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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月11日，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在北京国测国际会议会展中心隆重召开。这是世界水资源大

会第一次在中国召开，也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水资源大会首次全面线下会议，全球高度瞩目。来自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相关国际机构、水利行业人士代表相聚北京，围绕“水与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

共谋水资源保护发展。这对加强水利多边交流合作、推动全球积极应对水安全风险与挑战、促进全球加速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
隆重召开



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作主旨报告，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中国治水成就，为全球水治理合作发展方向提出了重要建议。

关于中国治水的战略定位，李国英部长指出：自古以来，中国的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
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旱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因此，兴水利、除水害，一直都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
事要事。

一篇讲话，贡献中国治水智慧

关于中国的治水理念，李国英部长指出中国秉
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通过制定和实施治水良策，在保障粮食
安全、能源安全，在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关于全球水治理合作，李国英部长倡议，基于
中国治水实践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应成为国际社会
治水主流理念，积极应对全球水治理面临的共同挑战，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坚持节水优先

充分认识淡水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
性，共同履行可持续利用淡水资源的义
务和责任，积极推动和实现农业节水增
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全面
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和水平。

充分认识流域性是江河湖泊最根本、最
鲜明的特性，水与生态各要素紧密联系、
相互影响，从生态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
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尊重自然界河流生存的基本权
利，把河流视作生命体，构建河流伦理，

维护河流健康生命，实现
人与河流和谐共生。

坚持两手发力

充分认识水治理既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又
需要利用好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等的各自优
势，开辟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路径，
凝聚应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问题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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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坚持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加快
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谋划
建设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体系，

提高水资源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的适配性，努力实现

人口经济与
资源环境相均衡。

坚持空间均衡

坚持系统治理



多方致辞，激荡全球思想涟漪

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重视水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促进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积极行动。今天，我们召开第18届世
界水资源大会，就是要深化国际社会交流、共享治水经验和成果、推动形成
全球现代治水理念，系统解决全球水安全突出问题。”

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刘宇辉对第18届世界水资源大会在
北京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并提到，
希望借助大会平台，分享北京城市水治理的故事和历程，学习借鉴各国城市
的先进治水理念经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北京治水增添更多绿色、智慧、
创新色彩。

国际水资源学会主席李原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符合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也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需要将水和经济、社会、
生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科学家、政策制定者、水管理者紧密团结起来；我
们必须依靠最新的科学理论、系统治理技术和综合措施，加强科技创新，提
升管理水平，共同应对全球水安全风险和挑战。”

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视频致辞）：“本届水资源大会将重点放在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上，有助于保持联合国2023年水大会所凝聚的势头，并推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半程所需的涉水行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在
供水和水质改善，以及减少自然灾害影响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我
们更好地应对水安全方面持续存在的新挑战。2023年势必要成为转折点。我
们必须在这一刻写下人类进步的新篇章。”

中国、丹麦、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政要，以及世界水理事会等国际机构代表到场参加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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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海伦娜·赛梅朵：水是中心。水是生命。水是食物。可持续的水资
源管理将引领我们走向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玛丽亚·海伦娜·赛梅朵、丹麦环境大臣马格努斯·约翰内斯·海尼克、印
度尼西亚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部长巴苏基·哈迪穆约诺、乌兹别克斯坦水利部部长卡姆拉耶夫·沙夫卡特、世
界水理事会主席洛克·福勋分别致辞。

马格努斯·约翰内斯·海尼克：水循环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水是生
命的基础。我们来自水，在很多方面，水也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对
待水，寻找水资源挑战应对之策。

大会科学委员会联合主席蕾妮·马丁-纳格尔和石秋池，分别介绍了大会科学委员会的工作总结、大会的
主题框架、各类活动和议程。

洛克·福勋：水不是我们的奴隶，水是我们的伙伴，水是我们的朋友。我
们需要优先考虑人类用水和大自然之间的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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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大奖，新老传承川流不息
水滴奖旨在表彰对水行业做出创新贡献的学生、青年

