４２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ｌｏ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６ ４７０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３３１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ｓｕｂ⁃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ｓ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ａｓ ｓｅｔ ｕｐ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ｗｅｒ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９ ５２８

ｓｅｒｖｅ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ｄ ｋｉｎｄ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４５ ９６ ＰＢ， ａｎｄ ｋｅｅｐｉｎｇ

５ ９２ ＰＢ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ｈａｄ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 ３ １７６ ｓｅ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８ １６９ ｆｌｏｏ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ｉｄｏｕ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１４０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 ６２９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３６９ ｎａｒｒｏｗｂ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２ １５７ 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ａｅｒ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 ＵＡＶ ） ．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４９９ ７０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７４ ７００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２２５ ０００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３８　　　 　

ＩＶ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２ ７０８ ８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１ 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６３１ ５ ｍｍ， ２ ０％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８ ７％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７５３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３ ８９６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ｅｒｅ ４１８ ０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４０ ６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ｂｙ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ｓｉｚｅ❶ ｗａｓ ５ 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８９９ ８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６３ ２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ｗａ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２４５ ６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１１ ４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１８５ ０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ｐｕｍｐ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１３８ ２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ｓ， ３７ ２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ｐｏｎｄｓ， ｗｅｉｒｓ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ａｒｓ， ａｎｄ

１８ ８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５９９ ８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９９ ４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８２ ８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１７ ５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５９９ ８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９０ ５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❶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ｓｉｚ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１００ ０００ ｍ３ 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ｕｍｐ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ｆｌｏｗ ａｔ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１ ｍ３ ／ ｓ ｏｒ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ｔ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５０ ｋＷ，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ｇ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ｆｌｏｗ ａｔ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１ ｍ３ ／ 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ｓ ２００ ｍｍ ｏｒ ｌａｒｇｅｒ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ｒ ｗｉｔｈ ａ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ｔ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２０ ｍ３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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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ｗａｓ， ９６ ８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ｗａｓ， ３７８ １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３４ ２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７ ８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１３ ７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２ ５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３７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８ １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

Ｗａｔｅｒ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４２５ ｍ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０ ５７２．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ｐ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ｏｆ ＧＤＰ （ 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４９ ６ ｍ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２４ １ ｍ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ｓ ｐ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ｏｆ ＧＤＰ ａｎｄ ｐ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１ ６％ ａｎｄ １０ 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１７ ５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１５ ０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ａｔｅｒ， １ ０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ｏｒ ｓｔｏｒｅｄ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０ ４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ａｌｉｎ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０ ３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ｂｌａｃｋｉｓ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０ ７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ｆｒｏｍ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ｍ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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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Ｆｌｏｏ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ｗａｓ

１２８ ８９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３１ ９１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０ １１％ ｏｆ ｔｈｅ Ｇ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３ ４１３ ７３０ ｈｍ２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ｌｏ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９２ ６５０ ｈｍ２

ｎｏｎ⁃ｈａｒｖｅｓ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３ ８５２６ ｍｉｌｌｉｏｎ， １４３ ｄｅａｄ ａｎｄ ２８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３１ ３００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ｈｏ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ｆｒｏｍ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Ｆｕｊｉ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ｔｏ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ｆｌｏ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ｅｄ １１９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６９ ６％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ｂｙ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ｗｅｒｅ ６ ０９０ ０００ ｈｍ２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ｗｅｒｅ ６１２ ０００

ｈｍ２，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１ ２８５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❶．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 ４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３ ３２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ａｎ⁃ｆｅｅｄ ｂｉ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Ｕｐ ｔｏ １４ ２６８ ０００ ｈｍ２

