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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我们对水的认识和对待方式。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恢复全球水循环的稳定，确
保人类享有安全的饮用水，实现粮食安全和包容
性发展，并为后代保护我们的地球。

当前的全球水危机首先影响最弱势的群体，而且
是最为严重的。每天都有超过1,000名五岁以下
儿童因饮用不安全的水和缺乏卫生条件而死亡。
然而，没有任何社区或经济体能够避免失衡水循
环带来的影响，这一后果是我们数十年集体行为
的结果。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我们在水资源问题
上失败，那么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会失败。同
样，我们也无法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为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我们坚
信世界有能力扭转这场危机。但前提是我们必须
承认现有方法失败的原因，采用新的政策视角，
并以足够的勇气和紧迫感应对这场危机。委员会
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在水资源价值、管理和利用方
面实现根本性变革所需的转变。

新的水资源经济学首先承认，水循环必须作为全
球公共资源进行管理。要解决水资源问题，必须
通过各国的协调行动，跨越边界和文化的合作，
共同努力，造福全世界。

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对水进行科学合理的估值，
以充分反映其作为地球最珍贵资源所带来的多
重益处，包括绿水（以土壤水分和植被形式储存
的水）在碳汇及维持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我
们必须确保价格、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能够有效
结合，以促进各行业更高效地使用水资源，更公
平地分配给所有人，并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我们必须在水资源管理的初始阶段就合理分
配和利用水资源，避免事后弥补问题。同时，我们
应协调各级利益相关方，从地方到全球，共同致
力于解决全球水危机，激发创新、能力建设和投
资。在评估这些举措时，我们不能只关注短期的
成本和收益，而应考虑它们是否能够为全社会带

来长期的整体经济利益。

我们的报告《水资源经济学：水循环作为全球公
共资源的价值评估》受到了《斯特恩气候变化经
济学评论》和《达斯古普塔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评
论》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拓展。我
们希望这三份报告能够为应对这些相互关联的
可持续发展挑战提供一条整合性的行动和思维
路径。

委员会在此提交本报告，以推动在多边水议程下
的新思路和行动，包括联合国水问题特使的重要
工作、联合国全系统水与环境卫生战略，以及为
2026年联合国水事会议所做的相关准备工作。
同时，我们也呼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的讨论中，认识到水资
源的关键作用，以及为恢复稳定的水循环所需的
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作为联合主席，我们非常感谢委员会的同仁们，
他们的智慧和多样化的经验对我们的工作至关
重要。同时，我们也从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学术
界和民间社会的专家们的见解中受益匪浅。我们
还要感谢荷兰政府作为委员会的召集人，信任我
们承担这一重要任务，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持。

委员会的建议只是新征程的开始。这必须是一个
持续的对话与合作的过程，将包容性付诸行动，
而不仅仅是一个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
听取所有人的声音，尤其是青年、妇女、边缘化社
区和处于水资源保护前线的土著人民。这个过程
能够促成领导者、市长、民间社会活动家和社会
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并激励企业通过为公
共利益做贡献而实现自身发展。最终，这一过程
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公
平和尊严，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的福
祉。

联合主席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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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rman Shanmugaratnam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Ngozi Okonjo-Iweala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Mariana Mazzucato
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和公共价值经济学教授伦、 

伦敦大学学院创新和公共目的研究所创始主任

Johan Rockström
波茨坦大学地球系统科学教授、 

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

Henk Ovink
全球水经济委员会执行董事和委员

“ 我们创建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超
越水资源本身，汇聚来自不同世代、专业和文化的领导
者。我深信，水循环需要得到每一个人的理解和重视。
通过共同努力和促进集体视角，我们能够捕捉到绿水
与蓝水的真正价值，并构想出公正的水资源伙伴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激发灵感和引发思考，因为我们必须重
新塑造我们与水的共享关系，以实现可持续、有影响力
和公正的转型。”

Henk Ov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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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序言
失衡的水循环本质上是一个代际问题。自巴厘岛
世界水论坛启动以来，青年水议会与全球数百名
年轻人进行了交流，这些年轻人认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并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全球公共资源。然而，
当前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大大限制了年轻人全面
参与水循环作为全球公共资源的正确评估和治
理的能力。

当前几代人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管理不善，正
在使水循环愈加失衡，加剧全球的不稳定。这妨
碍了我们应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能力，意
味着现在和未来几代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水资
源短缺和洪涝灾害，从而导致经济困境加剧、社
会冲突增加和环境退化。我们年轻一代以及未来
的几代人，将最深刻地感受到今天不采取行动的
后果，我们有权利有意义地参与塑造我们将继承
的世界。

作为年轻人，我们必须：(1) 确保蓝水和绿水资源
得到可持续利用并得以补充，以使未来的后代人
能继承一个能够支持其需求的系统；(2) 承诺保
护水循环的平衡，使得当代和后代人都能公平
地获得清洁和充足的水资源，包括用于生产用
途，并防止资源集中或污染给未来带来不利的影
响；(3) 要求当代人作为全球公共资源的管理者，
对其决策对水资源、生态系统及其他方面的长期
影响负责。

