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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绿洲城市产业结构与用水结构双向调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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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选择干旱区典型绿洲城市乌鲁木齐，构建系统仿真模型对未来城市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

预警分析，并在既定经济增速与基本稳定的用水总量控制下，探讨乌鲁木齐产业结构调整与水资源调配的优化

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1) 不同供用水方案下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支撑能力有明显差异，水资源短缺将较大程

度限制城市健康发展; 2) 在供水总量基本稳定状况下，乌鲁木齐市用水结构的调整方向在于生产用水结构，工

业需水比例大幅上升，农业需水比例迅速下降; 3) 未来乌鲁木齐市应重点发展第二产业，农业生产应以满足城

市居民的蔬菜需求为主，工业上应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提高低、中耗水行业产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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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水资源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国内外学者从水资源对城市发展

的作用机制［1 － 4］、城市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管理［5 － 7］、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发展策略［8 － 10］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我国尤其西北干旱区水资源与城市发展问题相关研究居多。随着水资源与城市发展研究的不断加

强，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各种方法模拟水资源开发利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过程、不同城市发展速度对水资源

开发利用的影响，探讨未来城市发展的水资源需求和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保障程度［11，12］。
乌鲁木齐市是我国西北干旱区典型绿洲城市，其发展受到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多重胁迫，与

水资源关系尤为密切。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灌溉农业和工业产业规模的不

断扩大，乌鲁木齐市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用水结构与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错位［13，14］。由于水资源

供给总量增长和农业退水速度有限，即使采用跨流域调水和节水措施，农业用水的减少也难以满足城市发

展速度过快带来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的增长，将出现极大的供水缺口［15］，未来乌鲁木齐市将长期面临
城市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相互协调的艰巨任务［16］，必须转变供需观念，及时调整水资源供需关系，采

取"以供定需、限额用水"的协调发展型配置方式［17］。文中以乌鲁木齐市为研究区，基于 1995 － 2010 年供

用水情况和城市发展状况，构建系统仿真模型对未来城市发展与水资源需求进行多情景模拟，在水资源总

量控制下探讨用水结构优化配置及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对未来乌鲁木齐市产业结构和工农业结构进行优

化调控，以期促进乌鲁木齐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城市协调发展。

1 论文设计与研究方法

根据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理论与机制，建立系统动力仿真模型，构建了水资源与城市发展两

个系统，对城市发展进程与水资源需求进行多情景模拟与预测［15］。模型中假定区域可利用水资源确定，

可利用土地资源不变，节水技术改进速度稳定，城市水平根据设定情景发展［18］。基于不同方案，以 2010
年为现状基础年，对乌鲁木齐市 2011 － 2030 年城市发展水平与水资源需求进行情景模拟，并计算不同方

案下的水资源缺口，比较各情景下水资源对城市发展的支撑能力。分析结果显示，各城市发展方案和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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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下水资源需求量有所差异，不同的供水方案也影响区域的水资源缺口( 表 1)。
由于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可利用水资源量已完全被开发［13］，文中在进行用水结构调整时，不考虑气候

变化和水资源丰枯变化的影响，假设区域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相对保持稳定。地下水资源量的减少使乌鲁

木齐市地下水资源长期处于超采状态，地下水供给难以增加，地表水供给量则随调水能力的增强而增加，

但调水量难以大幅增长，区域内供水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用水结构调整中采用的供水方案为跨流域调

水方案，调水量以每年 0． 2 × 108m3 的速度匀速增加，到 2030 年调水量达 4 × 108m3，供( 需) 水总量达 15．
15 亿 m3，用水方案则采用节水利用方案。

表 1 不同情景下需水量与水资源缺口的仿真结果

Table 1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water demand and supply － demand balan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用水

方案
年份

城市发

展方案

需水量( 亿 m3 ) 水资源缺口( 亿 m3 )

农业 工业 生活 生态 总量 现状供水方案 跨流域调水方案

现状 2020 高 5． 33 9． 25 1． 97 0． 81 17． 37 6． 87 4． 87
用水 中 5． 33 5． 37 1． 72 0． 81 13． 24 2． 73 0． 73
方案 低 5． 33 3． 67 1． 61 0． 81 11． 42 0． 92 － 1． 08

2030 高 5． 06 44． 75 2． 36 1． 63 53． 80 42． 65 38． 65
中 5． 06 15． 09 1． 79 1． 63 23． 58 12． 43 8． 43
低 5． 06 7． 05 1． 56 1． 63 15． 31 4． 16 0． 16

节水 2020 高 5． 03 8． 36 1． 97 0． 81 16． 17 5． 67 3． 67
利用 中 5． 03 4． 85 1． 72 0． 81 12． 42 1． 92 － 0． 09
方案 低 5． 03 3． 32 1． 61 0． 81 10． 77 0． 26 － 1． 74

2030 高 4． 46 36． 85 2． 36 1． 63 45． 30 34． 15 30． 15
中 4． 46 12． 43 1． 79 1． 63 20． 32 9． 17 5． 17
低 4． 46 5． 81 1． 56 1． 63 13． 46 2． 31 － 1． 69