ｏｆ ｌａｎｄｓ ｗｅｒｅ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ｒｏｕｇｈｔ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ａ ｇｒａｉｎ ｌｏｓｓ ｏｆ １５ 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ｋ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５ ２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２ ５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ｂｉｇ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８ ３９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 ６９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ｆｌｏｏ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６ ７０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ｆｏ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❶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ｏｓ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ｆｌ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ｏ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ｅａｄ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ｈｏｕｓ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ａｌｌ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１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Ｉ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Ｒｉｖｅｒ （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ｉｎ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ｌｅａｄ ｉｎ ｐａ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ｆｏｒ ６ ６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ｅｎ⁃ｔｉｍｅ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３００ ０００ ｒｉｖｅｒ ／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９００ ０００ ｒｉｖｅｒ ／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ｆ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ｐａ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ｏｓｔ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 １ １５０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ｉｔｙ，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２ ６３８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ｗｅｒ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ｍ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ｓａｎｄ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９ ２００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ｎ ５ ８３９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ｓ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４８８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ａｎｄ １ ３３４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ｖｅｒ １７９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ｆ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１５５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ｆｉｃ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１０００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２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ｏｔａｓ ｗａ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１４ 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１７１

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ｏ



４２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４１５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１６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ｓｕ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ｏｆ ５ ９１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ｌａｔｅ ｔｏ ８４９ ０００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ｎｅｗ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ｗａｓ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ｆｏｒ １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ｖｅｒ⁃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６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ｏｖｅｒ⁃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ｉｓｓｕ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１５３ ８００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ｍａｄｅ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６ ８０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ｈａ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ａ ｔｏｔａｌ ３ ５０７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２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ｐ⁃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３４９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ｉｎ ５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ｑｕｏｔａ ｏｆ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ｏｒ ８ １３０ 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１５１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ｐｉｌｏｔｓ， １ ８３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６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１８２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３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ｉｔ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ｅａｄｅｒ” ． ７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ｒ “ｐａｒｋ 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ｅａｄｅｒ” ．

Ｍｏｒ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ｈａｄ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ｐｌａ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４０ ００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ｉ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０ ０００ ｍ３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ｆｕｌ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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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４２ ｔｒａｎ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ｆｏｒ ２３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ｊｕｙａｎ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ｄ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ｄｒｉ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１８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ｃａｏ， Ｚｈｕｈａ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ｄ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ｆｕｌｌ ｌｉｎｅ ｆ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Ｚｏｎｇｂａｎｗｏｐｕ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ｌｉａｏ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２．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ｔｅｍａ Ｌａｋｅ ａｔ ｔｈｅ ｔａｉｌ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Ｗｕｌｉａｎｇｓｕｈａｉ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ｔｏ Ｈｅｂｅｉ 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ａ １００％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ｆｕｌｌ⁃ｌｉｎ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ｖｅｙ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ｏ ７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４８ ｒｉｖｅｒｓ ／ ｌａｋ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 ０２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ｍ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３ ２６４ ｋｍ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４ ２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

ａｎｄ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ｑ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ｈａ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８０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Ｚｉｙａ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ａ ｆｏｒ ｔｗｏ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３４ ６９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ｐｉｒ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０．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 ４７１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６ ５８３ ｒａｉｎｗａ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１７ ６６７ ｄａｍ ｓａｆ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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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４８ ２２６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２ ４３７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ｄｏｗｎ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５５４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２， ７８６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ａｓｓ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ｏｒ ｂａｓ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ＭＷＲ ｍａｄ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１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１ １３４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ｔｉ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ｆｏｒ ３ ９７０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２ ３３５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６ １２３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ｓ．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９２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ｅｎｉｃ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ｋｉｎｄ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３８４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ｔｙｐｅ， ２０６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 ２１１ ｕｒｂ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ａｋｅ ｔｙｐｅ， ４７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３４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ｄ ３９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ＤＲＣ）， ＭＷＲ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７５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１７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ｕ ｗｅｒｅ ｎｅｗｌｙ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２， ＭＷＲ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９５ ２００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３０ ６００ ｋｍ２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４５ ８０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ｓｅｌｆ⁃ｃｈｅｃｋ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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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１４ ６０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ｕｎｉｓｈ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ｂｕｉｌｔ ｆｏｒ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ｔｈ １０２ ｐｉｌｏｔ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ｌｏｔ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Ｇａｎｚｈｏｕ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ａｎ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ｏｕｙｕ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ａｉｑｕａｎ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９６４ ｓｍａｌ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ｍｅ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ｓｍａｌ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３４ ０００ ｓｍａｌ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ｓａｆ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４ ７００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２４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Ａ， １ ７０６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Ｂ ａｎｄ

