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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海盐县/外海侧全景）

2023年，全省平均降水量1419.9mm（折合降水总量1488.03亿

m3），较上年降水量偏少9.4%，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少12.5%，降水量

时空分布不均匀。

全省水资源总量730.14亿m3，产水系数0.49，产水模数69.7万m3/

km2。本年度人均水资源量1105.92m3。

全省195座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235.31亿m3，较上年末增加

8.22亿m3。

全省总供水量与总用水量均为169.60亿m3，较上年增加1.79亿m3。

其中：生产用水量128.77亿m3，居民生活用水量34.17亿m3，生态环境用

水量6.66亿m3。本年度全省平均水资源利用率23.2%。

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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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256.9m3，人均生活用水量51.8m3（其中城镇和

农村居民分别为53.7m3和46.2m3）。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375.8m3，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12。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20.5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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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市/太湖）



（嘉兴市/海宁市/鹃湖）

（一）降水量

全省平均降水量1419.9mm，较上年降水量偏少9.4%，较多年平均

降水量偏少12.5%，全省1956～2023年降水量变化情况见图1，全省年降

水量分布情况见图2，全省年降水量等值线见图3，全省年降水量距平等

值线见图4。

二、水资源量

图1  全省1956-2023年降水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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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省年降水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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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分区看，温州、湖州降水量较上年降水量分别偏多1.8%和

5.8%，其余各市降水量较上年均明显偏少，偏少幅度在2.7%～28.6%之

间。湖州降水量较多年平均降水量偏多0.6%，其余各市降水量较多年平

均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少，偏少幅度在2.1%～24.8%之间，详见表1。

从流域分区看，太湖水系降水量与上年持平，其余各流域降水量较

上年均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少，偏少幅度在6.8%～21.9%之间。各流域降

水量较多年平均都有不同程度的偏少，偏少幅度在2.2%～18.4%之间，

详见表1。



（杭州市/上城区/丰收湖）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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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省行政分区及流域分区年降水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2023年

1417.4 

1341.1 

1607.8 

1196.4 

1397.3 

1208.2 

1265.7 

1721.5 

975.7 

1348.1 

1518.7 

1822.5 

1313.8 

1417.1 

1291.6 

1490.6 

1642.0 

1648.7 

1419.9 

较上年

-2.7%

-18.6%

1.8%

-5.1%

5.8%

-18.5%

-10.0%

-13.0%

-28.6%

-7.4%

-14.9%

-14.3%

0.0%

-10.3%

-18.3%

-6.8%

-14.6%

-21.9%

-9.4%

较多年

-9.6%

-12.1%

-12.9%

-2.1%

0.6%

-17.8%

-17.2%

-6.3%

-24.8%

-19.0%

-14.6%

-6.2%

-2.2%

-12.0%

-14.4%

-15.1%

-18.4%

-13.7%

-12.5%

分区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鄱阳湖水系

太湖水系

钱塘江

浙东诸河

浙南诸河

闽东诸河

闽江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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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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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汛期

4～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5.5%，汛后11～12月降水量占全年7.9%。各月

降水量占全年比值在2.9%～16.6%之间，10月最小为2.9%，6月份最大

为16.6%。

降水量地区差异显著，全省年降水量在800～2500mm之间，总体

自南向北递减，山区大于平原，沿海大于内陆盆地。浙西南千里岗、

仙霞岭、洞宫山和雁荡山一带为高值区，年降水量在2000mm以上，

单站（顺溪站）最大降水量为2479.5mm。新嵊盆地、舟山一带为全

省低值区，年降水量在1000mm以下，单站（六横站）最小降水量为

848.0mm。

（台州市/黄岩区/长潭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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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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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全省行政分区及流域分区地表水资源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亿m3

2023年

113.64 

60.47 

101.37 

18.06 

37.75 

38.15 

63.24 

81.52 

4.65 

55.56 

141.06 

5.04 

68.84 

289.44 

74.94 

256.01 

10.14 

11.05 

715.45 

较上年

-10.0%

-32.1%

-2.9%

-16.8%

13.2%

-40.1%

-26.0%

-28.7%

-46.8%

-21.2%

-29.6%

-38.8%

-3.7%

-24.1%

-32.8%

-17.9%

-33.9%

-38.2%

-22.1%

较多年

-20.3%

-23.1%

-25.2%

-13.2%

-3.8%

-37.3%

-31.1%

-19.9%

-40.2%

-38.1%

-26.2%

-28.7%

-10.5%

-25.0%

-28.0%

-28.0%

-36.0%

-23.9%

-25.5%

分区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鄱阳湖水系

太湖水系

钱塘江

浙东诸河

浙南诸河

闽东诸河

闽江

全省

（二）地表水资源量

全省地表水资源量715.45亿m3，较上年地表水资源量偏少22.1%，

较多年平均地表水资源量偏少25.5%。全省行政分区及流域分区地表水

资源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见表2。地表径流的时空分布与降水量

基本一致，全省年径流深等值线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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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全省出入境水量示意图（单位：亿m3）

