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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2022）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水利高质量发

展是新时代我国水利工作的重要目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保障。本报告

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战略为指引，从高标准保障水安全、高效支撑经济发展、高

度满足人民幸福、高度维护生态健康、高要求弘扬水文化五方面，阐释水利高质

量发展的判别准则，构建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计算“水利

高质量发展指数”(HQDI)，定量评价 2022 年中国内地 31 个省级行政区水利高

质量发展水平，发布《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2022）》。 

 

 

1. 引言 

水利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当前，与人民群众对水

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需求相比，水利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

出。这就要求全面提升水利发展质量，更好地支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

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17 年，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发展模式新表述，为中国未来发展提

出了明确的定位和指引。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不仅是要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而且是要实现多领域、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水利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

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保障。 

本课题组曾于 2022 年发布了《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2020）》及

《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2021）》，针对的是 2020 年及 2021 年数据资

料。本报告针对 2022 年数据资料，继续采用《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判别准则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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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体系》（发表在《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22 年第 5 期）一文的方法，定量计

算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HQDI），评价 2022 年中国内地 31 个省级行政区（不

包括港澳台，以下类同）的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从保障安全指数（GSI）、支

撑经济指数（SEI）、满足幸福指数（SHI）、维护生态指数（MEI）、弘扬文化

指数（PCI）五个方面剖析各省级行政区制约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和提升路径；

并对比分析各省级行政区 2021 年与 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 

2. 水利高质量发展概念及判别准则 

2.1 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及内涵 

我国进入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对水利事业也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

求，水利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各项要求在水利行业上的具体体现，是

一个多层次、高维度、宽领域的水利事业发展新阶段。 

对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水利高质量发展是一种高标准保障水安全、高效

支撑经济发展、高度满足人民幸福、高度维护生态健康、高要求弘扬水文化的高

水平水利发展模式。该发展是以水安全保障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和谐、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健康、文化先进引领的一种新时代高水平发展，体现“创

新、和谐、绿色、弘扬、共享”的理念。其蕴含以下内涵： 

（1）水安全保障体系愈发完善。水安全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要事，水利

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完善水安全保障体系，以更高标准统筹

安全、发展双促进。 

（2）对经济支撑作用显著增强。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水利事业的重要任

务，水利高质量发展要不断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稳固提升对经济发展

的可持续支撑作用。 

（3）人民生活幸福度不断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要在水利领域高度满足人

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人民幸福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4）水生态健康水平持续改善。推动水生态功能恢复和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人水和谐共生。 

（5）水文化价值观念不断提高。中国源远流长的水文化赋予水利高质量发

展丰厚的底蕴，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水文化，增强水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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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概念解读 

 

2.2 水利高质量发展判别准则 

（1）高标准保障水安全：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水安全是人类社

会生存的基础，水利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标准保障水安全，主要包括设施保障安全

和供水保障安全两方面。从设施保障安全来看，要求提高标准、优化布局，全面

提升防洪减灾能力，着力提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和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从供水保障安全来看，要求在满足居民生活、生产的基

本用水需求之外，合理调节水资源的供需水量。 

（2）高效支撑经济发展：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条件。水利事业长期以

来都是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一方面，水利高质量发展要求水利事业能够在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居民

生活等各类活动中发挥持续性支撑作用，为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和

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水利高质量发展要求水利事业能够在防洪排涝、防灾减灾、

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做出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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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度满足人民幸福：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水利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是实现人水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人民幸福水平。水利高质

量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水利领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让新时代水利事业更好地造福人民。 

（4）高度维护生态健康：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水利高质量发展

要求重点河湖保护和综合治理能力大幅提高，关键生态功能区的健康水平得到明

显强化，岸绿水清、健康稳定的水生态系统结构基本形成，能够为维护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利智慧，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水利力量。 

