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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省平均降水量1949.9毫米（折合降水总量2023.70亿立方

米），较上年降水量偏多18.9%，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21.6%，降水量

时空分布不均匀。

全省水资源总量1321.36亿立方米，产水系数0.65，产水模数127.3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人均水资源量2280.8立方米。

全省192座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235.73亿立方米，较上年末

减少7.26亿立方米。

全省总供水量与总用水量均为165.79亿立方米，较上年减少8.02亿

立方米。其中：生产用水量131.65亿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水量28.76亿立

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5.38亿立方米。此外，河湖生态配水量43.42亿立

方米。全省平均水资源利用率12.5%。

一、综述

（宁波/鄞州/奉化江堤防）

1



（杭州/临安/昌化溪/周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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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总耗水量91.64亿立方米，平均耗水率55.3%。总退水量43.53亿

吨。

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286.2立方米，人均生活用水量49.6立方米（其

中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为52.6立方米和42.9立方米）。农田灌溉亩均用

水量325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00。万元国内生产总值

（当年价）用水量26.6立方米。

注：与统计系统口径一致，人均指标计算时采用年平均人口，即上年年末人口数与

本年年末人口数的算术平均值。



（一）降水量

2019年，全省平均降水量1949.9毫米，较上年降水量偏多18.9%，

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21.6%。全省1956～2019年降水量变化情况见图

1，2019年全省年降水量等值线见图2，2019年全省年降水量距平等值线

见图3。

二、水资源量

图1  全省1956-2019年降水量变化图

从流域分区看，除太湖水系外，全省各流域降水量较上年和多年平

均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多。其中，浙东诸河流域降水量较上年降水量偏多

33.7%，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39.9%；钱塘江流域降水量较上年降水量

偏多23.1%，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22.9%；闽江流域降水量较上年降水

量偏多34.7%，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15.5%；浙南诸河、鄱阳湖水系、

闽东诸河流域降水量较上年降水量分别增加18.7%、15.9%、3.5%，较

多年平均降水量分别增加16.5%、13.0%、6.0%；太湖水系流域降水量

较上年降水量偏少8.1%，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16.2%，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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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省流域分区年降水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表2  全省行政分区年降水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从行政分区看，嘉兴市、湖州市降水量较上年降水量偏少10.3%、

7.1%，金华、舟山、台州、宁波、丽水、衢州、绍兴、杭州市降水量较

上年降水量明显增加，偏多幅度在8.8%～38.4%之间。全省所有地市降

水量较多年平均降水量明显增加，偏多幅度在5.2%～38.5%之间；见表

2、图4。

单位：毫米

单位：毫米

（嘉兴/海宁/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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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省行政分区年降水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图

根据闸口、姚江大闸、金华、温州西山、圩仁等45个代表站降水

量分析，汛前1～3月降水量占全年25.4%，汛期4～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

69.0%，汛后11～12月降水量占全年5.6%。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各月

降水量占全年比值在1.7%～16%之间，11月最小为1.7%，7月份最大为

16.0%。1～2月受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影响，出现罕见的“烂冬”天气，

雨水较多，2月份降水量接近历史同期的2倍。11～12月降水量较常年偏

小，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降水量地区差异显著，全省年降水量在1100～3100毫米之间，总

体上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山区大于平原，沿海山地大于内陆盆

地，台州市年降水量是嘉兴市的1.50倍。浙江省括苍山、北雁荡山、天

台山、千里岗、仙霞岭一带为高值区，年降水量在2500毫米以上，单

站（黄家寮站）最大降水量为3113.5毫米。杭嘉湖平原、浙南沿海沿浦

湾、洞头岛一带为全省低值区，年降水量在1100～1500毫米之间，单站

（幻   闸站）最小降水量为1165.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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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降水量年内分配示意图

图6  部分代表站降水量年内分布示意图

（丽水/青田/小溪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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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表水资源量

全省地表水资源量1302.90亿立方米，较上年地表水资源量偏多

53.5%，较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偏多38.0%。地表径流的时空分布与降

水量基本一致，见表3、图7、图8。

表3  全省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亿立方米

（嘉兴/秀洲/莲三莲泗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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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全省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图

表4  全省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亿立方米

图9  全省行政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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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分区看，除嘉兴、湖州外，各市地表水资源量较上年和多年

平均地表水资源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多。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金

华市、衢州市、舟山市、台州市、丽水市地表水资源量较上年偏多20%

以上，嘉兴市地表水资源量较上年偏少8.9%；温州市地表水资源量较多

年平均偏多11.1%，其余地市地表水资源量较多年平均偏多25%以上。

见表4、图9。

全省入境水量248.86亿立方米，出境水量268.97亿立方米，入海水

量1196.78亿立方米，见图10。 

图10  全省出入境水量示意图（单位：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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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水资源量