青年水议会的重要使命是确保在不确定性迅速
成为常态的世界中，为当代和后代人提供有尊严
的生活。我们相信，只有当年轻人真正参与并系
统性地纳入各级治理机构、多边体系和框架的决
策过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代际正义。

对教育系统进行大力投资是确保新一代能够充
分准备来保护水循环的关键。年轻的工程师、经
济学家、农民、企业家、研究人员、银行家和政策
制定者具备独特的条件，可以促进对水资源相关
挑战的系统性理解，并推动变革性转变。青年人
的潜力巨大，但在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价值创造领
域，包括学术界、工业和政策制定，仍然存在等级
制度，并由年长一代主导。因此，我们敦促各级政
府投资于青年，塑造当今的劳动力市场，将年轻
专业人士及其意见纳入经济体系。通过投资教育
和为年轻专业人士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我们可以
在跨部门的代际创新和研究中实现指数级增长，
解决系统性挑战并推动变革，同时扩大和支持现
有的青年主导的解决方案和人才。

在构建安全、公正的水资源体系时，正如全球水
资源经济委员会所强调的，年轻人必须在每个环
节中持续参与、被咨询并获得合理的补偿，同时
建立有强有力的问责机制，以促进代际水资源治
理的实现。要塑造未来的市场，就必须从今天开
始投资于年轻一代，这样才能为未来的成功打下
基础。

Elizabeth Wathuti, 青年专家组代表

绿色一代倡议创始人、 
全球水资源经济学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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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危机到机遇

世界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灾难。人类历史上
首次出现水循环失衡现象，威胁着所有人的公平
和可持续未来。

如果我们能更紧密地合作，并采取更加紧迫的行
动，我们可以解决这一危机。更重要的是，恢复水
循环的稳定不仅至关重要，还关系到应对气候变
化、保护地球生态系统，以及实现所有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这将保障粮食安全，推动经济和
就业机会的增长，确保所有人都拥有公正且宜居
的未来。

数十年来，全球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善和对其价值
的低估，破坏了淡水和陆地生态系统，并导致水
资源的持续污染。我们已无法继续依赖淡水供应
来保障我们的共同未来。每天有超过1,000名五
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不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
引起的疾病。妇女和女孩每天花费约2亿小时用
于收集和运输水。粮食系统正在耗尽淡水，城市
因为地下含水层枯竭而逐渐下沉。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将水循环置于前所未有的压
力之下，给世界各地的社区和国家带来了日益严
重的后果。我们的政策，以及支撑这些政策的科

学和经济理论，忽视了一项重要的淡水资源 — 土
壤和植物中的“绿水”。这种绿水通过大气循环，
最终形成了陆地上约一半的降雨。

更为严重的是，淡水生态系统的退化，包括土壤
水分的流失，已经成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驱动因素，而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
这导致全球范围内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干旱、洪
水、热浪和森林火灾。未来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将
更加严峻，对人类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目前，全球
近30亿人口和超过一半的粮食产量都位于水资
源总量预计将减少的地区。

我们需要更大胆、更全面的思维方式，并重塑政
策框架来应对这些挑战。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

（GCEW）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水资源经济学：

• 承认水循环是全球公共资源：水循环通
过地表水和大气中的水分流动，将各国和
地区紧密相连。它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丧失密切相关，二者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水循环对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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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plified  
illustration of the 
hydrological cycle

•	 在各个层面上变革水治理，从地方到流域
再到全球进行水治理变革，以确保水资源
得到更有效和高效的管理，保障所有人都
能公平地获得水资源，并维持地球的生态
系统。

•	 运用基础的经济概念和工具，对水资源进
行科学合理的估值，以反映其稀缺性及其
作为地球最珍贵资源所提供的多重效益。

•	 通过设计经济体系来解决水资源误用和污
染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从一开始就确保水
资源得到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利用，而不是
事后进行补救。

•	 推动创新、能力建设和投资，不仅关注短期
的成本和收益，更注重如何催化长期的整
体经济效益。通过学习、规模经济和降低成
本来实现动态效率的提升。

•	 必须认识到，采取这些行动的成本远远低
于继续不采取行动对经济和人类可能造成
的巨大损害。

为什么我们必须将水循环 
视为全球公共资源进行治理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局
部的。各个社区、国家和地区之间不仅通过跨界
的蓝水相互依存，全球范围内有超过263个流域
和300个含水层跨越了政治边界，而且还通过远
距离的大气水分流动紧密相连。

目前的治理方法往往侧重于水资源本身，而忽视
了塑造水循环的经济驱动因素。这些方法主要关
注我们能看到的“蓝水”，即河流、湖泊和含水层
中的水，而忽略了一项关键的淡水资源——“绿
水”，即储存在土壤和植被中的水，这些水通过蒸
发和蒸腾返回到空气中。在自然循环中，绿水产
生了陆地上约一半的降雨，是所有淡水的来源之
一。