２ ８７０ ｏｆ ｌｅｖｅｌ Ｃ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２，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ｓ ｏｆ １ ５００， ｗｉｔｈ ６ １００ ｐｅｒｓｏｎ⁃ｔｉ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ｄ ｆｏｒ １２ ００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ＭＷ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ａｌｋｓ” 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１６６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ｆａｉｌ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ａｉｄ 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５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８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５３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ｐｌａｃｅｄ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ｆ ３０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ａｍｓ ａｎｄ １６８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３ ｂａｔ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ｅｌ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ｏｒ ２８７ ０００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ｗｏｒｋ ｏｆ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２０２２， １３８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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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ｂａｓ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２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２， ＭＷＲ ｈａｎｄｌｅｄ

７８ ６９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ｓ ｏｒ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ｗｉｔｈ

７６ ８１６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ＭＷ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２０ ６００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１９ ０００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ｒａｔｅ ｏｆ ９２ ４％． ＭＷＲ ｈａｎｄｌ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１８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２０２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ｔｏ １６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２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ｊｏｉｎｔ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ｆｏｒ ４１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ＭＷＲ ｈａｄ ３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ｒ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ｌａｂ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１９ ｌａｂｓ 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１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ａｎｄ 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ｆｉｅ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１０６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０２２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６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ｍａｄｅ ｐｕｂｌｉｃ， １５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ｒａｆｔｉｎｇ ａｎｄ ８０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２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ｄ， ａｎｄ 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ｗ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２２， ＭＷＲ ｈａ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４１ ｍｕｌｔｉ⁃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ｔｈｅ ９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ｕｍ．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７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８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４７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１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ｉｓｉ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ｏ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ｂｅ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ｏ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６９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Ｉ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２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２６ ３８１ ｌｅｇ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８７３ ０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３ ０４５ ｗｉｔｈ １３０ ０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８ ５００ ｗｉｔｈ ４７０ ０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３ ３７５ ｗｉｔｈ ２６４ ０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 ４６１ ｗｉｔｈ

９ ００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４８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ｔｏｒ ｔｏｔａｌｅｄ ７５５ ０００．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ｆ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７２３ ０００，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５６ ００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６６７ ００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ｆ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ｗａｓ ８６ ３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ａｌａｒｙ ｐ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ａｓ １２０ ０００ 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ｆｆ
／ １０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１０３ ４ １００ ５ ９７ １ ９４ ７ ９２ ５ ９０ ４ ８７ ９ ８２ ７ ７７ ８ ７４ ８ ７２ ３

Ｏｆ ｔｈｅｍ： ｓｔａｆｆ ｏｆ
ＭＷＲ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ＭＷＲ
／ １０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７ ４ ７ ０ ６ ７ ６ ６ ６ ４ ６ ４ ６ ６ ６ ６ ６ ７ ６ ０ ５ ６

Ｌｏ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 １０４ ｐｅｒｓｏｎｓ

９６ ０ ９３ ５ ９０ ４ ８８ １ ８６ １ ８４ ０ ８１ ３ ７６ １ ７１ １ ６８ ８ ６６ ７

Ｓａｌａ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ｆｆ ／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３８９ １ ４１５ ３ ４５１ ４ ５２９ ４ ６４０ ５ ７３９ １ ８０２ ７ ７８７ ６ ７９０ ９ ８１８ ７ ８６３ ９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ａｌａｒｙ
／ （Ｙｕａｎ ／ ｐｅｒｓｏｎ）

３７ ６９２ ４１ ４５３ ４６ ５６９ ５５ ８７０ ６９ ３７７ ８３ ５３４ ９１ ３０７ ９５ ２３６ １０２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２０ ０００



４９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ｉ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ｎｉ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１．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１０３ ｈｍ２ ７３ ９４６ ７４ ５４２ ７５ ０３４ ７５ ６８７ ７８ ３１５ ７９ ０３６

