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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海水能否成为重要水源
本报记者 佘惠敏

北调的南水已经进京“解渴”，然而南水北调并不足以解决华北水资源紧缺的全部问题。还有别的

方法能给华北地区解渴吗？作为一种从长远发展来看经济、清洁和可持续的手段，海水淡化从众多办

法中脱颖而出。近日，河北曹妃甸日产百万吨淡化海水项目获批，预计将于2019年投产并向北京输

水，每年可供水超3亿立方米，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年用水量的10%左右——

“据初步测算，2014 年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近
6 万亿元，增速约为 7.6%，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健
康发展。”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上，国家
海洋局局长王宏表示。

2014 年我国海洋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并先
于国民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具体而言，海洋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海洋传统产业得到恢复性增长，海
洋油气业总体平稳，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速继续保持
首位，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快速壮大，海洋船舶工业
稳中回暖，海洋工程建筑业稳步推进，涉海金融服务
业逐渐起步，有力地支持了涉海实体经济。

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生态保护与建设得
到加强。2014 年，国家海洋局全面建立实施渤海生
态红线制度，形成渤海先行、全国铺开的局面，并率
先在辽宁、河北、山东等地的海洋生态红线区内，实
施区域限批制度。

与此同时，我国海洋重大专项能力建设项目不断
推进。2014 年，两艘 4500 吨级海洋综合科考船建造
顺利实施；海洋一号 C/D卫星和海洋二号 B卫星立项
建议书上报，海洋二号 A 卫星地面系统一期获初设
批复；“数字海洋”信息基础框架业务化试运行取得
阶段性进展；南中国海海啸预警与减灾系统二期 10
个海啸预警观测台建设完成，逐步开展业务化运行。

目前，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强调，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新常
态下的海洋工作，要把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作为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进一步提高海洋资源
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把
创新驱动作为海洋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依靠科技进
步和创新，努力突破制约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保
护的科技瓶颈；把海洋环境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个重要平台，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强国建
设总布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把依法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大
力提升海洋执法能力。

王宏表示，2015年，海洋局将积极发挥海洋综合
管理效能，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完善海洋强国战
略和海洋规划。紧紧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和拓展与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在海洋科技、生态环保、减灾防
灾、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深化合作，继续推动实施《南
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2015)》，启
动编制2016至2020年框架计划；推动中国—东盟、中
国—马来西亚、中桑(给巴尔)等海洋合作中心建设。

同时，海洋局还将细化生态红线指标和管控措
施，力争 2015 年底前全面建立实施沿海省一级生态
红线制度。选划建设新一批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开展
保护区管理成效评估和监督检查。选取部分污染严重
的典型海湾，加强动态监测，开展综合治理。

去 年 我 国 海 洋 经 济
生产总值近 6 万亿元

本报记者 沈 慧

成本：过去15年降六成

成本是海水淡化能否进入市场的
关键因素。“近 15 年来，我们的海水
淡化综合成本下降了 60%，今后成本
下降速度也许不像前面那么快，但一
定会继续下降。”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副主任王寿根对海水淡化的
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目前，在河北曹妃甸，日产 5 万
吨项目示范工程已经投产运行。“从
这个项目实际运行情况看，1 吨水能
耗 是 3.2 度 电 ， 能 列 入 国 际 先 进 水
平。”王寿根说。这种能耗的淡化海
水，算上设备折旧和材料损耗，出水
成本大约为每吨 5 元钱左右，远高于
南方 2 元多的水价。

不过，要把曹妃甸的淡化海水送
到北京，需修建 270 公里输水管道，
造价 100 亿元，核算下来每吨水的成
本高达 8 元。

原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水资源专家吴季松认为，淡化海水送
到天津，相比送到北京，工程投资和
输送成本都低得多。“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同时向北京、天津供水，如将天津
的供水份额给北京，用海水淡化解决
天津缺水问题，经济和技术上都更合
理，且淡化海水水质好于到津南水。”
吴季松说，这一方案需要中央和地方
协调，补偿天津的建设成本。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
利用研究所总工程师阮国岭说，海水
淡化有热法、膜法两种方法，无论哪
种方法，淡化水出来之后都是 PH 值
6.3 至 6.8 的弱酸性水，这种水能喝，
但不能大规模进入城市自来水管网。
因 为 市 政 管 网 大 多 是 以 钢 管 、 镀 锌
管 等 金 属 管 为 主 ， 承 受 不 了 大 量 酸
性 水 ， 必 须 把 淡 化 水 的 酸 性 改 成 碱
性，这就增加了出水成本，而点对点
的工业用水就没有问题。因此目前国
内日产将近 100 万吨的淡化海水，70%
以上都是解决工业园区的供水。“而目
前在国际上，海水淡化水主要用于市
政供水，占工程规模的 61％，海水淡
化已成为一些缺水国家、地区的基本
水源。”