全省地下水资源量253.72亿立方米，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计

算量18.45亿立方米。

(四) 水资源总量

全省水资源总量1321.36亿立方米，较上年水资源总量偏多52.5%，

较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偏多38.3%，产水系数0.65，产水模数127.3万立

方米/平方公里，见表5、表6、图11、图12。

表5  全省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亿立方米

（丽水/云和溪口/湖上泛舟/叶利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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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全省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图

表6  全省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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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全省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图

(五) 水库蓄水动态

全省192座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235.73亿立方米，较上年末

减少7.26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34座，年末蓄水量214.86亿立方米，

较上年末减少4.08亿立方米；中型水库158座，年末蓄水量20.86亿立方

米，较上年末减少3.18亿立方米。

（嘉兴/平湖/东湖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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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量

全省年总供水量165.79亿立方米，较上年减少8.02亿立方米。其中

地表水源供水量162.38亿立方米，占98.0%；地下水源供水量0.71亿立方

米，占0.4%；其他水源供水量2.70亿立方米，占1.6%。

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63.66亿立方米，占39.2%；

引水工程供水量33.80亿立方米，占20.8%，提水工程供水量57.80亿立方

米，占35.6%，调水工程供水量7.12亿立方米，占4.4%，见表7、表8、

图13。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

图13  全省供水结构比例示意图

（嘉兴/桐乡/凤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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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全省流域分区供水量与用水量
单位：亿立方米

表8  全省行政分区供水量与用水量
单位：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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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量

全省年总用水量165.79亿立方米，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63.51亿立

方米，占38.3%；林牧渔畜用水量8.86亿立方米，占5.4%；工业用水量

40.81亿立方米，占24.6%；城镇公共用水量18.48亿立方米，占11.2%；

居民生活用水量28.76亿立方米，占17.3%；生态环境用水量5.38亿立方

米，占3.2%，见图14。此外，全省河湖生态配水量43.42亿立方米。

图14  全省用水结构比例示意图

（丽水/遂昌/乌溪江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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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全省流域分区用水结构比例示意图

从流域分区看，鄱阳湖水系、闽东诸河、闽江流域的农业用水量占

比高于70%，工业、生活用水量相对偏少；太湖水系、钱塘江、浙东诸

河与浙南诸河的农业用水量占比都低于50%，工业与生活用水量占比均

大于20%，见图15。

（丽水/景宁/上标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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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全省行政分区用水结构示意图

从行政分区看，丽水市、湖州市、衢州市、嘉兴市、绍兴市、金华

市的农业用水量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舟山市、衢州市、金华市、宁

波市、嘉兴市、绍兴市、杭州市的工业用水量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宁波市的生活用水量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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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全省耗水量结构比例示意图

（三）耗、退水量

1、耗水量

全省年总耗水量91.64亿立方米，平均耗水率55.3%。其中农田灌

溉耗水量45.09亿立方米，占49.2%；林牧渔畜耗水量6.94亿立方米，占

7.6%；工业耗水量14.95亿立方米，占16.3%；城镇公共耗水量7.38亿立

方米，占8.1%；居民生活耗水量12.44亿立方米，占13.6%；生态环境耗

水量4.84亿立方米，占5.3%，见表9、表10，图17。

表9  全省流域分区总耗水量与上年比较
单位：亿立方米

表10  全省行政分区总耗水量与上年比较
单位：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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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水量

全省日退水量1192.65万吨，其中城镇居民生活、第二产业、第三

产业退水量分别为313.13万吨、613.20万吨和266.32万吨，年退水总量

43.53亿吨。

（四）用水指标

全省水资源总量1321.36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2280.8立方米。全

省平均水资源利用率12.5%。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325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00。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26.6立方米。

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286.2立方米，人均生活用水量49.6立方米

（注：城镇公共用水和农村牲畜用水不计入生活用水量中），其中城镇

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分别为52.6立方米和42.9立方米。农田灌溉

亩均用水量325立方米，其中水田灌溉亩均用水量380立方米，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系数0.600。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26.6立方

米。全省流域分区及行政分区的主要用水指标见表11、表12。

（丽水/缙云/九曲练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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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全省流域分区主要用水指标

表 12  全省行政分区主要用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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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力打好节约用水攻坚战

贯彻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突出抓好节水“四个一”，打赢节约用

水攻坚战，全省节约用水水平逐步提高。全面修订《浙江省用（取）水

定额（2015年）》。启动水利行业节水型机关创建，省水利厅高标准

建设水利行业节水型机关。落实节水评价制度，对117个规划和建设项

目开展节水评价审查。全面开展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余姚等24个县

（市、区）通过了全国节水办的复核验收，获水利部命名；浦江等26个

县（市、区）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验收。持续推进节水载体建设，创建

省级节水型企业490家、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37家、节水型灌区42个、

节水宣传教育基地12个。

(二) 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按照《浙江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和“十三五”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完成省对设区市2018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四、重要水事

