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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分“东线”“中线”和“西

线”三个部分，其中，“东线”工程从长江下游江苏扬州

境内的江都泵站抽取长江水，利用京杭大运河提水北送，

工程干线全长1 467千米，年抽江水量87.7亿立方米，工程

已于2013年12月10日竣工投用。“中线”工程从汉江上游

的丹江口水库引水，自流到北京，总干渠全长1 277千米，

2014年12月27日，首波水已引至北京。

“西线”工程原计划2010年动工，因原方案争议太大

而搁浅，至今，新方案仍在研究中。“西线”工程拟引170

亿立方米长江水，从黄河支流贾曲进入黄河，长江引水点

具体是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河道上。与

此同时，国内众多专家提出了“大西线”方案，即：除了

从长江引水以外，还将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一并整

合，共同引水至黄河及西北地区，由于引水范围、引水量

比“西线”更大，故称为“大西线”。本书拟围绕“大

西线”工程，在众多专家方案之外，另提出一个新的方

案——“飞龙构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效益最高

的方案。

Preface
序



此书是本团队几年的结晶，之前，我们无论如何也

没有想到，我们居然会探索这个与我们的工作没有一点关

系的课题。几年前，笔者在网络上看见一篇关于南水北调

“西线工程”的文章，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为增加谈资，

笔者向朋友们介绍了“西线工程”情况，没想到大家兴

趣浓厚，一致认为这是事关民族复兴的一件大事。为什

么“西线工程”会有争议？有没有比现有方案更好的方

案？这激发了我们已消退多年的好奇心。我们自学了相关

知识、购买仪器、组团实地考察。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

是：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常常为此争论得面红耳

赤……。我们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终于完成了这

本薄薄的书——当然，绝对是我们最后一本书。

我们提出的构想有若干创新，而且我们坚信，这个构

想是科学可行的。

我们知道，书中阐述的每一个观点、数据，甚至遣词

造句，都将接受专业人的挑剔，所以，我们不敢有半点马

虎，每一个数据都会反复推算、查验，甚至实地考察。我

们知道，本书在格式上还不够“专业”，但我们只是希望

能清楚地表述精神“内涵”。

我们心里很清楚，在当今社会，能坚持看完这本书的

人已经太少！但我们还是决定将这本书送给您，如果你实

在太忙，你可以只阅读你感兴趣的部分。

当你阅读本书时，至少你已经是一个旁观者。我们相

信，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参与者。

笔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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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PART ONE

谁来养活中国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新思路
飞龙构想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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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新思路飞龙构想

一、谁来养活中国？

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

国》的论文，布朗博士的结论是：到2030年时，不仅中国养活不了中国，连世界也养活不了

中国。

《谁来养活中国》已经发表20多年了，那么目前中国情况如何呢？

据国家统计局公告显示，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019 35亿吨（资料来源：国

家统计局2013年11月30日统计公告），超过了2012年产量，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十连

增”。但在2013年1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表示，“粮食供求总量趋紧，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综

合自给率仅为80%左右，去年进口粮食相当于养活了1.9亿中国人”。由此可见，在

“十连增”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缺口仍然巨大。中国（大陆）用世界8.6%的耕地，

养活了世界近18.9%的人口（2013年，中国大陆人口13.3972亿人，世界人口70.57亿人），

简单计算一下，中国耕地的平均人口承载能力是世界的2.19倍，今后，中国粮食产量

能否继续创造新纪录，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对待转基因问题上，国内存在“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派”认为，基

因技术虽有风险，但中国的国情让中国人别无选择；“反对派”认为，转基因农产品

具有抗病抗虫功能，虫子吃了会死，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作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最初自称是转基因技术

的“中间派”。 2012年6月，袁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人民不是小白鼠”——

因为基因的改变是一个长期过程。但到了2014年1月10日，袁隆平在参加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后接受采访时透露，他正在研究“转基因水稻”，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

展，常规育种的浑身解数已经用完，要进一步挖掘水稻产量的潜力，必须在基因技术

上取得突破”。这标志着袁隆平从“中间派”，转变为“赞成派”。

2012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在联合发布的

《2013—2022 年农业展望》中，对中国委婉地发出了警告：“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

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谁来养活中国？”就像是一个难解的疑问，时刻困扰着中国。

二、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世界上没有比吃饭更大的事情，在吃饭面前，所谓的法律也

好、道德也好，甚至军队也好，都将显得微不足道。尽管中国面临的危机很多，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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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老百姓有饭吃、军队稳定，中国的任何危机都可以在有序的状态下解决——唯独吃

饭问题是个例外。

中国市场上的食物看起来还是很丰富，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袁隆平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目前市场上的食物很多不是自然生长的食物，