目前国际上海水淡化成本大多在
0.67 至 2.5 美元/立方米之间，最低可
以 达 到 0.5 美 元/立 方 米 ； 我 国 海 水
淡 化 的 成 本 一 般 在 5 至 8 元/立 方
米 。 不 少 业 内 专 家 建 议 ， 国 家 应 该
像 支 持 新 能 源 产 业 发 展 一 样 ， 出 台
适 用 于 淡 化 海 水 的 补 贴 体 制 和 完 整
政 策 体 系 。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王 浩 坦
言 ， 海 水 淡 化 产 业 化 发 展 需 要 政 府
扶持，“应将海水淡化项目纳入公益
性 工 程 项 目 ， 给 予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资
金补助和配套政策优惠。”

海水淡化产业化发展需要政府

扶持，应将海水淡化项目纳入公益

性工程项目，给予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补助和配套政策优惠

在我国，海水淡化从 1958 年开始起
步，在走过技术研发、产业化等阶段后，目前
正进入产业发展与应用阶段。截至 2013
年年底，我国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03个，
主要分布在沿海9个省市，北方主要以大规
模的工业用海水淡化工程为主，南方则以
民用海岛海水淡化工程居多。海水淡化总
产水规模已从2003年的日产不足3万吨发
展为2013年年底的日产90.8万吨。

这样的增长速度看起来惊人，其实并

未达到预期。2013 年，全国自来水生产
总量约为 495 亿立方米，日均 90.8 万吨海
水 淡 化 产 能 仅 占 自 来 水 生 产 总 量 的
0.7%。中国水利协会脱盐分会秘书长郭
有智表示，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海水淡
化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目前海水淡化
产能与“十二五”规划的日产 220 万立方
米水平相差较大。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
有量的1/4，沿海地区作为我国人口聚集和

经济发展的重心，也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短
缺的地区。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到
2020年和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分别
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和7000亿立方米以
内。即使能达到这个目标，并算上南水北
调工程供水量，到2030年我国沿海地区年
缺水量仍将达到214亿立方米。因此，我们
必须通过科技支撑，依靠海水淡化来提高
我国沿海地区水资源保障能力。

从世界范围看，全球海水淡化规模近
年来也不断攀升，截至 2013 年 8 月，全球
168 个国家和地区应用淡化技术，海水淡
化日产量已超 8000 万吨；预计到 2018
年，全球淡化工程总装机容量将达到日产
1.38 亿吨。去年，美国研究机构发布的

《2013-2018 年海水淡化设备市场全球趋
势与预测报告》指出，至 2018 年，全球海
水 淡 化 设 备 市 场 的 市 值 将 有 望 达 到
152.74 亿美元，2013 年至 2018 年的年
复合增长率为 9.1%。

产量：过去 10 年增加 30 倍产量：过去 10 年增加 30 倍

到 2030 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 7000 亿立方米以内。即使能达到该

目标，并算上南水北调工程供水量，到 2030 年我国沿海地区年缺水量仍将达

到 214 亿立方米，因此必须通过科技支撑，依靠海水淡化来提高沿海地区水资

源保障能力

这份 《报告》 还显示，反渗透技术
由于不额外需要其他化石燃料，且能量
回收设备的消耗较低，对膜材料的开发
改进也较少，将成为最重要的海水淡化
技术之一。未来亚太地区将成为反渗透
技术的一个重要需求区域。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已建
的海水淡化装置中，反渗透法的“膜法”
约占总容量的 74%，蒸馏淡化的“热法”
约占 25%，其他海水淡化法约占 1%。在
目前全球海水淡化市场份额中，“膜法”

约占65%，“热法”约占30%。“反渗透膜
的性能逐渐往高脱盐率和高出水量方向发
展，目的是有效降低海水淡化的成本，并
提升淡化水的水质。”中国膜工业协会理
事金焱说。

更好的水质，是为了提升市民的接
受度。“海水淡化技术是水处理技术王
冠上的那颗明珠，谁把海水淡化的技术
做到全球最‘牛’，那么其他水处理技
术就迎刃而解了。”阮国岭说。更环保
的技术，则包括降低能耗，并减少污

染。能耗方面，目前先进技术在 3 度电
出 1 吨水的水平，金焱表示：“理论上
我们希望一度电制一吨水，但现在还达
不到，这跟海水淡化自身水质特点和后
续操作情况有关。”海水淡化工艺中，
浓盐水、退役膜等都会造成一定污染。

“一吨水进来了，通常 50%左右转成淡
水，还有 50%左右变成浓缩一倍的盐水
回到海里了，这部分水对海洋有多少影
响，专家内部还有争议。”阮国岭说，
浓盐水可以考虑综合利用，提炼出里面
的钙和镁等元素后，还可以晒盐。“渤
海湾有几家大淡化厂在运转，把浓海水
给盐场晒盐。”

