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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宁夏的城市化与城市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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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经济的集中表现 ,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城市水利建设是

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保证.依据统计资料 , 对宁夏经济核心区的城市化水平给出了预测 , 并从供水 、污水排放 、防

洪三方面论述了宁夏的城市水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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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对于西部开发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中央

的决心很大;二是地方对中央投资和政策优惠有很高

的期望;三是在部分群众中还有疑问.所谓疑问是指怎

样开发.因此 ,如何有效地进行西部开发 ,是人们关注

的焦点.我们认为:西部开发要走城市经济之路 ,要大

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城

市化水平是城市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基础设施建设

的城市水利建设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保证.对于

干旱缺水的宁夏来说 ,城市水利建设尤为重要.

1　城市化

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城市化是一个历

史过程 ,是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

一种趋势.它表现为三个平行的发展方面:城市人口

的自然增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业工业化 ,农

村日益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常用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城市人口比重大就是城市

化水平高;反之 ,城市化水平就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

发展水平之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城市化水平

高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也高;城市化水平低

的国家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也低(表 1).

1.1　城市化水平的定量分析
[ 1]

某国(或某地区)t时期末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为

Ut =
P1 t

P t
, (1)

式中 P1t为某国(或某地区)t 时期末的城市人口数

(以万人计);P t 为某国(或某地区)t 时期末的总人

口数(以万人计).
表1　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城市数 、城市密度 、

城市化水平简表(1996年统计)[ 2]

项　　目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市数 个 298 245 123

城市密度 (10-4个·km -2) 　2.3 　0.86 　0.23

城市化水平 % 51.4 33.8 14.7

　　人口计算方程为

P1 t =P 10(1 +q1 +NET)
t
, (2)

P t =P0(1+q)
t
, (3)

式中 P10为期初城市总人口数(以万人计);q1 为城

市人口自然增长率(%);NET为城乡人口净转移率

(%);t 为期初到期末之间的年数;P0 为期初某国

(或某地区)总人口数(以万人计);q为某国(或某地

区)人口自然增长率(%).

将公式(2)和公式(3)代入公式(1)得

Ut =
P10(1 +q1 +NET)

t

P0(1+q)
t

=
P10

P0

1+q1 +NET

1+q

t

,

令　P10 P0=U0(期初人口城市化水平),则

　　　　　　Ut =U0
1+q1+NET

1+q

t

, (4)

如令城市就业人口增长率(EGR)等于城市人口自然增

长率与城乡人口净转移率之和 ,则公式(4)可改写为

Ut =U 0
1+EGR

1+q

t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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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5)表明某国(或某地区)t 时期末的人口城市

化水平与该国(或该地区)的城市化起点 、城市就业人

口增长率以及该国(或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关.

1.2　宁夏经济核心区城市化水平预测
[ 3]

2000年 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七届七次全会

决定把银川市 、吴忠市利通区 、灵武市和青铜峡市确

定为宁夏的经济核心区 ,要求加快发展 ,使之成为带

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极.在 5年或 10年内使核心区成

为全国有影响的“两高一优”农业示范区 ,成为农业产

业化和工业现代化聚集带 ,城市化水平达到 60%左

右.下面利用公式(5)对上述目标给出预测(表 2).
表 2　宁夏经济核心区城市化水平预测表　%

q EGR

U t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U0

0.89
(低水平)

2 46.28 43.40 51.63

3 47.19 52.34 58.05

4 48.11 56.00 65.18

1.052
(中等水平)

2 46.13 48.34 50.64

3 47.04 51.75 56.94

4 45.28 55.37 63.94

1.218
(高水平)

2 45.28 47.78 49.66

3 46.89 51.16 55.83

4 47.80 54.74 62.69

45.28
(1998)

　　预测表明:到 2010年城市化水平可达到 60%以

上(62.69%～ 65.18%),这需要城市就业人口增长

率不低于 4%,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高于 1.218%;到

2005年城市化水平最高可达 56%(相应的城市就业

人口增长率为 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89%),略

高于我国东部地区 1996年的水平(51.4%).