此外，当前的方法过于依赖年复一年稳定的水供
应模式，但这种模式已经不再适用。随着土地利
用的变化和全球变暖对水循环的破坏，降雨模式
正在发生变化。

最为严峻的是，水循环的紊乱与气候变化及全球
生物多样性减少紧密交织，相互强化。土壤中稳
定的绿水供应对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60% 40%

因为这些系统能够吸收超过四分之一由化石燃
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

然而，湿地和土壤水分的流失，加上森林砍伐，正
在耗尽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碳储存，加速全球变
暖。反过来，气温升高引发极端热浪和水分流失，
导致土地严重干燥，增加了森林火灾的风险。从
整体来看，水资源短缺对人类和自然的影响几乎

威胁到了每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如果
不加以控制，水资源危机将导致脆弱人群的营
养缺乏加剧、疾病传播增加、国家内部和国家之
间的不平等加剧，以及更多的冲突和被迫迁移。

因此，水循环必须作为全球公共资源进行治理。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蓝水和绿水流动带来的
相互依存关系；其次，认识到水资源危机、气候

A simplified  
illustration of the 
hydrologica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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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和地球自然资本损失之间复杂而密切的相
互作用；第三，认识到水循环如何贯穿于我们所
有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稳定的水循环是一
个大规模的集体和系统性问题，只有通过各国的
协同行动以及跨越边界和文化的合作才能解决。

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有共同的理解，否则，今天
对一个国家有利的措施，很可能在未来对该国或
其他国家带来不利影响。

不采取行动的代价

人类和经济因不采取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巨
大的。在全球范围内，地表和地下水的总储量在
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的地区以及农作物种植区
呈现不稳定并逐渐减少的趋势。

• 人口密度较高的热点地区，包括印度西北
部、中国东北部以及南欧和东欧，特别容易
受到影响。

• 全球最贫困的 10% 人口，其年降水量中
有 70% 以上来自于森林等陆地生态系统，
因此他们将受到森林砍伐带来的最严重影
响。

• 如果森林砍伐热点地区的降雨消失，非洲
和南美洲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分别下降 0.5 
和 0.7 个百分点。

• 高强度灌溉的地区往往会出现水储量的下
降，其中一些地区的下降速度是其他地区
的两倍。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极端的
水储量减少可能使灌溉变得不可行，从而
导致全球谷物产量减少 23%。

这种趋势将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导致
的降水模式变化和气温上升，加上水储量的减少
以及缺乏清洁用水和卫生设施，意味着到 2050 
年，高收入国家的生产总值（GDP）可能平均萎缩 
8%，而低收入国家的生产总值（GDP）下降幅度

可能更大，介于 10% 至 15% 之间。因此，水循环
的破坏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当我们认识到每个人每天需要多少水才能过上
有尊严的生活时，水资源问题变得更加紧迫。虽
然满足基本健康和卫生需求需要每日 50 至 100 
升水，但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包括充足的营养
和日常消费），每人每天至少需要约 4,000 升水，
可是大多数地区无法在本地获得如此多的水。尽
管贸易可以帮助更公平地分配水资源，但它受到
政策不一致以及水资源危机本身的制约。

重新定义水资源经济学：塑造 
高效、公平和环境可持续的市场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水资源经济学，以重新定义我
们对水的价值评估方式，并将水循环视为全球公
共资源进行治理。其核心在于认识到环境可持续
性、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的联系。

从历史上看，3Es（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平和经
济效率）常常被视为彼此对立的目标。而全球水
资源经济委员会（GCEW）则将 3Es 视为相互依
存、同等重要，并通过更强有力的经济学共同实
现这些目标。

核心的改变之一是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定价，并分
配适当的补贴，以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全民
共享。如今，水资源的普遍低价导致在整个经济
体系中存在大量浪费。这种低价策略还导致一些
最耗水的农作物和行业（例如数据中心和燃煤电
厂）集中在水资源最紧张的地区。此外，我们还必
须在土地利用规划中认识到绿水的价值及其共
同效益。

水常常被视为大自然赋予的丰富礼物，但实际
上，水资源稀缺，而且提供给用户的成本高昂。经
济模型显示，调整水价以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及
其外部效应，可以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
，特别是在水资源稀缺的中低收入国家。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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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可以减少浪费，促进更具生产性的使用，并
确保水资源被视为宝贵的资源。

通过取消对高耗水行业的有害补贴，或者将这些
补贴重新分配到节水解决方案中，同时为贫困和
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可以进一步放大
这种积极影响。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获得三重
红利：改进的水资源管理能够促进更大的繁荣和
经济增长，惠及贫困群体并提高社会公平，同时
通过更好的水资源管理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