２．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１０３ ｈｍ２ ６７ ８１６ ６８ ２７２ ６８ ６７９ ６９ １６１ ６９ ６０９ ７０ ３５９

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２ １０３ ｈｍ２ １ ０７０ ８２８ ７８０ ８７０ １ １１４ １ ２２８

３．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ｖ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ｍｕ

ｕｎｉｔ ７ ８３９ ７ ８８１ ７ ８８４ ７ ７１３ ７ ３２６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ｖｅｒ
３００ ０００ ｍｕ

ｕｎｉｔ ４５８ ４６１ ４６０ ４５４ ４５０

４．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ｖｅｒ １０ ０００ ｍｕ

１０３ ｈｍ２ ３３ ２６２ ３３ ３２４ ３３ ５０１ ３３ ６３８ ３５ ４９９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ｖｅｒ ３００ ０００ ｍｕ

１０３ ｈｍ２ １７ ８４０ １７ ７９９ １７ ９９４ １７ ８２２ １７ ８６８

５．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ｓａｆｅ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７

６．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ｏｒ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０３ ｈｍ２ ２３ ８２４ ２４ ２６２ ２４ ５３０ ２４ ５８６ ２４ ４８０ ２４ １２９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ｒｏｄｅｄ ａｒｅａ

１０４ ｋｍ２ １２５ ８ １３１ ５ １３７ ３ １４３ １ １４９ ６ １５６ ０

Ｎｅｗ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２ １０４ ｋｍ２ ５ ９ ６ ４ ６ ７ ６ ４ ６ ８ ６ ８

８．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ｕｎｉｔ ９８ ７９５ ９８ ８２２ ９８ １１２ ９７ ０７２ ９７ ０３６ ９５ ２９６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 ｕｎｉｔ ７３２ ７３６ ７４４ ７５６ ８０５ ８１４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ｕｎｉｔ ３ ９３４ ３ ９５４ ３ ９７８ ４ ０４３ ４ １７４ ４ １９２

９．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１０８ ｍ３ ９ ０３５ ８ ９５３ ８ ９８３ ９ ０８６ ９ ８５３ ９ ８８７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 １０８ ｍ３ ７ ２１０ ７ １１７ ７ １５０ ７ ２３１ ７ ９４４ ７ ９７９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１０８ ｍ３ １ １１７ １ １２６ １ １２７ １ １４６ １ １９７ １ １９９

１０．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ａ ｙｅａｒ

１０８ ｍ３ ６ ０４３ ６ ０１６ ６ ０２１ ５ ８１３ ５ ９２０ ５ ９９８

１１．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ｉｋ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

１０４ ｋｍ ３０ ６ ３１ ２ ３２ ０ ３２ ８ ３３ １ ３３ ２



５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ｎｉ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３ ｋｍ２ ４０ ９４６ ４１ ３５１ ４１ ９０３ ４２ １６８ ４２ １９２ ４１ ９７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３ ｐｅｏｐｌｅ ６０ ５５７ ６２ ７８５ ６７ ２０４ ６４ ５９１ ６５ １９３ ６４ ２８４

１２．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ｇａｔｅｓ ｕｎｉｔ １０３ ８７８ １０４ ４０３ １０３ ５７５ １０３ ４７４ １００ ３２１ ９６ ３４８

Ｌａｒｇｅ⁃ｓｉｚｅｄ ｕｎｉｔ ８９２ ８９７ ８９２ ９１４ ９２３ ９５７

１３．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０４ ｋＷ ３４ １６８ ３５ ２２６ ３５ ８０４ ３７ ０２８ ３９ ０９４ ４１ ３５０

Ｙｅａｒｌｙ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８ ｋＷ·ｈ １１ ９６７ １２ ３２９ １３ ０２１ １３ ５５３ １３ ３９９ １２ ０２０

１４．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０４ ｋＷ ７ ９２７ ８ ０４４ ８ １４４ ８ １３４ ８ ２９０ ８ ０６３

Ｙｅａｒｌｙ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８ ｋＷ·ｈ ２ ４７７ ２ ３４６ ２ ５３３ ２ ４２４ ２ ２４１ ２ ３６０