阮国岭表示，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无
论单机规模还是工程规模，与国际差距
较大，高端膜市场国内产品占有率偏
低。他建议国内厂家开发性能更好的膜
来降低水的处理成本，开发特种性能的
膜和工艺以应对未来不同的处理需求，
尤其是零排放的需求。

目标：技术更环保水质更好

更好的水质，是为了提升市民的接受度。若要提高水质，必须提升水处

理技术。而海水淡化技术是水处理技术王冠上的那颗明珠，谁把海水淡化的

技术做到全球最“牛”，那么其他水处理技术就迎刃而解了

我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海洋生态
保护与建设加强，海洋重大专项能力建设项目
不断推进

图为在 2014-2015 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中，首次参

赛的中国派出的“东风队”。日前，该赛事在我国三亚

湾举行。参赛的 7 条帆船上都安装了沃尔沃集团子公

司沃尔沃遍达的新一代船用汽油发动机。

本报记者 陈 颐摄

本报讯 近日，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与水利部
水文局签署《关于加强水文海洋业务合作的协议》。这
是国家海洋局和水利部在提升海洋防灾减灾服务能力
方面签署的首个协议。

国家海洋局预报减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协议双
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
原则，在加强监测预报信息共享、建立联合会商机制、
开展业务科研协作等方面开展合作、共享资源，提升海
洋防灾减灾服务能力，促进海洋、水文业务共同发展。

根据《协议》，在加强监测预报信息共享方面，双方
将建立海洋、水文业务通信专线，建设信息交换网络系
统和信息共享业务平台，实现风暴潮、海浪、流量等预
测预报成果的实时共享。在建立联合会商机制方面，
双方将建立台风防御会商联动机制；共同研判台风影
响区域雨水情况和风暴潮灾害形势。在开展业务科研
协作方面，双方将共同组织开展科研攻关。 （舒 云）

国家海洋局和水利部签署协议

共同提升海洋防灾减灾服务能力

本报青岛 3 月 16 日电 记者刘成报
道：青岛西海岸新区，今天正式颁布了

《青岛市黄岛区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海域使
用权办法 （试行）》，这是其在探索海域
资源管理方面的重大改革举措，在东部
沿海地区尚属首创。

《办法》 规定,涉及黄岛区行政审批
权限的海域以及青岛市下放到该区审批
的海域都要进行招标、拍卖或挂牌出
让，主要包括：盐田、鱼池、半封闭式
港池等围海型项目不满 60 公顷的，海上
人工构造物用海不满 60 公顷的；增殖、
养殖、浴场、码头前水域、航道、锚
地、旅游、体育活动等开放型项目用海
不满 700公顷的。

“以前，海域使用权取得的方式主要

是行政审批，这种模式也是目前我国沿
海绝大多数省、市、县都在采用的模
式。”黄岛区副区长赵兴绩告诉记者，随
着新区的发展，这种模式存在诸多弊
端：一是海域作为国有稀缺资源的市场
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海域使用金都
是按照省、市规定的基准价格收取，价
格偏低；二是国有资源交易的“公开、
公平、公正、竞争”的原则没有得到全
面体现；三是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没有得
到有效发挥，“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
发挥新区先行先试的优势，改革创新海
域使用权出让方式，将土地招拍挂办法
引入海域使用权出让中，改变过去海域
使用行政审批式管理，让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海

域使用权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提高用海
审批效率，促进海洋经济发展。”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域资源丰富，海
域总面积 5000 平方公里、滩涂面积 83
平 方 公 里 、 海 岸 线 282 公 里 ， 海 湾 23
处、岛屿 42 座。国务院在批复其成为第
九个国家新区时，也赋予其“海洋科技
自主创新领航区、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
基地、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陆海
统筹发展试验区”等诸多与海洋相关的
重任。

据悉，海域使用权招拍挂工作由黄
岛区海洋与渔业局具体组织实施，在青
岛 （国际） 海洋产权交易中心进行，近
期将选择部分海域进行首拍。

赵兴绩说，此次改革有利于构建公

开透明、公平竞争的海域使用权交易环
境；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政府，杜绝
权利寻租现象；有利于集约节约用海，
保护海洋环境。实行招拍挂以后，通过
充分的市场竞争，海域的价值会逐步提
高，用海的成本会增加，会促进用海方
式从粗放转向集约；有利于新区海洋产
业转型升级，通过实施海域使用招拍挂
办法，建立起海域使用权交易一级市
场，肯定会带动二级市场的兴起，“一
个成熟的、活跃的市场有利于吸纳更大
范围、更高水平的海洋产业项目进入。
假以时日，必将会带动涉海产业资金、
技术、装备等全面提升，也必将推动新
区海洋经济和海洋新兴产业向更高水平
发展。”

改变过去海域使用行政审批式管理

青岛西海岸新区“招拍挂”出让海域使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