要积极将 3Es 置于我们应对措施的核心，需要
认识到经济激励在促进更好管理水资源方面的
力量。这必须包括认识到水资源的积极外部效应

（例如稳定的水循环带来的多重益处），并解决
由水污染和过度抽取所造成的负面外部影响。此
外，我们的经济框架应从事后解决问题转向预防
问题的发生。我们应从一开始就塑造经济，使水
资源得到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分配和使用，而
不是事后解决外部效应。

实际上，从农业和采矿到能源和半导体，我们经
济中的各类市场都必须进行重塑以实现这一目
标。对于应对水资源挑战的创新机会，不应仅以
短期成本和收益来评估，而应着眼于它们如何推
动长期的整体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动态（而非静
态）的效率提升。这需要理解规模收益递增的动
态，即累积投资如何带来学习、创新和成本的降
低。

解决水资源危机的 
五个任务领域

要彻底改变水资源的使用和供应，需要从孤立和
部门化的思维方式，转向涵盖整个经济的系统性
方法，全面考虑蓝水和绿水的水循环，并推动创
新。这需要许多参与者和各部门做出新的承诺，
同时政府也需承担新的角色，采取以任务为导向
的方法来应对最基本的水资源挑战。全球水资源
经济委员会（GCEW）提出了五项任务，作为实现
安全和公正水资源未来的重要路径。

• 需要重新调整政策工具，例如定价、补贴、
法规、采购、拨款和贷款等，同时明确各类
机构的角色，包括公共开发银行、水务公司
和国有企业，以实现这些重要目标。

• 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政策和法规的确定性，
尤其是通过具有长期方向的耐心投资，来
推动各个部门对水资源的投资。同时，政府
还必须与私营部门建立更具协作性的伙伴
关系，在合同中纳入条件，例如确保高标准
的用水效率和环境保护。

• 政策制定必须更加协作、透明，并包容所
有声音，尤其是年轻人、女性、边缘化社区
以及在水资源保护第一线的土著人民的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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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非洲农业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非洲农业变革迎来了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未来几十年，非洲的粮食和营养需求必
将大幅增长。非洲许多地区拥有丰富的浅层地下水资源，大约有2.55亿贫困人口生活在这片广阔但尚
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上方。这为提高作物产量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而无需投入那些代价
高昂、对环境有害且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影响的大型储水坝。通过价格合理的太阳能抽水设备，农民几
乎可以以零成本抽取地下水。

这些措施应与有效的倡议和政策激励相结合，以应对过度开采地下水及其对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造
成的风险。此外，还应采取措施改进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实践，以保持土壤水分，并扩大雨水收集系统，
从而提高以雨养为主的非洲农业的抗风险能力。非洲拥有充分的机会推动更可持续的食品生产革命，
以满足自身和全球的需求。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成功应对这五大任务，以解决
全球水资源危机中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挑战。

任务一：发起食品体系新革命

半个多世纪前的绿色革命显著提高了农业产量，
使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如今，我们需要在农业
领域进行另一场重大变革，以减少对水资源和氮
肥的过度依赖，实现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
高农民收入，公平地为各地人口提供营养。我们
必须在水资源生产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即每
滴水的产量最大化，同时保持土壤的水分。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推广微灌溉技术，让传统
农民更容易获得这些技术，并使用适应气候变化
的种子品种和种植模式。未来几十年内，灌溉面
积必然会增加，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但
预计通过这些措施的结合，到2050年可以节省超
过四分之一的灌溉用水。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用
水，这些措施还需与取水限制的监管措施配合，
确保节约的水资源不会被重新用于扩大灌溉面

积或种植更多耗水作物。

此外，还需要大力推广再生农业系统，以保持土
壤健康，包括通过增加土壤有机碳储量和提高土
壤的水分保持能力，目标是到2050年覆盖至少
50%的全球耕地。实现这些系统需要依靠大型农
业产业联盟来转变供应链，同时创造以农民为中
心的解决方案，增加对再生农业产品的需求，并
恢复可持续的传统技术。

我们还必须减少对高耗水食品的依赖。目标是在
2050年前，将人们饮食中植物性蛋白质的比例提
高到约30%，尤其是在红肉和乳制品消费量高的
高收入国家。已有的案例表明，我们可以通过研
发和烹饪创新，以及不剥夺个体选择感的简单干
预措施，朝这一方向迈进。尽管这一全球转型目
标非常宏大，且消费者的饮食习惯需要时间逐渐
改变，但这种转变对所有人的福祉是必要的，因
为动物性食品是农业部门水资源消耗、温室气体
排放和自然栖息地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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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保护和恢复 
对绿水保护至关重要的自然栖息地

在过去五十年间，土地利用的变化对淡水生态系
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农业扩张导致
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破坏了绿水在水循环中的
重要作用。这种变化影响了降雨模式，导致农业
减产，直接威胁到粮食安全。特别是在全球80%
的耕地和超过一半的粮食生产依赖雨水灌溉的
情况下，这种影响尤为严重。