（绍兴/上虞/曹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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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考核，考核结果经省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告。绍兴、台州、

宁波3市考核等级为优秀，其余8市考核等级为良好。按照中央关于统筹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有关要求，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同意，

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列入《2019年督查检查考核年度计

划》。制定2019年度浙江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方案，采用

“四不两直”方式完成了2019年省对设区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现场

检查。

(三) 强化水资源监督管理

按照“工程补短板，行业强监管”水利改革发展总基调，以“合理

分水、管住用水”为主要目标，强基础、严管控、促治理，进一步提升

水资源利用效率。启动了10条跨行政区江河水量分配和生态流量管控工

作。建立了85个国家重点监管取水口名录和台帐，在长江流域和太湖流

域核查登记1.7万个取水工程，筛选出769个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开展水

资源和节约用水管理监督检查，发现各类问题721个，限期完成整改。

在全国率先完成水资源监控能力二期项目验收。

（四）加强水源地保护

开展78个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完成年度评估工

（丽水/龙泉/凤阳湖秋色/张路明 摄）



作。优化完善全省16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开展“千吨万人”以上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开展城乡供水信息建档立卡工作，基本摸清

我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数量、水质状况和管理现状。深入推进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工程，全年新增522万人口实现城乡同质饮水，县级统管机

制基本建立。

（五）河湖管护全力推进

高标准建成146条（个）美丽河湖。加强水域管理，完成河道管理

范围划界1.8万公里。在全国率先推行河长湖长履职评价、河湖健康状况

评价、公众护水制度。2019年，各级河长开展巡河344万次，巡查上报

问题21.5万余条，解决问题21万余条，处理率达97.52%。

（六）水资源领域改革稳步推进

完成水利部电子证照试点任务，全国第一本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在我

省常山县落地。在全国率先开展县域水资源“强监管”综合改革试点，

打造“强监管”示范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推进“区域水资源论

证+水耗标准”改革，97个省级以上平台完成区域评估。深入推进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指导各地建立健全农业水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

制，落实农业用水定额制度，逐步完善计量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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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

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关键节日，开展节水主题宣

传。开展节水进校园活动，与中国水利博物馆联合在杭州市小学生中开

展节水大使评选活动，共评选出11名节水大使。在厅节水机关建设中，

加强节水宣传，营造节水氛围。精心打造浙江节水展示厅，张贴节水海

报和标贴，印发节水倡议书，举办节水讲座，制作节水宣传片，开发文

创产品，营造了浓厚的节水氛围，全面提升了干部职工的节水意识。

（八）有效应对洪涝台旱灾害

2019年全省降水量属丰水年。梅雨期间，出现四轮强降雨过程，全

省平均降水量比多年平均偏多近8成，多流域发生超保洪水，特别是7月

13日历史首次出现四大流域同日发生超保洪水。台风期间，我省遭受5

号（丹娜丝）、9号（利奇马）、11号（白鹿）、13号（玲玲）、17号

（塔巴）、18号（米娜）等6个台风影响，其中9号和18号台风直接登

录我省，造成严重影响。省水利厅统筹调度大中型水库全力拦蓄95.8亿

立方米、河网排水49.9亿立方米，水利工程综合减灾效益明显，有力保

证了全省汛情总体可控。“利奇马”台风过后，迅速部署开展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同时，联合财政厅积极向水利部、财政部申请水利救灾资金

2.16亿元，为县（市、区）开展灾后恢复重建提供资金支持。

（杭州/淳安/千岛湖晚霞/李高山 摄）



名词解释

（丽水/莲都/大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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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资源量：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逐年更新的动态水

量，即天然河川的径流量。

地下水资源量：地下饱和含水层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降水和地

表水入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

水资源总量：评价区内当年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

总供水量：各种水源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

总用水量：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包括生产

用水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循环利用量）、生活用水量（城镇、农村居

民）、生态环境用水量三大类。



（杭州/余杭/西溪湿地/潘劲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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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量：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吸

附、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至地表水体和地下

饱和含水层的水量。

退水量：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镇居民生活等用水户排放的水

量，不包括火电直流冷却水排放量和矿坑排水量。

生态环境用水量：指人为措施提供的维护生态环境的水量，包含人

工生态补水量、绿化用水量及清洁用水量等，按城镇与农村分别统计。

河湖生态配水量：以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为目标，对河流、湖

泊、沼泽及湿地实施生态配水的水量，即通过水利工程运行调度增加受

水河道（湖泊）内生态流量（水位）的水资源量。



（杭州/淳安/白云溪生态河道/吴俊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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