（5）高要求弘扬水文化：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大力弘扬优秀的

水文化，是经济社会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应在积极弘扬水文化的基础

上，深刻理解水文化的内涵，挖掘并弘扬新时代的水文化价值理念，通过先进的

科学技术，形成全面、创新、先进的现代化水文化产业链，促进水利高质量发展。 

3. 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及标准 

3.1 评价体系框架 

基于对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概念、内涵及判断准则的解读，依据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原则和思路，将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目

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是研究问题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准则层

是在目标层的基础上细化成若干个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指标层是对各个准则层进

行细化。参考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各省级行政区的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绿色发展及节水型社会评价等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技

术文件，选择影响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的主要指标，构建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如图 2 所示。根据各指标与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内在关联，确定各指标的

评价权重以及评价标准，选择多指数综合评价方法，评价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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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 

 

3.2 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根据水利高质量发展五个判别准则，从保障安全、支撑经济、满足幸福、维

护生态和弘扬文化 5 个角度共选取了 30 个评价指标，构建了水利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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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 

水利高质量 

发展指数 

（HQDI） 

保障安全

指数 

（GSI） 

A1 防洪堤达标率/% 
反映防洪堤防达标长度与现有及规划防洪

堤防总长度的比值 

A2 防洪排涝达标率/% 反映水利工程的安全泄洪调蓄能力 

A3 有效灌溉面积率/% 
反映农业生产单位和地区水利化程度和农

业生产的稳定程度 

A4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反映农田灌溉工程质量、灌溉节水技术、

农田灌溉管理水平 

A5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反映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 

A6 供水保证率/% 
反映供水工程的供水能力和需水量得到满

足的程度 

A7 水利投资比例/% 反映政府对地区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视程度 

A8 主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率/% 反映重要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能力 

支撑经济

指数 

（SEI） 

B1 工农业生产需水满足率/% 
反映工农业正常生产和水利工程对工农业

生产用水的保障程度 

B2 万元 GDP 用水量/m3 
反映地区产出单位经济效益的整体用水水

平，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节水水平 

B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3 

反映地区产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整体用水

水平，反映单位产业增加值的水资源利用

效率 

B4 单方水粮食生产量/（kg·m-3） 反映单方水的粮食生产效益 

B5 水利工程数字化率/% 
反映水利工程的数字化普及率和现代化程

度 

满足幸福

指数 

（SHI） 

C1 人均用水量/m3 
反映水资源的丰、缺状态和人均可利用水

资源的程度水平 

C2 只达到基本饮水安全人口占比
/% 

反映饮用水供水安全程度以及对人体健康

状况的影响 

C3 水利现代化管理覆盖率/% 
反映水利现代化管理的普及水平程度和公

众对社会服务功能的满意程度 

C4 自来水普及率/% 
反映自来水的普及程度和人民生活文明状

况 

C5 水资源保障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 

反映水资源有效保障带给居民生活的幸福

程度 

维护生态

指数 

（MEI） 

D1 生态环境需水满足率/% 反映生态环境需水的满足程度 

D2 重要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 
反映水利工程对重要河湖生态流量的保障

保护程度 

D3 水土流失治理率/% 反映地区对水土流失的治理程度 

D4 污水处理率/% 
反映经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城市污

水量占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D5 万元 GDP 污水排放量/m3 反映水资源利用降能减排的技术整体水平 

D6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反映水功能区水质达到其水质目标的数量

占水功能区总数的比例 

弘扬文化

指数 

（PCI） 

E1 水文化保护传承比例/% 反映地区对水文化的恢复和保护程度 

E2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等

级 

反映地区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效

果 

E3 水利人才结构达标率/% 反映水利高质量发展人才结构的合理程度 

E4 水利高质量发展公众认知度/% 
反映地区对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

效果和力度 

E5 弘扬水文化公众满意度/% 反映群众对水文化宣传、教育的满意程度 

E6 水利科技与教育投入满意度/% 反映群众对水文化现代化教育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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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障安全指数（GSI）：从水利工程的防洪减灾能力、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等方面构建“高标准保障水安全”