而是激素催长下的食物，是农药保障下的食物。例如喂猪，正常至少要1年时间，而

市场上的猪肉基本上是3个月大的激素猪；正常肉鸡至少要喂6个月，市场上的鸡肉大

多是28~38天长大的激素鸡；我们吃的蔬菜，也大量依靠激素、农药、化肥。毫无疑

问，这样的食品对身体是有害的。不是有很多儿童性早熟的报道吗？甚至有三岁女孩

就来例假了，乳房也丰满了，近些年来，我们身边的癌症病人也增加了，为什么？主

要原因之一是吃了激素、农药保证下的食品，同时也是激素、农药等的大量使用破坏

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据《参考消息》2014年2月8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2012年，全球约

50%的新增肝癌和食道癌病例出现在中国——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器官都属于消化系

统，这些器官的癌变，是不是与食物有一定关系呢？

中国人为了吃饭，使用农药、化肥、激素增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过去农村常

见的螺头、鳝鱼、野生的鱼虾等已经很少看到了，那些灭绝的小生命曾经和我们相濡

以沫地生活了千万年，它们已经出了问题，难道我们还会安然无恙吗？

食品安全问题能够通过市场整治解决吗？如果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整治，食品市场

立即萧条，因为不使用激素和农药，产量就会下降，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现象就会

出现，社会立马大乱。

所以，国情决定了中国人目前难以完全享受天然无公害食品——这就是中国人目

前面临的困境。

三、养活容易养“活”难

其实，养活中国的“活”字有两层含义，一是肉体上的养活，指不饿死人，二是养

出国家活力。要做到不饿死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否能养出国家“活力”，人民群众是否

“活”得“滋润”则是另外一回事。

今后，中国需要多少粮食才不挨饿呢？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主管部门、专业研究机构和经济学专家对未来我国粮

食消费需求量，进行过各种预测，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本来，主管部门和专业研

究机构的预测应当作为重要依据，但很遗憾，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的预测，往往很快

被后来的事实推翻。

例如，1996年10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2030年人口

达到16亿人峰值，人均占有粮食约400千克，总需求量达到6.4亿吨左右。原国务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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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研究员韩俊也认为，到2030年时，人均400千克左右

便可满足需要（《瞭望》周刊2005年7月，引自《农民日报》2005年7月12日）；中国农业科

学院研究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厉为民甚至不同意把人均400千克

定为“不容怀疑的底线”，他认为应降到360千克左右，理由是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

水平以后，谷物等粮食直接消费会下降；另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委员谢扬通过反复研究

后，不容辩驳地得出结论，我国人均粮食产需平衡点应该在370~385千克（见人民大学

报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导刊》2005年第10期第54、63页）。

以上几位专家的预测均发表于2005年，从当时的情况看，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

刚刚突破370千克，能够预测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400千克已经是非常大胆的了。但

仅仅五年之后的2010年，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就已经突破了400千克，达到创纪录的

407.465千克，而到了2012年时，中国粮食消费总量达到创纪录的6.670 5亿吨（其中进

口约0.8亿吨），人均消费497.90千克，很快地超出专家和主管部门的预测。

专家们的预测之所以不准确，主要是因为专家们为了追求逻辑的严密性，采用了

归纳推理研究方法，但归纳推理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各种因素的影响力是变化的并且

是难以量化的，所以预测结果往往很不准确。

还有一种推测方法就是类比法。据新华网（北京） 2008年5月5日转引美国农业部

发布的数据，美国2007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1 046千克。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人

有区别，不适合作为中国人类比的对象，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韩国和台湾尚处于发

展上升阶段，其本身的粮食需求并不稳定，不适合作为类比的对象，而经济相对发达

的日本可以作为我国一定时期内的比照目标。20世纪80年代前期，原国务院农村发展

中心主任郑重付曾计算过，假定21世纪我国膳食结构达到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人均粮食将达到525多千克（农村发展中心：《论坛》1987年11期）——尽管这是日本上

世纪80年代的标准。

未来中国究竟需要多少粮食呢？专家们的预测早已被推翻，暂时还找不到令人信

服的权威答案。

那就让我们自己来寻找答案。

2013年3月31日，国家发改委外事司副巡视员马莉在2013年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

坛“中欧城镇化合作前景”分论坛上表示：“近十年来（指2003~2012年），中国城镇

化率以年均1%以上的速度增加，每年新增城市人口超过1 000万人”。我国城市化率从

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3%，33年提高了33.38%，年均提高1.01%。

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后，他们将消费更多的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以及酒类、