科学家或从业者。水滴奖不仅仅是一个奖项，通过表彰新锐
科学家的成就，激励更多青年水利从业者利用科学探究来
实现更可持续的未来。本届水滴奖被授予琳赛·布洛吉特，
她目前担任 NextWave Consulting LLC 公司的首席顾问，同
时也是世界气象组织（WMO）在全球议程中推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6的15位“水与气候联盟领导人”之一，以及国际水资源
学会分会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水晶球奖旨在表彰为改善世界水资源状况作出杰出
贡献的个人或组织。本届水晶球奖个人奖被授予奥尔凯·乌
夫，他目前担任Wrigley全球未来实验室高级专家，兼任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Melikian中心教授，同时担任澳大利亚河流研
究所水政策小组成员和行业研究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顾问。水晶球奖机构奖被授
予韩国水资源公社。韩国水资源公社是韩国领先的水资源管
理和基础设施服务公司，成立于1967年，在韩国水资源的可
持续发展和保护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文德奖是国际水资源学会为纪念首任主席周文德先生而设立的重要奖项，旨在表彰对全球水资源和环境研究做
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周文德奖不仅仅是一个奖项，它还是对历届获奖科学家求索钻研精神的纪念，更是对水科学、技术和创
新持续进步、不断突破的庆祝。

本届周文德奖被授予夏军院士，他是知名国际水文水资源学者，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水管理与可持续开发及应用方面，
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颁奖仪式后，夏军院士作了题为《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加强水安全》的报告，他指出水安全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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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会议，聚焦三个关键词
开幕式结束后，召开了以“变化环境下的‘水资源-经济（农

业、工业、城市等）-生态’纽带关系”为主题的全体会议。会议由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彭静和国际水资源学会副主席
拉比·莫塔尔联合主持，国际水资源学会主席李原园、国际水
资源学会前主席阿西特·比斯瓦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张
帆作主旨发言。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湄公河委员会、湖南
省郴州市、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代表参加研讨。芬兰农
业与林业部常务秘书雅娜·胡苏·卡里奥和新加坡交通部兼永
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到场致辞。

在主旨发言环节，李原园指出水资源是自然-社会复合系统中
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人类生存、经济增长、粮食安全和生态完整至关
重要。阿西特·比斯瓦斯谈了水在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张帆从经济角度论述了水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与会者一致同意：气候变化已经从未来的挑战演变为现实、紧
迫和严峻的危机，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以及世界各地日益频发的
干旱、暴雨、洪涝等极端事件，也让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更为直观地呈
现在人们眼前。全球气候变化会加剧全球和区域水循环过程，改变
水资源时空分配格局，进而影响水资源利用和水安全。水资源、经济
社会、生态各要素紧密联系、相互影响，需要系统治理，统筹兼顾。

第一个关键词是深化共识

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水风险提升是全球面临的科学挑战，其影响是多尺度、全方位、多层次的。水资
源、经济、生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必须作为一个相互耦合的系统来看待。通过明确过去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和驱动因
素，系统性提高人-水系统适应能力，为农业、生态、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擘画战略、锚定方向，整场会议
可以梳理出至少三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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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环节，湄公河委员会秘书处首席执行官阿努拉克提出必须衡量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
间找到平衡。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需要建立对话和沟通，共享相关数据，并为共同研究和相互理解创造平台。沿江国家需要
通过合作引领流域治理。

第二个关键词是协同应对

郴州市市委书记吴巨培在讨论环节介绍了郴州市利用水资源创造更好生活的成功案例。北京市水科院技术研究院首
席专家孟庆义提出通过不断优化用水行为，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有效控制用水量增长，北京市水资源承载能力
不断增强。中国的成功实践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行动非但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能够改善人水关系，创造新的向好
的驱动力，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障生态环境健康稳定，持续向好。

第三个关键词是中国方案

大家一致同意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水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与
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实现对
水资源、水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要素的统筹协调，应当统筹水
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经
济社会绿色转型，从而实现各领域相互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持续
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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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防洪减灾“四预”能力

此次展览设“开篇” “确保防洪安全”、“保
障供水安全”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推动科
技创新” “加强国际合作” “结语”7个部分，展
览面积超过700平方米，全面宣传展示了中国
治水特点、新中国以来的治水成就，以及面临
的新形势新挑战。 