准则下的综合性指数 GSI，表征水利高质量发展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

想。本报告计算实际选取的指标有防洪堤达标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水

利投资比例。 

（2）支撑经济指数（SEI）：从水利高质量发展在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等

各类活动中发挥持续性支撑作用以及未来经济结构发展趋势等方面，构建“高效

支撑经济发展”准则下的综合性指数 SEI，表征水利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

要义、以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理念。本报告计算实际选取的指标有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方水粮食生产量。 

（3）满足幸福指数（SHI）：从水利发展支撑人民居住环境及生活满意程度，

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追求等方面，构建“高度满足人

民幸福”准则下的综合性指数 SHI，表征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水和谐

共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提高人民幸福水平的理念。本报告计算实际选取的指

标有人均用水量、只达到基本饮水安全人口占比、水利现代化管理覆盖率、自来

水普及率、水资源保障居民生活幸福指数。 

（4）维护生态指数（MEI）：从水利高质量发展支撑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

境、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构建“高度维护生态健康”准则下的综合性

指数 MEI，表征水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构建岸绿水清、健康稳定的水生态

系统，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报告计算实际选取的指标有水

土流失治理率、污水处理率、万元 GDP 污水排放量、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5）弘扬文化指数（PCI）：从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水文化存量、人才培养保

障程度以及水文化宣传程度等方面，构建“高要求弘扬水文化”准则下的综合性

指数 PCI，表征水利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高标准需求，同样也

是一种对文化传承、情感和精神寄托的高水平发展。本报告计算实际选取的指标

有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等级、水利人才结构达标率、水利高质量发展公众

认知度、弘扬水文化公众满意度、水利科技与教育投入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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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标准 

报告中指标标准的等级划分及标准值的确定主要依据以下几类文件：（1）

相关评价中已有的国家推荐标准；（2）水资源、经济社会相关规划及制度中确

定的目标值；（3）相关代表性文献中对应的指标标准。参考全国河湖健康评估

标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标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评

分方法、水利现代化以及水安全评价等指标的相关标准推荐值，将水利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划分为从Ⅰ到Ⅴ级共 5 个等级，分别表示最优值、较

优值、及格值、较差值、最差值。具体指标标准值见表 2。需要说明的是，表 2

中数值是本报告提供的参考值，并非是硬性标准，在开展不同研究时，可根据地

区实际和不同研究需求进行选择性参考和调整。 

 

表 2 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划分表 

指标 

编号 
最优值 较优值 及格值 较差值 最差值 

指标 

编号 
最优值 较优值 及格值 较差值 最差值 

A1 100 80 60 30 10 C3 100 80 60 30 0 

A2 95 80 70 50 30 C4 100 85 70 55 40 

A3 95 75 50 20 5 C5 100 80 60 30 10 

A4 0.75 0.65 0.55 0.45 0.35 D1 100 85 70 55 40 

A5 30 40 50 60 80 D2 100 85 70 55 40 

A6 95 85 65 45 25 D3 100 80 60 30 1 

A7 5 3 1 0.5 0.1 D4 100 80 60 30 10 

A8 100 85 70 55 40 D5 3 4.5 6 9 12 

B1 95 80 60 40 20 D6 95 75 55 30 10 

B2 10 30 60 100 160 E1 90 75 60 45 30 

B3 5 25 40 55 70 E2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 

B4 5 3 1 0.6 0.2 E3 100 80 60 30 10 

B5 95 80 60 40 20 E4 100 80 60 30 10 

C1 1000 750 500 200 50 E5 100 80 60 30 10 

C2 0 20 40 70 100 E6 100 80 60 30 10 

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等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等级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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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来源及评价计算结果 

4.1 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 

所使用的数据涉及水利、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其数据来源

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水利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和各地区的水资源公报、统计年鉴等。 

针对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问题，引入“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HQDI）”来

度量区域内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计算方法采用左其亭于 2008 年提出的

“单指标量化-多指标综合-多准则集成”评价方法（即“SMI-P 方法”）。该评

价方法分为三大部分：单指标量化计算、多指标综合计算、多准则集成计算。 

4.2 评价计算结果 

根据以上评价指标、标准、数据和计算方法，得到中国内地 31 个行政区 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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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行政区 