2　城市水利建设

城市水利建设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保证.

城市具有洪水产流快 、产流量大 ,用水集中并伴

随污水排放等特点 ,同时还有地下水超采 、地面沉降

等问题.城市水利是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新领

域 ,包括城市防洪 、城市供水 、城市污水回用 、城市地

下水人工回补等.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城市防

洪 、城市供水和城市污水处理愈显重要 ,城市水利建

设将成为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重要保证.宁夏降雨量

小 、蒸发强烈 、干旱缺水 ,城市建设的制约因素是水

资源不足.城市供水是城市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

2.1　城市供水
[ 4]

城市供水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提高水质标准;节

约用水;地下水资源评价.

进一步提高供水的水质标准.目前 ,我国执行的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 1985年制定的 ,要求检测的项目

(指标)为35项 ,宁夏首府城市银川生活饮用水监测指

标为18项 ,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饮用水质准则包含

指标49项;原欧共体提出的水质指令包括指标66项;

日本1993年 12月开始实施的水道水质新标准包括指

标46项.与国外相比 ,水质指标在检测指标数量和指标

数值方面 ,均有相当差距.在经济不断发展 、合成有害

污染物种类不断增加 、检测手段不断提高 、人们对身体

健康越来越关注的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供水的水质标

准已是急需关注 、解决的重要问题.

调整过低的水价 ,引导全社会节约用水.节约用

水涉及到经济 、技术 、法制 、行政 、宣传教育等一系列

手段的综合运用 ,特别要靠经济杠杆的调节与科学

技术的进步.1998年 ,国家计委和建设部颁发的《城

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为水价调整奠定了法规基础 ,

该办法提出水价制定应使供水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

达到8%～ 10%.尽快调整过低的水价 ,不仅涉及供

水企业的正常经营 ,而且是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全社

会节约用水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宁夏首

府银川市自来水调价方案正在拟定之中 ,初步意见

是:居民生活用水 、公共用水由现行的每吨 0.65元

调为每吨 1.0元;机关事业 、部队用水由每吨 0.75

元调为每吨 1.1元;工业用水由每吨 0.85元调为每

吨1.3 元;商业用水由每吨 0.95 元调为每吨 1.6

元;特种行业(建筑施工企业 、星级宾馆 、桑拿 、洗浴 、

纯净水等)用水为每吨 2.5元.考虑到银川市是全国

最低生活保障费最低的三城市之一(每月 143元),

有关人士建议生活用水调为每吨 0.8元.物价部门

正吸取各方面的意见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认真做好地下水资源评价工作.地下水资源评

价就是对一个地区地下水资源的质量 、数量 ,时空分

布特征和开发利用的技术要求作出科学的定量分析

并评价其开采价值 ,它是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与科

学管理的基础.宁夏城市人口 170万人(表 3),供水

水源为地下水.从 1980年以来 ,银川 、石嘴山连年超

采 ,形成大面积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漏斗多处.银川市

漏斗面积为 430 km
2
, 漏斗中心水位下降速度为

1.19m a;石嘴山市除形成持续大面积降落漏斗外 ,

还引起地面塌陷(石嘴山区中心地带地面塌陷严重 ,

塌陷区南北长4.1 km ,东西宽1.7 km ,一般塌陷深度

12m ,最大塌陷深度 21.7m).监测资料显示 ,银川和

石嘴山的地下水已程度不同地受到污染.因此 ,认真

进行地下水资源评价势在必行.宁夏五座城市中的

银川 、吴忠市利通区 、青铜峡 、灵武 、石咀山市石咀山

区均在青铜峡灌区内 ,灌溉水渗漏是地下水回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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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一.城市郊区的灌溉节水不应防碍地下水回补.
表 3　宁夏城市人口分布表(1998 年末统计)