饮料等粮食加工品。仅以2011年的统计情况看，城市居民对植物油的需求比农民人均

高出24%，肉类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要高出200%……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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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这些食品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也就是说，城市人粮食消费的绝对量高

于农村人，城市化也相应提高了粮食需求量。

那么，城市化进程与粮食消费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每年1.01%的城镇化，导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每年增长1.489%

年份 产量（亿吨） 人口（亿） 人均消费（千克） 人均增减量（较2001年）

2001 4．526 2 12.762 7 354.642 0

2002 4．571 1 12.845 3 355.857 +0.3.4%

2003 4．306 7 12.922 7 333.266 -6.02%

2004 4．694 7 12.998 8 361.164 +1.84%

2005 4．840 1 13.075 6 370.162 +4.38%

2006 4．974 6 13.144 8 378.446 +6.71%

2007 5．015 0 13.212 9 379.553 +7.02%

2008 5．285 0 13.280 2 397.960 +12.21%

2009 5．308 2 13.347 4 397.695 +12.14%

2010 5．464 1 13.410 0 407.465 +14.89%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1~2010年的10年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共增加14.89%，年

均增长1.489%，而在此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01%。按照演绎推理的方

法，我们就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与人均粮食消费量之间建立一个数字关系，即：

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粮食消费量将提高1.474 3%，而这个增长量，完全是

由饮食结构变化造成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数字关系来预测未来人均粮食需求趋势。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但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城镇化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一般不超过10%。如果中国非农业人口要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将37.4%的人口从农业人口转移出来，按照“城市化率每提

高1%，人均粮食消费量提高1.474 3%”的数字关系来计算，意味着，如果中国非农

业人口率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粮食需求总量将在2012年的基础上再增加55.138 8%

（37.4×1.474 3%）。

也就是说，未来非农业人口达到90%时，中国的粮食需求量还将在2012年的基础

上增加55.138 8%。

（非农业人口≠城市化率。在发达国家中，部分人口从事着高附加值的非农产业，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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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却住在农村，所以未计入城市化人口中，导致发达国家统计城市化率普遍低于非农人口率，

但他们的饮食结构却高度城市化）。

那么，届时中国具体需要多少粮食呢？

201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58 957 万吨（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

2012年，粮食累计进口量8 025万吨（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中心公报）；

2012年，累计出口粮食277万吨（资料来源：2012年海关总署发布数据）。

2012年，中国累计消费粮食6.670 5亿吨，人均消费497.90千克

如果将来再增长55.138 8%，人均需求量就将达到772.437 2千克，在人口总数不变

的条件下，总需求将达到10.348 5亿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3.397 248 52亿人）。而在人

均消费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人口高峰期达到16亿人，则共需要粮食12.358 9亿吨。

也就是说，我国非农业人口（城市化率）达到90%的水平时，共需要粮食10.3485

亿吨，人口高峰期时，共需要粮食12.358 9亿吨，人均772.437 2千克。

按照需求量10.348 5亿吨计算，尚缺口4.348 5亿吨，如果按人口高峰期来计算，缺

口达6.358 9亿吨。国际粮食贸易总量多年徘徊在2.4亿吨左右，即便买光所有粮食，也

不够中国人消费，何况还有印度、日本、埃及、欧盟、韩国、非洲各国等依赖国际粮

食市场解决吃饭问题。所以，中国依靠国际贸易解决粮食问题既不可靠，也不经济，

更不安全。

目前看来，想不饿死人是没有问题的，但仅仅“不饿死人”并不是民族复兴的目

标，我们的目标是“活”出质量，使中国充满“活”力。

从这个角度讲，布朗博士说对了，中国可能无法养“活”自己。

四、养“活”的条件是什么？

考虑到作者不是专业人士，本书采用权威专家预测的，且尚未被推翻的粮食需

求预测结果——人均粮食消费量525千克（这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来推论

未来粮食需求量。如果以这个标准来推论未来粮食需求量，当人口达到最高峰16亿人

时，粮食消费总量将达到8.4亿吨以上。

2013年粮食产量6.019 35亿吨，进口粮食7 000万吨，如果今后继续保持这个进口

量，未来缺口粮食仍然达到1.680 65亿吨。那么需要多少耕地才能弥补这个缺口呢？

按照2013年底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全国耕地面积共20.307 7亿亩（资料来

源：国土资源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2013年12月30日），共自

产粮食6.019 35亿吨，平均亩产0.296 4吨。按这个亩产量计算，需要新增耕地5.670 2

亿亩，才能解决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的粮食需求，并且每年进口粮食0.7亿吨的情况

下——仅相当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也就是说，中国人解决吃饱饭的需求，还需要5.670 2亿亩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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