保障安全

指数

（GSI） 

支撑经济

指数

（SEI） 

满足幸福

指数

（SHI） 

维护生态

指数

（MEI） 

弘扬文化

指数

（PCI） 

水利高质量

发展指数

（HQDI） 

北京 0.78  0.88  0.81  0.92  0.93  0.86  

天津 0.68  0.87  0.80  0.76  0.86  0.79  

河北 0.75  0.84  0.76  0.92  0.87  0.83  

山西 0.72  0.88  0.71  0.88  0.83  0.80  

内蒙古 0.68  0.70  0.77  0.75  0.80  0.74  

辽宁 0.73  0.82  0.72  0.73  0.77  0.75  

吉林 0.70  0.76  0.80  0.68  0.74  0.74  

黑龙江 0.66  0.49  0.84  0.71  0.75  0.69  

上海 0.89  0.45  0.88  0.87  0.89  0.80  

江苏 0.81  0.56  0.80  0.91  0.93  0.80  

浙江 0.85  0.77  0.73  0.88  0.95  0.83  

安徽 0.78  0.51  0.75  0.90  0.86  0.76  

福建 0.80  0.65  0.75  0.96  0.86  0.80  

江西 0.77  0.56  0.76  0.95  0.83  0.78  

山东 0.75  0.91  0.66  0.91  0.82  0.81  

河南 0.80  0.89  0.70  0.90  0.85  0.83  

湖北 0.61  0.56  0.84  0.88  0.85  0.75  

湖南 0.64  0.62  0.77  0.91  0.81  0.75  

广东 0.68  0.67  0.75  0.84  0.82  0.75  

广西 0.68  0.39  0.70  0.84  0.82  0.68  

海南 0.72  0.53  0.82  0.86  0.63  0.71  

重庆 0.78  0.87  0.69  0.91  0.80  0.81  

四川 0.71  0.78  0.68  0.91  0.80  0.78  

贵州 0.79  0.73  0.63  0.90  0.72  0.75  

云南 0.79  0.72  0.72  0.93  0.79  0.79  

西藏 0.64  0.17  0.90  0.65  0.76  0.63  

陕西 0.85  0.83  0.68  0.89  0.84  0.82  

甘肃 0.84  0.60  0.73  0.82  0.80  0.76  

青海 0.76  0.57  0.75  0.68  0.75  0.70  

宁夏 0.82  0.45  0.89  0.84  0.85  0.77  

新疆 0.86  0.32  0.87  0.70  0.84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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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及分析 

5.1 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 HQDI计算结果及排名情况 

根据计算得到的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 HQDI值对 31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综合

分类和排名，见下表 4 和图 3、图 4。其中，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 HQDI分类为：

A+类（0.90≤HQDI≤1）、A-类（0.80≤HQDI<0.90）、B+类（0.75≤HQDI <0.80）、

B-类（0.70≤HQDI<0.75）、C 类（0.6≤HQDI<0.70）、D 类（0≤HQDI<0.60）。 

 

表 4  2022 年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 

分类 行政区 

A- 
北京、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重庆、福建、

江苏、山西、上海 

B+ 
天津、云南、四川、江西、宁夏、安徽、甘肃、广东、

贵州、辽宁、湖北、湖南 

B- 内蒙古、吉林、新疆、海南、青海 

C 黑龙江、广西、西藏 

 

 

图 3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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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空间分布情况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审图号 GS(2023)2763 号） 

 

 

图 5  七大分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空间分布情况 

（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审图号 GS(2023)27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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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HDQI）分类，排名靠前的 A-类行政区有北京、

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东、重庆、福建、江苏、山西、上海。排名靠后的

C 类行政区有黑龙江、广西和西藏。通过分析准则层，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 HQDI