（三）地下水资源量

全省地下水资源量187.68亿m3，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不重复计算量

14.68亿m3。

全省浅层地下水水位总体稳定，年际变幅较小。与去年相比，杭

州、温州、嘉兴、衢州等地水位基本持平，宁波、绍兴、丽水等地水位

略有上升，湖州、金华、台州等地水位略有下降，详见表3、图9。

12

全省入境水量213.92亿m3；出境水量223.14亿m3；入海水量603.22

亿m3，见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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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全省浅层地下水年末水位埋深情况
单位：m

平均水位埋深

4.13 

1.78 

3.36 

1.28 

3.15 

2.54 

4.46 

5.04 

2.70 

3.99 

较上年变化

0.00 

-0.10 

0.00 

0.00 

0.60 

-0.10 

0.20 

0.00 

0.20 

-0.40 

设区市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台州

丽水

图9 全省浅层地下水年末水位埋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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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全省行政分区及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

单位：亿m3

2023年

115.26 

64.48 

103.24 

21.20 

38.96 

40.01 

63.24 

81.52 

4.65 

56.53 

141.06 

5.04 

74.08 

291.39 

79.59 

258.82 

10.16 

11.05 

730.14 

较上年

-10.0%

-31.5%

-2.8%

-15.2%

12.9%

-39.2%

-26.0%

-28.7%

-46.8%

-20.9%

-29.6%

-38.8%

-3.7%

-24.1%

-32.2%

-17.8%

-33.8%

-38.2%

-21.8%

较多年

-20.1%

-22.5%

-25.1%

-11.8%

-3.6%

-36.5%

-31.1%

-19.9%

-40.2%

-37.8%

-26.2%

-28.7%

-10.0%

-24.9%

-27.2%

-27.9%

-35.9%

-23.9%

-25.2%

分区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鄱阳湖水系

太湖水系

钱塘江

浙东诸河

浙南诸河

闽东诸河

闽江

全省

（四）水资源总量

全省水资源总量730.14亿m3，较上年水资源总量偏少21.8%，较多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偏少25.2%，产水系数0.49，产水模数69.7万m3/km2。

全省行政分区及流域分区水资源总量与上年及多年平均值比较见表4，

全省行政分区降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对比见图10，全省水资源总量分布情

况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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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全省行政分区降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对比图

图11  全省水资源总量分布图 



（杭州市/余杭区/东苕溪/西险大塘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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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库蓄水动态

全省195座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235.31亿m3，较上年末增加

8.22亿m3。其中大型水库34座，年末蓄水量215.99亿m3，较上年末增加

9.87亿m3；中型水库161座，年末蓄水量19.31亿m3，较上年末减少1.65

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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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水量

全省年总供水量169.60亿m3，较上年增加1.79亿m3。其中地表水源

供水量163.68亿m3，占96.5%；地下水源供水量0.13亿m3，占0.1%；非

常规水源供水量5.79亿m3，占3.4%。

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68.80亿m3，占42.0%；引

水工程供水量26.44亿m3，占16.2%，提水工程供水量55.32亿m3，占

33.8%，调水工程供水量13.12亿m3，占8.0%，见图12、图13。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

图12  全省供水结构比例示意图

（温州市/平阳县/西塘河-东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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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全省行政分区地表水供水结构比例示意图

（二）用水量

全省年总用水量169.60亿m3，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61.36亿m3，占

36.2%；林牧渔畜用水量11.71亿m3，占6.9%；工业用水量36.26亿m3，

占21.4%；城镇公共用水量19.44亿m3，占11.5%；居民生活用水量34.17

亿m3，占20.1%；生态环境用水量6.66亿m3，占3.9%，见图14、表5、表

6，全省行政分区用水量组成见图15。

（宁波市/奉化区/葛岙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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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全省用水结构比例示意图

图15  全省行政分区用水量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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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全省流域分区供水量与用水量

单位：亿m3

表6  全省行政分区供水量与用水量

单位：亿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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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婺城区/金兰水库）

（三）耗、退水量

全省年总耗水量94.96亿m3，平均耗水率56.0%，年退水总量43.89

亿吨。

（四）用水指标

全省水资源总量730.14亿m3，人均水资源量1105.92m3。本年度全省

平均水资源利用率23.2%。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375.8m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612。万

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20.5m3。

全省人均综合用水量256.9m3，人均生活用水量51.8m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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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m3和46.2m3。

全省行政分区的主要用水指标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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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全省行政分区主要用水指标

（绍兴市/上虞区/皂李湖）

注：1、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取自省统计局快报数据（当年价）。

       

        

2、人口采用年平均人口，即上年年末人口数与本年年末人口数的算术平均值。

3、城镇综合生活用水量包括城镇居民用水量和公共用水量（建筑业及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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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浙江省水资源条例》，从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等

方面，选设10个动态指标，对各地区进行水资源综合评价，结果见以下

各图，其中橙色代表指标值最优，灰色代表指标值最差。

四、水资源综合评价

1、水利建设投资：全省年度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总额为784.8亿元。

图16  全省行政分区水利建设投资图

2、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多年平均）：全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