因此，我们必须将绿水的益处纳入到土地利用和
自然栖息地的管理中，并引导投资用于保护这些
资源。为了保护这一宝贵资源，我们应根据《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目标，在2030年前保护全球
30%的森林和内陆水生态系统，并恢复30%的退
化生态系统。应优先保护和恢复那些对维持水循
环稳定最为重要的区域。同时，还要积极与土著
人民合作并给予他们支持，因为他们管理着全球
四分之一的土地和约40%的剩余自然土地。

任务三：建立循环水经济

废水再利用具有巨大的未开发潜力。目前，每年
约有8%的淡水消耗量可以通过废水回收再利
用，这一数量接近全球各城市供水的总量。此外，
水资源分配中也存在严重的低效问题，例如，由
于管道老化，城市供水中约有40%的水因泄漏而
损失。减少这些泄漏所节省的成本非常可观，这
些资金可以重新投资于扩展供水基础设施的覆

盖面，并确保其定期升级。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循环水经济，充分发挥每一滴
水的价值。需要制定工业战略，以推动和发展更
加环保、包容和具有稳定性的技术和系统。例如，
膜技术和基于溶剂的技术突破正在降低水循环
利用的成本，使得每滴使用过的水最终可以被再
生利用成为现实。在企业设施中，对废水的处理
和再利用也必须加大力度，并通过明确的法规和
标准来保障公共安全。如果将节约的水资源用于
生态保护而不是进一步增加耗水量，这些措施的
效果将更加显著。

废水处理不仅可以节约水资源，还具有回收其他
宝贵资源的潜力，例如营养物质、能源、重金属和
矿物质，从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提升水系统的
可持续性。

任务四：推动清洁能源与人工智能时代， 
降低水资源消耗

可再生能源、半导体和人工智能（AI）正在定义新
的经济时代。我们必须确保它们的增长不会加剧
全球水资源压力，或削弱它们所能带来的好处。

高效节水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正在不断引入，并
需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包括无水清洁太阳能电
池板、第二代生物燃料以及核电厂和地热电厂的
节水冷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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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半导体芯片生产和数据中心运行的能源与
水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将加速可行解决方案的采
用并激发创新。同时，必须改变全球矿产开采和
金属生产的方式，这些金属是清洁能源转型和人
工智能革命的基础，尤其需要扩大闭环水系统的
应用，以减少水资源浪费。

任务五：确保到2030年 
不再有儿童因不安全的水源而死亡

我们不能再忽视由不安全的水源和卫生设施引
发的大规模人类悲剧，包括无数儿童的死亡。更
不可接受的是，水污染问题仍在加剧，破坏了水
的生态服务，阻碍了经济发展，威胁人类福祉。

柬埔寨的金边、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以及中国的一
些城市，已经证明了为贫困和弱势社区提供水和
卫生设施是可行的。然而，要在各地区全面应对
这一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通过提供清
洁用水的稳定供应以及更高效、公平的使用解决
方案来实现。

我们需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确保偏远农村和难
以到达的社区能够获得清洁水源。随着技术进步
和能力建设的加强，分散式水处理和卫生系统已
成为集中式供水设施的可行补充。如今，价格合
理的离网式水处理解决方案可以为这些社区提
供清洁用水，并产生更少的排放或污染泥浆。低
成本的现场氯化处理也可在低收入国家推广。

国家公共财政和中央政府资金应支持分散式系
统，并为地方地区提供技术援助，以增强其水和
卫生设施的能力。

恢复和扩大湿地及其他自然储水系统，对于重建
供水能力至关重要。同时，公共事业部门和政府
必须更加有效和公平地管理用水需求，提高成本
回收率，以支持持续的维护和投资。水费和补贴
结构应激励主要用水户节约用水，同时为贫困人
口提供支持。

变革的关键促成因素

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GCEW）已确定了一些关
键促成因素，以成功完成这五项任务。这些因素
体现了国家和国际层面治理水资源的新方式，旨
在造福人类和地球。

管理合作关系、产权和合同， 
实现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城市和国家仍然缺乏持久的
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高效、公平且环境可持续
的水资源解决方案。

在水务行业中，无论是公营还是私营运营商，通
常难以提供具备成本效益、便捷且有弹性的服
务。通过建立共生的合作伙伴关系，采用协作决
策和合理的合同设计，引导私营部门创造公共价
值，并合理分担风险与收益，可以有效应对这一
需求。

重要的是，监管框架必须注重基于成果的绩效衡
量标准，包括运营效率和长期系统的稳定性。监
管机构还应支持定期调整水费，以反映供水的真
实成本，确保及时维护和再投资，同时确保不削
弱提高运营效率的激励措施。监管机构应允许投
资者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同时防止垄断定价的
发生。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与财产所有权或特殊利
益相关的水权遗留问题，特别是对没有现代土地
所有权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所带来的影响。

