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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上会，住青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
成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合伙人兼山东主管合伙人张国俊带来了五六个
提案，其中，就有和青岛密切相关的内容——— 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缓解淡水
资源短缺问题。张国俊表示，发展海水淡化产业，一方面将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
展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将有效解决地方产业发展核心技术难题。“如
果把这件事列为国家战略，将会给青岛带来更多机遇！”

建议将海水淡化列为“国家战略”
住青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海水淡化成本已低于南水北调，青岛产能领跑全国

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 受访者提供

>>>背景

海水淡化是个巨大产业
成本低于调水综合成本
世界上淡水资源严重匮乏。有人预

言，19世纪争煤，20世纪争油，21世纪
可能争水。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看到了
海水淡化利用的未来，作为一种“开
源”的海水资源增量技术，海水淡化已
成为解决全球水危机的重要途径，更被
视为“解渴”沿海的首选。
张国俊表示，近年来，我国已攻克

反渗透、低温多效蒸馏等主流海水淡化
技术，初步形成核心设备及关键材料的
制造加工体系，具备了系统集成和工程
建设能力。制水成本也随之不断下降，
不少已低于 5元/立方米（低于南水北
调水综合成本）。“例如，2016年建成的
青岛董家口海水淡化项目，设计规模为
10万立方米/日，售水价格为4 . 25元/
立方米。”张国俊说，除了成本降下来
了，淡化水的水质还很稳定，“淡化水
无机盐含量低，水质稳定，明显优于国
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关要求，
与自来水掺混使用可优化各项水质指
标，改善居民生活品质。”另外，这一产
业价值潜力巨大，应用场景广泛。“我
国海水淡化利用规模仅占世界总产能
的 1%，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发展，不仅
能大规模制水，还将带动技术、装备、
耗材、服务等相关产业链发展；不仅服
务中国，还可服务世界。是个巨大产
业。”
与此同时，张国俊也指出，目前还

存在着不少制约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
因素。一方面是对其重要性认知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尚未将海水淡
化水作为水资源。定位认识不清，束缚
了海水淡化项目建设和产品水应用。社
会宣传不足，民众对淡化水的安全健康
等方面存疑，认可度不高。同时，政策
支持力度不够。长距离调水等国家战略
性工程，相关配套政策完善，补助力度
大，受水区域水价低于实际调水成本。
而海水淡化设施多属于区域性地市项
目，项目和水价补贴、接入管网等方面
配套政策支持不够，竞争优势尚不明
显。三是海水淡化生产与应用渠道尚未
完全打通。制约海水淡化发展的因素，

不是“产出水”，而是“售出水”。由于国
内尚未形成大量海水淡化用户，相关项
目无法满负荷运行达产。海水淡化生产
与自来水调度运行分属不同部门、企
业，难以做到统筹调度、优水优用，限
制了淡化水的应用渠道。

>>>青岛

淡化产能领跑全国
要发挥好先发优势
青岛是极度缺水城市，最新数据显

示：全市人均水资源量为186立方米，仅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 . 5％。水资源短缺
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解决水资源
短缺问题，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长江黄河
水上：1989年引黄济青工程通水，2012
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通水，客水调引暂
时缓解了青岛的缺水现状。单说近四年
来，青岛每年调引的长江水黄河水平均
在4亿立方左右。
然而“远水救不了近渴”，水危机依

旧存在。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用水量不
断攀升，现状的客水调引工程已不能满

足青岛的供水需求。根据市水务管理局
统计数据，青岛年城市供水保障能力为
6 . 7亿立方米，预测到2035年，城市需
水量为16亿立方米，缺水9 .3亿立方米，
这个缺口着实不小。
“调水工程虽一定程度缓解了严重
缺水地区生产生活问题，但调水工程仅
解决了水资源的分配问题，未根本解决
淡水资源总体短缺问题。淡水资源短缺
严重制约我国区域发展和全国平衡发
展，必须从淡水增量上想办法做文章。”
张国俊表示，经过多年实践，我国海水淡
化技术不断成熟，成本大幅降低，正是基
于对这些因素的考量，他坦言，“大力推
进海水淡化产业，是时候了。”
实际上，青岛早在10多年前就掌握

了海水淡化这把破解水资源瓶颈的“密
钥”。目前青岛海水淡化产能达22 . 4万
立方米／日，占全国已建成规模的近六
分之一、占全省的60％多，这组数字还
将在今年滚动提升，延续领跑全国的态
势。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青

岛发展的最大优势在海洋。在海水淡化
这条赛道上已经取得领先的青岛，应当

发挥好这个先发优势，不断突破被国外
垄断的核心技术，做大做强海水淡化产
业链，形成海洋经济发展新引擎。“如
果把这件事列为国家战略，将会给青岛
带来更多机遇！”

>>>建议

提高海水淡化战略定位
纳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
张国俊建议，应提高海水淡化水战

略定位，纳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应
将淡化水定位为国家水源开源工程和
沿海城市重要水源，将有关设施融入综
合规划，纳入统一调配体系。缺水城市
优先使用淡化水，将原有的客水资源调
配至更加缺水的中西部地区，优化水资
源格局。”同时，加大政策支持，推动海
水淡化规模化应用。推动市场化运作，
研究淡化水价格机制，理顺客水、本地
水、淡化水等价格体系；在设施建设资
金补贴、电价优惠或自备电厂建设、海
水淡化输水设施建设、浓盐水综合利用
的项目落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出台缺水
地区工业企业优先使用淡化水的相关
规定，提高淡化水配置比例，推进规模
化应用。
发展海水淡化产业还要注重示范

引领，张国俊建议，建设国家海水淡化
规模化应用示范区，选取具有发展基础
的胶东经济圈等区域作为海水淡化规
模化应用示范区，建设一批大型海水淡
化项目，积累经验，带动沿海地区海水
淡化更大规模应用；开展需求侧改革试
点，建立水务一体化运营机制，畅通生
产和应用渠道，使生产方产水有销路，
应用方用水有保障；配套建设自备电厂
降低制水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
海水淡化和浓海水综合利用全产业链
创新发展模式。
此外，还要着力解决技术难题，推

动产业发展。从国家层面组织制定海水
淡化产业发展规划，统筹项目建设、科
技研发、装备制造等全产业链条布局；
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及政府补贴，着力解
决前沿和关键技术以及重大装备研发
等难题；加快关键技术和装备的国产
化，形成有竞争力的集成技术和自主装
备，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张国俊一直关注新能源发展，
去年两会期间，他提交的提案中建
议制定国家标准，加快推进纯电动
汽车发展，建议工业和信息化部组
织对“车电分离、电池标准化并共

享”技术方案进行调研，制定出本技
术方案的国家标准。
此次上会，张国俊也收到了答

复。工业和信息化部答复说，充电与
换电都是电动汽车的能源补充方

式，各有其适用领域和细分市场。鼓
励相关企业开拓创新，开发先进动
力电池、新型充电和换电技术，进行
商业模式创新。下一步将不断完善
动力电池标准体系，加快《电动汽车

换电安全要求》国家标准的审查报
批，充分发挥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
心的作用，加强动力电池技术研发，
为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做好技术支
撑。

延伸 去年的提案收到工信部答复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