南水北调工程沙盘模型、长江流域梯级
电站整体概貌模型、展现治水历史进程的图
表图片、图形港地聚焦造波机等实体设备装
备，各类水利出版物、视频短片等展览要素，
让观众亲身感受中国治水的非凡成就。

“中国水利高质量发展”
主题成就展开展

在“确保防洪安全”展示区，屏幕上播放着流域水库联
合调度、洪水模拟计算、智慧防御洪水演练等视频，生动演
示了如何通过智慧化手段有效防御流域洪水。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当灾情到来，各级水利部门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逐步健全水利
工程安全管理责任制和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形成省市
间、部门间、军地间、上下游、左右岸通力协作的防汛救灾格
局，形成防灾减灾救灾的强大合力。

水利人在抗洪救灾中展现出扎实过硬的专业素养、沉
着冷静的应对能力、迅速敏捷的反应能力以及对人民负责
的态度，令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在防汛防洪工作中，河道、堤
防、水库、蓄滞洪区等防洪骨干工程，通过流域系统调度和
调配，在灾害来临时，能够充分发挥泄洪、蓄洪、滞洪等作用，
有效抵御洪水灾害、防范风险。全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是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系统科学的运
用和调度，以及数字化智慧化的模拟与调算，是精准高效
应对灾害的另一道防线。

一场展览，远播中国治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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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体验互动项目

现场感受中国的“治水力量”

观众既可观摩“科技范”十足
的实物模型，还能驻足体验互
动项目。
在“推动科技创新”单元，可看
到灌区高效节水设备、水质智
能监测无人船等大科学装置
展示图。通过沉浸式、近距离
体验观摩水利科学装置，可以
详细了解我国重大水利工程
及智慧水利技术，感受我国水
利事业的蓬勃发展。

来自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的马睿担任了展区的讲解工作。为此，她学习了大量资料，“越了解，感受就越深刻，
中国水利的发展真是太快了！”马睿表示，作为水利工作者、水利成就的见证者和本次展览的讲述者，她感到很自豪。在学习
和讲解过程中，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通水最让她感到自豪。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夏银霜仔细逛了每一个展区后，对都江堰展区印象最为深刻。“中国古代的治水智慧
延续至今，给了我震撼的感受。”夏银霜说观展后对中国治水有了全新的认识。“除了都江堰的古老智慧，水利方面的数字化
和智慧化程度也改变了我对传统水利的认识，让我感受到水利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发展。”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外籍学生说“中国水利在科学技术和实际应用方面的发展令人赞叹，尤其
是三峡水库以及南水北调跨流域调水工程等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水利建设的智慧与力量。”会后，他还将参
加密云水库的技术考察，他说“会更加珍惜在中国学习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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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交流与互动，专题、专场会议及边会
今天，围绕“变化环境下的‘水资源-人口-经济（农业、工业、城市等）-生态’纽带关系”“提高用水效率效益和完善水公共

服务”“建设韧性防灾减灾体系”“提升水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推进可持续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治理与管理创新”6
个大会分主题，召开了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水循环演变规律与机理、水资源供给与需求管理、极端天气与水旱灾害防御、河湖
健康、水权与水市场、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6场专题会议，淡水生态系统的持久保护和机制创新、雅砻江流域水（风光）资
源高效利用与保护、大型流域的智能水管理等14场专场会议，以及丹麦水技术应用、水资源综合管理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和
经济发展、第三届全球水安全研讨会等3场边会，海内外政要、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共享治水经验成果，共商水安全挑战应
对之策，共谋人水和谐共生之道。

国际水资源学会前任主席加布里埃尔·埃克斯坦
主持“地下水治理：挑战、机遇和最佳实践”专场会议

流域水安全与高度质量发展专场会议 黄委主任祖雷鸣在会场发言

第三届全球水安全研讨会

海委王哲教授主持河湖健康专题会议 雅砻江流域水（风光）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专场会议 中国矿业大学武强院士谈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水利部水规总院李爱花高工谈气候变化
对中国防洪的影响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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