排名前三位的行政区，不仅在支撑经济指数和弘扬文化指数两方面表现较优秀，

而且在保障安全指数、满足幸福指数和维护生态指数三方面均表现良好，后三名

行政区在保障安全指数、满足幸福指数和维护生态指数三方面水平较落后，主要

是经济发展滞后、水资源治理能力相对不足，导致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 

从区域分布看（图 5），在七大分区中，HDQI值从大到小排名依次为：华北

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与 2021 年

结果对比发现，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上升程度相对显著，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这主要是因为华中地区的湖北和湖南及西北地区的宁夏、甘

肃和新疆等行政区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华中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整

体水平有所提升。 

 

5.2 从 5个判别准则进行分类对比分析 

（1）按保障安全指数 GSI排名 

按保障安全指数 GSI对省级行政区排名，如图 6 所示。 

 

图 6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保障安全指数 GSI及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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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安全指数 GSI排名前三的行政区分别是上海、新疆和陕西，排名最后的

三个行政区分别是西藏、湖南和湖北。通过分析保障安全指数 GSI排名前三行政

区的指标层，防洪堤达标率和水利投资比例这两个指标的表现较好，从而整体的

水安全保障能力较高。其中上海一直致力于防洪工程的建设和改善，坚守安全底

线，加强洪潮灾害防御，建设一系列现代化防洪设施，显著增强海洋灾害防御能

力，有效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此外，新疆积极组织并开展“丝路水论坛”，以“水

安全与水治理”为主题，科学建设一体化、高效能、多目标管理机制，科学确定

节水强度和规模化适宜度，全面建设现代灌区，在农田灌溉方面扎实推进水肥一

体化技术，通过工程和农业措施防治土壤次生盐渍化。排名最低的三个行政区通

过分析指标层发现防洪堤达标率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这两个指标对 GSI

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西藏的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位于全国末位，湖北和湖南

的防洪堤达标率均位于全国倒数。其中湖北是长江和汉江流域的洪水流经区，水

灾频发，面临较高的洪水风险和挑战，同时湖北作为三峡水利工程和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的重要影响区，承担着大量的水资源调配任务，增加了防洪堤的管理和维

护难度，因此，需要增加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投入，改进技术手段，完善地区

的防洪工程体系，加强防洪堤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大力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 

（2）按支撑经济指数 SEI排名 

按支撑经济指数 SEI对省级行政区排名，如图 7 所示。 

 

图 7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支撑经济指数 SEI及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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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经济指数 SEI排名前三的行政区分别是山东、河南和北京，排名最后的

三个行政区分别是广西、新疆和西藏。通过分析指标层，北京的万元 GDP 用水

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单指标量化结果均位于全国首位，山东和河南的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单方水粮食生产量单指标量化结果均位于全国前列。其中，

在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的全面实施下，山东和河南省各地的用水方式正从

粗放低效向集约节约转变，山东近年来不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以水资源承载

能力为依据，制定差别化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行分区分类管理，努力打造全域

水系连通、城乡供水现代化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三个样板”，并于 2022 年印

发实施《山东现代水网建设规划》及行动计划，成功申报成为黄河流域唯一一个

省级水网先导区。河南严格用水强度控制，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和工业节水减排，

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加强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北京作为中

国的首都和经济中心之一，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活动规模，采取了包

括实行水价调整政策、推广雨水收集利用系统、推广回用再生水技术等在内的一

系列节水措施和水资源管理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降低工业用水量、

提高工业用水的效率。排名最低的三个行政区通过指标层分析发现万元 GDP 用

水量和单方水粮食生产量对 SEI值的影响程度最大，西藏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单指标量化结果位于全国倒数，新疆的单方水粮食生产量单指标量化结果位于

全国末位。分析原因可知，这三个行政区的水资源限制、工业结构、发展水平等

因素制约了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单方水粮食生产量这两个指标，并且西藏地

处高原地区、新疆地处干旱地区，水资源相对匮乏，给农业灌溉和工业用水带来

较大挑战，导致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 

（3）按满足幸福指数 SHI排名 

按满足幸福指数 SHI对省级行政区排名，如图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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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满足幸福指数 SHI及其排名 

 

