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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资源短缺区域城市人口的快速 
增加将导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难以顺利实现 
2021 年 8 月 3 日，“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与优化体系”任

务“生态安全屏障优化体系”专题北京师范大学何春阳教授

研究团队，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自然 -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关于水资源短缺问题对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师范大学何春阳教

授为本研究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刘志锋副教授为本研究

通讯作者。 

该研究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采用的最新社

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情景框架，量化了全球不同情景下

2016-2050 年水资源短缺区域中城市人口的变化情况，并评

估了绿色发展路径、流域间调水、地下水开采、海水淡化、

水库建设、国内虚拟水贸易和国际间调水与虚拟水贸易等 7

种主要城市水资源短缺解决途径的可行性。 

研究发现，全球 2016 年有 9.3 亿城市居民生活在水资源

短缺区域中，占全球城市总人口的 32.5%。在全球人口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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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万的 526 个城市中，有 193 个城市位于水资源短缺区域，

占比达 36.7%。全球共有 9 个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分布

于水资源短缺区域，占全球超大城市总数的 30.0%（图 1）。

其中，中国居住在水资源短缺区域中的城市人口达 1.6 亿人，

占全球水资源短缺区域中城市人口总量的 17.2%。 

 
图 1 全球 2016 年城市水资源短缺状况。（a）水资源短缺区域中的

大城市；（b）水资源短缺区域中的城市人口；（c）水资源短缺区域

中城市人口最多的十个国家 

研究表明，2050 年，全球水资源短缺区域中的城市人口

将增至 16.9-23.7 亿人，将增加 0.8-1.5 倍。全球将有 292 个

大城市和 19 个超大城市至少在一种情景下处于水资源短缺

区域。城市人口和用水量增加是导致城市水资源短缺加剧的

主要因素，贡献率为 80.4%-91.4%。气候变化会通过影响水

资源总量和空间分布，导致全球水资源短缺区域变化，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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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全球城市水资源短缺。青藏高原在全球城市水资源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中将扮演日益重要角色。未来在青藏高原周边

及其中下游地区将有 23 个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大城市至少

在一种情景下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占全球缺水大城市总数

的 7.9%。未来全球最可能面临缺水危机的 16 个大城市中的

12 个都位于青藏高原周边及其中下游地区（图 2）。 

 
图 2 2050 年青藏高原周边及其中下游地区主要缺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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