17.2%。

图17  全省行政分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图



3、水库供水比例：全省公共供水企业水库取水占比为79.0%。

图18  全省行政分区水库供水比例图

4、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全省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为

20.5m3。

图19   全省行政分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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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12.3m3。

图20  全省行政分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图

6、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全省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612。

图21  全省行政分区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图

（丽水市/青田县/千峡湖）



7、城镇有效供水率：全省公共供水企业售水量与取水总量的比值

为85.3%。

图22  全省行政分区城镇有效供水率图

8、地表水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全省地表水省控断

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为97.0%。

图23  全省行政分区地表水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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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重点河湖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达标率：全省重点河湖生态流

量（水位）控制断面达标率为100%。

10、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评估优秀率：全省县级以上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评估等级为优的比例86.9%。

图24  全省行政分区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评估优秀率图

（衢州市/开化县/莲花湖/余问清 摄）



3月，丽水市创新推出取水权质押贷款“取水贷”，采用“取水权

质押+双边登记”的融资模式，实现水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探索。截至12

月，贷款授信额已达307亿元，实际融资101.8亿元。

3月22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水利厅联合主办2023年

“3·22”世界水日主题宣传暨首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水利人”发布

活动。

3月24日，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2022年度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评估结果。开展评估的82个县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地中67个等级为优，15个等级为良。

4月8日，省政府办公厅批复《浙江省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利用总体规

划》，立足浙江水网建设，推动全省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全面提升水

资源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

5 月 1 0 日 ， 省 政 府 印 发 《 浙 江 水 网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 2 0 2 3 - 2 0 2 7

年）》，对全省水网建设作出总体部署。预计到2027年，全省“三纵八

横十枢”现代化水网框架基本形成。

5月23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水利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印

发2022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其中金华、嘉兴、杭

州、台州、绍兴、衢州、湖州等7市考核成绩等次为优秀。

7月25日，省委书记、省级总河长易炼红，省长、省级总河长王浩

共同签发2023年第1号总河长令，在全国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8月22日，省水利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联合推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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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费在线征缴改革，破解“缴费体验差”“管理负担重”难题。

9月4日，水利部印发2022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

果，我省考核结果为优秀。

9月10日-25日，杭州亚运会期间，浙江水利组织做好防洪、供水和

水生态安全工作，精准调度新安江水库、富春江水库水位，高质量保障

亚运水上赛事，获得水利部表扬。

9月12日，我省举办第十八届世界水资源大会浙江专场会议，主题

为“水资源的价值转化与共同富裕——浙江湖州安吉的实践”，安吉水

资源价值转化改革成果备受关注。

9月16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单村水站改造提升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的实施意见》，覆盖10个设区市、63个县（市、区）的

8828座单村水站，服务保障人口242万。2023年，全省已开工6838座单

村水站改造提升，开工率达77.5%，农村供水工作成效位列全国第二。

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绍兴市浙东运河文化园考察，对水资

源配置、河湖长制、防汛防台、浙东引水、大运河文化等五方面水利工

作特别关心关切，给予了全省水利系统莫大肯定、最大鼓舞。

9月25日，省水资源管理和水土保持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省林长制

办公室、省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印发《浙江省自

然资源集约利用考核办法》，并制定2023年度自然资源集约利用考核实

施方案。

9月29日，水利部公布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市、区）名

单，我省宁波市海曙区等12个县（市、区）达到国家节水型社会评价标

准。

11月14日，省水利厅印发《浙东引水工程水资源调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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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省水利厅出台《关于开展已建大中型水库生态流量核

定与保障工作的通知》，全面推进已建大中型水库生态流量保障体系建

设，提升河湖生态流量保障能力。

12月1日，水利部办公厅公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中期评

论结果，我省宁波、义乌获得优秀，在全国参评的78个城市中分列第

5、第7。

12月13日，省水利厅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合同节水

管理工作的通知》，统筹推进合同节水管理工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

点领域节水。

12月28日，省水利厅、省经信厅、省教育厅、省建设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机关事务局、省节水办联合公布199个节水标杆单位名单，

其中酒店13个、学校47个、小区89个、企业50个。

（丽水市/缙云县/田村鱼鳞坝）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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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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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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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投资：区域内本年度水利建设完成投资总额。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区域内用水总量与本地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含跨行政区调入水量）的比值。

水库供水比例：区域内水库向公共供水企业（不含工业水厂）的供

水总量占公共供水企业（不含工业水厂）取水总量的比例。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区域用水总量（扣除非常规水等）与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区域工业用水量（扣除非常规水等）与工

业增加值的比值。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区域内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吸收利用的水

量与灌溉系统取用的灌溉总水量的比值。

城镇有效供水率：区域内公共供水企业售水量与取水量的比值。

地表水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地表水水质达到或优于

Ⅲ类的省控监测断面数占省控监测断面总数的比例，采用《浙江省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成果。

重点河湖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达标率：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水

位）控制断面保证率达到90%及以上为达标。保证率为逐日平均流量

（水位）大于核定目标的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比值。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评估优秀率：采用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评估结果。

水资源综合评价指标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