满足幸福指数 SHI排名前三的行政区分别是西藏、宁夏和上海，排名最后的

三个行政区分别是四川、山东和贵州。通过分析指标层，各行政区只达到基本饮

水安全人口占比和人均用水量这两个指标的差异是影响满足幸福指数 SHI 排名

主要原因，其中西藏大力建设现代化水利工程，如西藏的拉洛工程被列入全国

172 项重大水利项目，发挥着全面提升西藏地区供水能力、保障人民用水安全、

改善农田灌溉水平等作用，受益人口高达 26.71 万人，极大提高了人民幸福感。

此外，宁夏全方位贯彻“四水四定”原则，切实发挥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作用，

强化取用水监管，加强水生态保护，推进河湖生态环境复苏与地下水管控，提高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极大增加了人民福祉，使民众对水利高质量发展有了

新认知。排名最低的三个行政区通过指标层分析发现只达到基本饮水安全人口占

比对 SHI 值的影响程度最大，其中贵州只达到基本饮水安全人口占比为全国最

低，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导致水资源开发技术难度大，有限的土地资源加上落后的

开发方式导致水质状况较差，从而制约了 SEI水平。因此，SEI水平较差的行政

区应推动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提高自来水普及率，在水源建设、管网配套、公

司运行、市场运作等方面加强乡村水务建设，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更好地解

决农村群众“喝好水”等生活用水保障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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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维护生态指数MEI排名 

按维护生态指数 MEI对省级行政区排名，如图 9 所示。 

 

图 9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维护生态指数 MEI及其排名 

 

维护生态指数 MEI 排名前三的行政区分别是福建、江西和云南，排名最后

的三个行政区分别是青海、吉林和西藏。通过分析指标层，排名前三省份的水土

流失治理率和万元 GDP 污水排放量这两个指标对维护生态指数MEI的影响程度

最大。福建省维护生态指数 MEI 长期位于中国首位，这与其注重生态保护、持

续深化生态改革，积极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022 年以

来，福建持续推进《福建省水利高质量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各项具体工作任务，

水利建设工作坚持“三下沉”工作法，建设“一河一网一平台”，河湖长制保持

全国前三，水土保持工作再获全国优秀，着力建立高标准体系，助推水利建设高

质量发展。排名靠后的三个行政区分析其指标层得知，青海和西藏的水土流失治

理率是导致维护生态指数 MEI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而吉林的万元 GDP 污水排

放量是主要影响因素。表明在今后的发展中，青海和西藏需要重点治理水土流失，

应全面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高原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系统治理，坚决守护高原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现代环境治理能力以促进生态好转、提高水利高质量

发展水平；而吉林应积极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推动循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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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并根据吉林省政府出台的《吉林省新污染物治理实施方案》，建立健全

新污染物管理机制，广泛关注新污染物，采取全过程管控措施，严格源头管控，

减少污染物产生。 

（5）按弘扬文化指数 PCI排名 

按弘扬文化指数 PCI对省级行政区排名，如图 10 所示。 

 

图 10  省级行政区 2022 年弘扬文化指数 PCI及其排名 

 

弘扬文化指数 PCI排名前三的行政区分别是浙江、江苏和北京，排名最后的

三个行政区分别是吉林、贵州和海南。排名前三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等

级均为“优秀”等级，并且其人才结构达标率均位居前列，其中弘扬文化指数 PCI

排名第一的浙江省以“浙水安澜”为总体目标，紧紧围绕治水实践，以八大水系

为重点，保护珍贵水遗产、传承感人水故事、厚植红色水基因、弘扬先进水文化，

构建起具有浙江水利特点的文化建设新高地，为新阶段浙江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先行注入强大力量。对于弘扬文化指数 PCI排名较低的行政区，应坚持水

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充分考虑水文化的特殊性，保护中华优秀治水文化，

激发水文化的生命力，鼓励水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以水利工程为依托，

采取“工程+文化”等形式，积极促进水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炼、展示和传承

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注重博采众长、

融合发展，激发全民族水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此外，打造多种形式水文化宣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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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动讲述中国水利的故事，大力提升公众对水文化的认知和素养，初步形成