解决方案可能包括重新谈判现有合同、为新协议
设定条件，并确保水权不会演变成阻碍必要重新
分配的准财产权。

塑造公正和可持续的 
水资源未来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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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作为独立的行业，以及提高各行业中的用
水效率，这些方面长期以来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
短缺。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 6），就需要
每年在中低收入国家增加约5000亿美元的投资。
然而，这个资金缺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保
护蓝水和绿水，同时扩大创新规模，提高农业、工
业、采矿业和其他部门的用水效率，还需要更多
的投资。这些行业对稳定水循环至关重要，本报
告倡导的新水资源经济学就是其中的基础。

在许多国家，对水资源安全的公共投资长期以来
受到忽视，令人费解。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通常
是短期且被动的，导致设施维护不足、服务频繁
中断和水资源泄漏，最终带来更高的长期成本。

水资源经济中的私人投资一直相对稀缺，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水价过低削弱了投资的吸引力。
此外，水利基础设施通常需要高昂的前期投资和
较长的回报周期，且缺乏降低风险所需的稳定监
管，这些因素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我们需要在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之间建立新的共
识，以降低和公平分担风险，提高水资源融资的
数量、质量和可靠性。

各级政府，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提
供合理的水费调整，以及政策和法规的确定性，
同时在公共财政中优先考虑对水资源的投资。此
外，目前导致水资源过度使用和加剧水循环压力
的直接和间接财政补贴，也存在很大的减少和重
新分配空间。据估计，每年用于农业和水资源卫
生的不当和低效补贴至少达到7000亿美元。

评估水利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保护投资时，折现
率应充分考虑其长期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包括代际效益。此外，我们还必须共同努力，重视
绿水的价值，这对于制定生态系统服务支付计划
至关重要。

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多边开发银行，也必须重

新定位其职能，在其活动中发挥催化作用，以动
员更多私人资金，包括为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提供
长期、稳定的资金。

我们应建立“公正水资源伙伴关系”，以确保低收
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获得更大规模、更可靠的水资
源融资，从而扩展水利基础设施、推动创新、服务
弱势社区，并保护生态系统。这些伙伴关系应包
括发展金融机构和国家当局，共同致力于提高能
力，增强水资源项目储备，以动员投资并实现水
资源的可持续管理。这些伙伴关系应更加积极、
大胆地采取多种措施，以推动私人投资，包括首
损担保、优惠融资和共同投资安排。此外，通过将
水资源项目跨部门和跨国捆绑在一起，分散风险
以吸引机构投资者的资金，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
力未被充分开发。

利用数据作为行动的基础

要改变我们对水资源的评估和管理方式，数据是
至关重要的。

• 对于政府而言，水资源数据是实现各层面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的关键，包括从河流流
域到跨流域，再到敏感蒸发区。健全的水资
源指标可以帮助政府评估外部影响，并让
污染者为其造成的危害承担责任。此外，这
些数据还支持气候和极端水事件的预警系
统。

• 对于私营企业而言，数据对于缓解其运营
和供应链中的水资源和气候风险至关重
要，还能引导投资朝着公平和可持续的实
践方向发展，避免破坏水循环。

• 对于公众而言，获得良好的水资源数据使
他们能够参与水资源相关的决策，并为本
地化解决方案的开发做出贡献。同时，这些
数据还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明智选择，从
而影响企业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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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水资源数据状况高度碎片化，存在巨大差
距。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数据的收集、质量和可
比性均有所下降。

我们应致力于建立新的全球水资源数据基础设
施，以支持基于科学的决策，利用和构建涵盖水
循环各个层面的数据，包括本地和土著人民的知
识。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流域内及全球范
围的数据收集，以及数据报告的互操作性，以确
保方法的一致性，并具备评估结果的能力，从而
突出最佳实践。

我们还应通过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组织组成的
联盟，推动基于市场的企业水足迹披露，并借鉴
碳披露的经验，加快推进强制披露的监管标准。
监管要求应关注公司对水资源依赖的重要性，以
及其运营对水资源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开发途径，将水资源作
为自然资本进行评价。尽管这项工作仍处于早期
阶段，但它对于负责任地管理淡水生态系统，以
及认识到保护水资源与减少碳排放之间的联系
至关重要。这也使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评
估与土地转换、保护和恢复项目相关的成本和收
益。

建立全球水治理体系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水资源贯穿几乎所有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影响着各地的经济和人类福
祉。此外，水循环超越了地方和国家的界限，将我
们紧密相连。而水资源问题正在加剧气候变化和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挑战。然而，目前的水资源多
边治理体系仍然零散且不完整，难以有效应对这
些挑战。

最近，联合国通过了全系统的水与环境卫生战
略，重点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6（SDG 6）的进
展。目前也有一些现有的法律安排，例如联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保护和

利用公约》，但这些仅适用于沿岸国家的蓝水管
理，忽视了绿水在生态系统和气候调节、粮食安
全以及与蓝水相互作用中的关键作用。现在是时
候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将类似的治理安排应用于
大气水分流动，例如借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长程越界空气污染公约》的经验。