城市名
市区人口数

 万人

市区人口占城市总

人口的百分数 %

银川市 58.60 34.4

石咀山市 32.39 19.0

吴忠市利通区 29.79 17.5

青铜峡市 24.16 14.2

灵武市 25.29 14.8

城市总人口 170.23 　

2.2　城市污水处理
[ 5～ 6]

集中财力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 ,大力开展污水

回用.据调查
[ 7]
,宁夏五城市(石嘴山 、银川 、青铜峡 、

吴忠 、灵 武)每 年 排 入 黄河 的 超 标 污 水 达

1.374 79×10
8
t ,且以每年 8%的速度增长.因此 ,集

中财力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势在必行.宁夏首家大

型污水处理厂(银川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已于 2000

年5月全面开工 ,投资总额为 1.18 亿元 ,它的建成

将缓解银川市的污水处理.

污水(废水)回用意义重大.污水(废水)回用是

除水循环利用之外 ,应优先考虑合理利用水资源的

重要途径.将经过处理的水作为可用资源 ,即污水

(废水)资源化 ,可望解决(或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严重缺水的以色列 ,能建成

经济发达国家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 ,其中心政策除

了农业节水外 ,就是城市污水回用.宁夏污染物回

收 ,未见报导.银川市 1998 年工业废水处理量为

2.931 14×10
7
t ,其中 2 3被回用.宁夏城市污水回

用潜力很大
[ 8]
.

2.3　城市防洪

在城市 ,人口和财富高度集中.因此 ,防洪就成

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社会稳定与经济

发展的大事.防洪还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措

施.宁夏城市均建在河畔山麓 ,汛期便处于河洪和山

洪威胁之中;城市化的雨岛效应和洪水效应使得汛

期城市雨洪径流增大 ,可能造成交通中断 、地下通道

淹没 、房屋和财产损失等.因此 ,城市防洪包括河洪

和山洪以及城市本身造成的城市雨洪.城市防洪不

能孤立地就洪论洪 ,而应把防洪 、供水 、污水处理联

系起来综合考虑 ,根据保护范围的大小 、重要程度 ,

分别轻重缓急 ,拟定防洪规划 ,分期实施.做到:在遇

到常遇洪水和较大洪水时 ,靠专业队伍就可保证城

市正常防洪 ,保证城市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受影

响;在遇到大洪水和特大洪水时 ,有科学的预定方案

和切实的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洪灾损失 ,保证城市

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基本上不受干扰.宁夏城市防

洪的重点是:黄河干流银川市段和石咀山市石咀山

区段的黄河整治(防淹没和防冲刷塌岸);银川市西

部地区(苏峪口 、小滚钟口等山洪沟)和石咀山市大

武口地区 (大武口沟等)的山洪防治;青铜峡灌区内

银川 、吴忠利通区 、青铜峡 、灵武的市内雨洪防治.黄

河宁夏段多年平均含沙量 4.5 kg m
3
左右 ,长期灌溉

使泥沙淤积 ,使城市郊区地面高于市区;因此雨洪使

市区积水 ,应强化提排设施.对于山洪和雨洪在保证

城市安全的前提下 ,应着眼利用(如回灌地下以涵养

市区地下水等).

西部大开发 ,宁夏要争先 ,城市走在前.宁夏的

城市水利建设要以水环境建设为重点 ,使水资源同

人口 、经济 、环境相协调.城市水利主管部门既要关

注城市郊区的农田灌溉与排水 ,又要把目光投向市

区 ,研究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水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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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rbanization is the sign of social progress , its developmental level is th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urban

economics.Urba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 as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facilities , is the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improving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materials , the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economic

nucleus district of Ningxia was given forecast.The urba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Ningxia is discussed from

three aspects , water supply ,drain off doul water ,prevent or control flood.

Key words:urbanization;urban water conservancy;environment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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