“政府主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水文化建设体制机制。坚持完善水文化建

设工作，运用水文化优秀成果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5.3 2021与 2022年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变化分析 

（1）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 HQDI对比分析 

结合本课题组 2022 年发布的《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2021）》及

中国内地 31 个行政区 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2021 与

2022 年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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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省级行政区 2021 与 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变化分析 

2021 年评价结果 2022 年评价结果 

分类 行政区（HQDI值） 分类 行政区（HQDI值） 

A- 北京（0.85） A- 北京（0.86） 

A- 河南（0.83） A- 浙江（0.83） 

A- 山东（0.82） A- 河南（0.83） 

A- 河北（0.82） A- 河北（0.83） 

A- 浙江（0.82） A- 陕西（0.82） 

A- 山西（0.80） A- 山东（0.81） 

A- 江苏（0.80） A- 重庆（0.81） 

A- 陕西（0.80） A- 福建（0.80） 

B+ 重庆（0.79） A- 江苏（0.80） 

B+ 福建（0.79） A- 山西（0.80） 

B+ 天津（0.78） A- 上海（0.80） 

B+ 上海（0.78） B+ 天津（0.79） 

B+ 辽宁（0.76） B+ 云南（0.79） 

B+ 四川（0.76） B+ 四川（0.78） 

B+ 江西（0.76） B+ 江西（0.78） 

B+ 广东（0.76） B+ 宁夏（0.77） 

B+ 吉林（0.75） B+ 安徽（0.76） 

B+ 安徽（0.75） B+ 甘肃（0.76） 

B- 云南（0.74） B+ 广东（0.75） 

B- 内蒙古（0.73） B+ 贵州（0.75） 

B- 宁夏（0.73） B+ 辽宁（0.75） 

B- 甘肃（0.73） B+ 湖北（0.75） 

B- 湖南（0.73） B+ 湖南（0.75） 

B- 贵州（0.72） B- 内蒙古（0.74） 

B- 海南（0.72） B- 吉林（0.74） 

B- 湖北（0.71） B- 新疆（0.72） 

C 黑龙江（0.69） B- 海南（0.71） 

C 青海（0.69） B- 青海（0.70） 

C 新疆（0.69） C 黑龙江（0.69） 

C 广西（0.65） C 广西（0.68） 

C 西藏（0.60） C 西藏（0.63） 

 

根据 2021-2022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2021-2022 年 31 个省级行政区

的水利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轻微地上升趋势。从水利高质量发展指数（HDQI）

分类来看，排名靠前的 A-类行政区由 2021 年的 8 个上涨至 2022 年的 11 个，新

增的行政区有重庆、福建和上海；处于 B+类的行政区由 2021 年的 10 个上涨至



21 

 

2022 年的 12 个，新增的行政区有云南、宁夏、甘肃、贵州、湖北和湖南；排名

靠后的 C 类行政区由 2021 年的 5 个下降至 2022 年的 3 个，减少的行政区有新

疆和青海。从排名变化较大的行政区来看，浙江、陕西、重庆、福建、云南、宁

夏、甘肃、湖北、新疆等行政区在两年中的排名都有所提升，表明这些地区坚持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与 2021 年水利高质量发展评价结果对比发现，在五个判别准则层中，支撑

经济指数和满足幸福指数提升幅度最大，其次是维护生态指数。说明我国水利事

业的发展不仅关注水资源利用效益、坚持生态为民，同时注重维护水生态功能，

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有序推进、统筹协调、

全面深化的发展方式，有效支撑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水利高质量

发展的可持续性、保障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说明 

本报告基于构建的指标体系和指标数据客观计算结果而来，可能存在考虑因

素不全面、指标和标准选择不合理等问题，纯属学术研究，仅供参考。 

理论方法分析及计算过程参考文献：《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判别准则及评价体

系》（发表在《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2022 年第 5 期）。本报告的计算方法延用了

2020 年、2021 年报告所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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