全球水治理的最终目标应是建立一个全球水资
源公约。该公约应承认水既是地方问题也是全球
问题，水循环涵盖蓝水和绿水，是一项集体和系
统性的挑战。公约应设立明确且可衡量的目标，
以稳定水循环并保护世界的水资源，实现可持续
和公正的水资源未来。然而，实现这一公约的路
径需要谨慎，并且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设定中间里程碑，增强现有的水资源及相关部门
的公约，以里约三公约为基础——《生物多样性公
约》（CBD）、《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
拉姆萨尔公约》来推动。

全球水治理的改革必须与地方、区域和国家层面
的公共部门能力建设相辅相成。各级政府需要具
备行政和执行能力，以设计、开发和推进水资源
任务，重点在于设计更加共生的合作伙伴关系和
金融安排，确保数据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治理。

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GCEW）提出的五项关键
水资源任务提供了一个起点框架。围绕每一项任
务，公共、私人和慈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利用多
样化的专业知识来应对水资源挑战。这些联盟在
长期内可为更广泛的多边进程做出贡献。例如，
世界银行的“快速水安全和气候适应”全球挑战
计划，旨在通过三个广泛支柱动员公共和私营部
门的资源：（i）普遍获得水和卫生设施；（ii）灌溉和
水资源管理；（iii）气候适应与恢复力。

解决从地方到全球的水危机的根本原因，重新评
估水资源，将水循环作为全球公共利益进行管
理，并激发创新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必须认识到
建立全球水资源公约对话过程的必要性。如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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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勃勃的对话过程必须包括所有部门和所有声
音，特别是那些因水资源短缺和退化而受到不成
比例影响的边缘化群体，包括土著人民、当地社
区、妇女和青年。同时，这也意味着通过纳入多样
化的本地视角来塑造对水资源管理的共同理解。
该过程必须引导出明确的行动议程，制定推动制
度创新和能力发展的方法论，并确保这些目标得
以实现。

扭转局面， 
迈向公正与可持续的水资源未来

人类需要为水资源管理设定新的方向，从地方水
源到流域，从国家到跨境，再到全球的多边合作，
各个层面都需要采取新的行动路径。

我们面临的挑战并非不可克服。我们可以，也必
须将这些挑战转化为巨大的全球机遇，推动整个
社会的创新和繁荣，建立一个所有利益相关者共
同参与的新社会契约，并将公正与公平置于努力
的核心。

委员会的工作和建议只是一个开始。它们为未来
描绘了新的水资源经济学蓝图，在这个未来中，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安全性可以为所有人实现，
生态系统能够得到保护，可持续发展得以在各地
实现。我们有能力扭转水资源危机的局面，为后
代创造一个更加有韧性和公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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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 我们必须将水循环作为全球公共利益进行管
理，认识到蓝水和绿水流动让我们相互依存；水
危机、气候变化和地球自然资本丧失之间的深层
联系；以及水如何贯穿于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

2. 我们必须认识到水对于有尊严生活的最低需
求。本报告提出每人每天4000升作为进一步讨论
的参考。 

• 新的供水方式应首先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人
群。 

3. 我们必须珍视水这一地球上最珍贵的资源，
以反映其稀缺性，确保其高效和公平的利用，并
保持其在支持其他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作用。

• 我们必须合理定价水资源，以激励人们节约
用水，尤其是针对用水量最大的用户。目前，
许多行业中的巨额补贴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
使用和环境退化，这些补贴应重新用于节水
方案、保护和恢复淡水生态系统，以及确保弱
势社区获得清洁水。

• 我们必须考虑工业、国家和全球发展对蓝水
和绿水资源的影响。

• 我们还必须在土地利用决策中系统性地嵌入
绿水的价值，以更好地保护如森林、湿地和流
域等蒸散热点地区。衡量绿水的效益（包括其
协同效益），也有助于推动生态系统服务支付
计划的制定。

4. 我们必须塑造市场，以推动面向使命的创新、
能力建设和整个水循环的投资，包括蓝水和绿

水，从而彻底改变水的使用、供应和保护方式。这
些投资必须评估其长期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不仅
仅是短期成本和收益。

5. 我们必须在地方到全球的各个层面，围绕应对
全球水危机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五项任务，与所
有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策、制度
和技术的创新：

• 发起农业系统的新革命，提高农业中的水生
产力，同时满足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的营养需
求。

• 保护和恢复对保护绿水至关重要的自然栖息
地。

• 建立循环水经济，包括工业过程的变革。

• 推动一个低水强度的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时
代。

• 确保到2030年不再有儿童因不安全的水而死
亡，通过为发展中和资源匮乏的社区提供可靠
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6. 我们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共生伙
伴关系，以实现水资源从一开始的高效、公平和环
境可持续利用。