１５．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７ １３２ ４ ６ ６０２ ６ ６ ７１１ ７ ８ １８１ ７ ７ ５７６ ０ １０ ８９３ ２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１ ７５７ １ １ ７５２ ７ １ ７５１ １ １ ７８６ ９ １７０８ ６ ２ ２１７ ９

（２）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３ ５７８ ２ ３ ２５９ ６ ３ ４８７ ９ ４ ８４７ ８ ４２３６ ８ ６ ００４ １

（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ｏａｎ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９２５ ８ ７５２ ５ ６３６ ３ ６１４ ０ ６９８ ９ １ ４５０ ７

（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ｕｎｄｓ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８ ０ ４ ９ ５ ７ １０ ７ ８ １ ５ ９

（５）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６００ ８ ５６５ １ ５８８ ０ ６９０ ４ ７１８ ２ １ ０６５ ５

（６） Ｂｏｎｄｓ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２６ ５ ４１ ６ １０ ０ ８７ ２ １０４ ３ ７５ １

（７） Ｏｔｈ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２３５ ９ ２２６ ３ ２３２ ８ １４４ ９ １０１ １ ７４ ０



５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Ｕｎｉ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１） Ｆｌ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２ ４３８ ８ ２ １７５ ４ ２ ２８９ ８ ２ ８０１ ８ ２ ７９４ ０ ３ ６２８ ４

（２）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２ ７０４ ９ ２ ５５０ ０ ２ ４４８ ３ ３ ０７６ ７ ２ ８６６ ４ ４ ４７３ ５

（３）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６８２ ６ ７４１ ４ ９１３ ４ １ ２２０ ９ １ １２３ ６ １ ６２５ ５

（４）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１４５ ８ １２１ ０ １０６ ７ ９２ ４ ７８ ８ １０７ ３

（５）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３１ ５ ４７ ０ ６３ ４ ８５ ２ ７９ ９ １２４ ４

（６） 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 ｗｏｒｋ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１８１ ２ １３２ ０ １３２ ７ １５７ ３ １３６ ５ ７３０ ０

（７） Ｏｔｈｅｒｓ １０８ Ｙｕａｎ ９４７ ５ ８３５ ８ ７５７ ４ ７４７ ３ ７９３ ８ ２ ２１７ ９

Ｎｏｔｅｓ：

１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ａｏ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５０ ０００ ｋＷ 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５０ ０００ ｋＷ

　



５２　　　 　

《２０２２ 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　 敏
副 　 主 　 任： 张祥伟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匡尚富　 邢援越　 巩劲标　 任骁军　 刘宝军　 孙　 卫
李兴学　 李春明　 李原园　 李　 烽　 杨卫忠　 吴　 强
张新玉　 陈茂山　 郑红星　 赵　 卫　 姜　 成　 袁其田
夏海霞　 钱　 峰　 倪　 莉　 郭孟卓　 曹纪文　 曹淑敏
谢义彬　 靳宏强

《２０２２ 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张祥伟
副 　 主 　 编： 谢义彬　 吴　 强　 汪习文
执 行 编 辑： 张光锦　 李　 淼　 张　 岚
主要参编人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玉倩　 马　 超　 王小娜　 王鹏悦　 曲　 鹏　 刘　 品
孙宇飞　 杜崇玲　 李天良　 李云成　 李笑一　 杨　 波
吴泽斌　 吴海兵　 吴梦莹　 沈东亮　 张晓兰　 张慧萌
陈文艳　 周哲宇　 房　 蒙　 殷海波　 郭　 珅　 郭　 悦
黄藏青　 蒋雨彤　 韩绪博　 谢雨轩　 廖丽莎　 潘利业

英 文 翻 译： 谷丽雅

⦾ 主编单位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 协编单位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 参编单位
水利部办公厅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
水利部财务司
水利部人事司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
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
水利部运行管理司
水利部河湖管理司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
水利部水库移民司
水利部监督司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

水利部水文司
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
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司
水利部调水管理司
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
水利部信息中心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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