• 政府应在合同和产权中设置条件，以确保高
标准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包括企业
对流域和水域保护项目的责任。同时，政府还
应通过明确且一致的法规和政策（包括切合实
际的关税调整），为投资者投資者提供明確的
情況。

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GCEW）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评估和管理水资源，以稳定水循环，实现粮
食安全和人类尊严，并保障地球系统的安全。所有建议的基础是公正与公平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内嵌
于更加高效、主动和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中，而不仅仅是附加条件。

20



• 对于公共事业，协作决策和合同设计可以引
导私营部门创造公共价值，并通过适当的风
险和收益共享机制来实现。伙伴关系的重点
应放在基于成果的绩效，以提升运营效率并
增强系统的长期韧性。

7. 我们必须提高各个行业对水资源的融资数
量、质量和可靠性。

• 政府预算本身必须重新优先考虑对水资源的
投资，并重新定位现有的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估计每年仅农业和水资源卫生领域的补贴就
超过7000亿美元。评估水利基础设施和生态
系统保护投资的折现率应考虑其长期（包括
代际）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 国家、区域和多边的发展金融机构（DFIs）必
须重新调整职能，提供催化性资金，以撬动更
大规模的私人资金，包括为水利基础设施项
目提供更耐心的长期资金。

• 应建立由发展金融机构和国家当局参与的“
公正的水资源伙伴关系”，以建设能力并动员
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这方面存
在巨大的潜力，例如通过利用优惠融资和跨
行业捆绑项目来分散风险。此外，创造有利融
资环境的另一个关键是建立一系列可融资项
目，这些项目应符合整体性、计划性的方法和
国家发展战略。

8. 我们必须利用数据作为政府、企业和社区采
取行动的基础。

• 我们应致力于建立新的全球水资源数据基础
设施，基于和加强在水循环各个层面（从地方
到流域再到全球）对蓝水和绿水的数据收集
能力，应包括地方和土著知识，并实现数据报
告的互操作性。

• 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基于市场的企业水足迹披
露，并加速制定强制披露的监管标准，以引导
行动走向可持续的用水实践。目标是提供公

司运营对水资源风险的双重影响的透明度，包
括其自身面临的脆弱性，以及其运营对蓝水和
绿水资源的影响。我们建议将水信息披露纳入
碳转型计划，并成为与可持续性相关披露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 我们必须开发将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本进行评
估的路径，以推动负责任的淡水生态系统管理，
使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评估与土地利用
变化相关的成本和收益。

9. 我们必须建立全球水治理体系，将水资源的价
值作为核心原则，认识到水既是地方问题也是全球
问题，涵盖蓝水和绿水的水循环是一项集体和系统
性的挑战。

• 最终目标应是建立一个全球水资源公约，设定
明确且可衡量的目标，以稳定水循环并保护世
界的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和公正的水资源未来。

• 为实现这一公约，我们需要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制定明确的行动议程，推动制度创新和能
力建设。

• 五项关键的水资源任务为发展公共、私人和社
会的合作联盟提供了起点框架，吸取多样化的
专业知识，吸引各个行业和声音的参与，包括土
著人民、地方社区、妇女和青年。

• 水资源及其价值应在所有公约中得到体现，包
括气候、生物多样性、湿地和荒漠化公约，以及
联合国的协议，并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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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la Shaw (Kelda Water)

• Saud Siddique (Odyssey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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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 Floc’h, Ocean Rivers – Mississippi, The Color of Water, Water Columns from 0 to -100 m in 
Depth, Mississippi Delta, from Empire to the Gulf of Mexico (100 km), USA, 2022.

72 photographs extracted from the grid of the delta to the ocean, composed of 516 color photographs 
organized geographically. Pigment prints, 40 x 56 cm each. Chapelle du Méjan, Rencontres 
Photographiques d’Arles 2024. Courtesy of Galerie Maubert,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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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联合主席和各位委员均以个人身份作出贡献。联合主席
对报告的内容负最终责任，而各位委员积极参与，提供了实质性意见和建议。全球水资源经济委员会
的成果（报告、执行摘要、信息图表、其他宣传材料）并不一定完全反映各位委员或其所属机构的观点。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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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s of Water (GCEW) is redefining the way we value and  
govern water for the common good.

It is presenting the evidence and the pathways for changes in policy,  business approaches and  
global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climate and water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food-energy-water security.

The Commission is conven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and facilitated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t was launched in May 2022  
with a two-year mandate.

The GCEW is executed by an independent and diverse group of eminent policy makers and 
researchers in fields that bring novel perspectives to water economics, aligning the planetary 
economy with sustainable water-resource management.

Its purpose is to make a significant and ambit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effort to  
spur change in the way societies govern, use and value water. 
 
 
 
 
 
 
 
 
 
 
 
 
 
 

info@watercommission.org 
watercommission.org

OECD Environment Directorate 
Climate, Biodiversity and Water Division  
2, rue André Pascal 75775  
Paris Cedex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