2 结果与分析

2． 1 用水结构优化调控
立足于节水、产业结构调整和当地水资源的深度开发及优化配置，在确保区域水资源基本能够达到动

态供需平衡的基础上，建立较为合理的用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乌鲁木齐市水资源短缺的矛

盾，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为保障区域生态环境，生态用水比例逐渐提高，2030 年增至 1． 63 ×
108m3 ; 生活用水量由城镇( 农村) 人口和城镇( 农村) 居民用水定额确定，2030 年在城市中速、高速发展情

景下分别为 1． 79 × 108m3、2． 36 × 108m3。这里主要对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的合理配置进行重点

探讨。
2． 1． 1 用水总量的优化调控

1995 － 2010 年用水结构显示，乌鲁木齐市的工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 20% 左右，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

的 60%左右，即生产用水是乌鲁木齐市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供水总量、生态用水、生活用水确定的情

况下，调整工业和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挖掘节水潜力，有助于促进乌鲁木齐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分析

结果表明，在中、高速城市发展情景下，到 2030 年生产用水总量应分别控制在 11． 726 × 108m3 和 11． 160 ×
108m3 ( 表 2)。

按照现有供水条件进行水资源调控，乌鲁木齐市的用水结构将发展显著变化。2010 年用水总量为 9．
855 × 108m3，其中生态用水占 4． 30%，生活用水占 15． 19%，生产用水占 80． 51%。到 2030 年用水总量为
15． 15 × 108m3，在城市中速发展情景下，生态用水、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比例分别为 10． 76%、11． 84% 和
77． 40%，高速发展情景下则分别为 10． 76%、15． 58% 和 73． 66%。两种城市发展情景下的生态用水比例

均最小，但上升明显; 由于节水措施的实施，生活用水比例在中速发展情景下有所下降，在高速发展情景略

有上升; 受水资源总量的约束，生产用水比例均呈下降趋势。
2． 1． 2 生产用水的优化调控

生产用水的优化调控是在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有选择发展甚至限制发展高耗水低效工业基础上，

根据工农业内部各行业用水量进行优化。未来 20 年农业用水总量将大幅减少，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工业

用水比例则将大幅上升。2010 年生产用水量为 7． 934 × 108m3，其中工业用水 1． 9612 × 108m3，农业用水
7． 0111 × 108m3，分别占用水总量的 19． 90% 和 60． 61%。城市中速发展要求下，到 2030 年乌鲁木齐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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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需水调整为 11． 726 × 108m3，其中工业需水 8． 477 × 108m3，年均增长 0． 3259 × 108m3，农业需水为 3． 249
×108m3，年均减少 0． 1362 × 108m3，工、农业需水占需水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55． 95 和 21． 45%，占生产需水

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72． 29%、27． 71%。城市高速发展要求下，2030 年生产需水调整为 11． 160 × 108m3，其
中工业需水 9． 0456 × 108m3，年均增长 0． 3542 × 108m3，农业需水 2． 1144 × 108m3，年均减少 0． 1929 ×
108m3，工、农业需水占需水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59． 71% 和 13． 96%，占生产需水总量比例分别为 81． 05%、
18． 95% ( 表 3)。

表 2 不同情景下的乌鲁木齐市需水量调整

Table 2 Structure of water resources deman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城市发

展情景
年份

供水总量

( 108m3 )

需水总量( 108m3 ) 需水结构( % )

生态用水 生活用水 生产用水 生态用水 生活用水 生产用水

现状 2010 9． 855 0． 424 1． 497 7． 934 4． 30 15． 19 80． 51
中速 2015 11． 180 0． 572 1． 683 8． 925 5． 12 15． 05 79． 83

2020 12． 500 0． 811 1． 720 9． 969 6． 49 13． 76 79． 75
2025 13． 830 1． 150 1． 757 10． 923 8． 32 12． 70 78． 98
2030 15． 150 1． 630 1． 794 11． 726 10． 76 11． 84 77． 40

高速 2015 11． 180 0． 572 1． 803 8． 805 5． 12 16． 13 78． 76
2020 12． 500 0． 811 1． 973 9． 716 6． 49 15． 78 77． 73
2025 13． 830 1． 150 2． 158 10． 522 8． 32 15． 60 76． 08
2030 15． 150 1． 630 2． 360 11． 160 10． 76 15． 58 73． 66

表 3 乌鲁木齐市生产用水总量与用水结构调整

Table 3 Adjustment of production water resources demand and structure in Urumqi
城市

发展

用水

行业

用水量( 108m3 ) 占用水总量比例( % )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中速 工业 1． 9612 2． 8995 4． 0806 5． 8592 8． 4770 19． 90 25． 93 32． 65 42． 37 55． 95

农业 7． 0111 6． 0255 5． 8885 5． 0638 3． 2490 60． 61 53． 90 47． 11 36． 61 21． 45
高速 工业 1． 9612 3． 3620 5． 2387 7． 6509 9． 3413 19． 90 30． 00 41． 64 54． 56 59． 71

农业 7． 0111 5． 4430 4． 4774 2． 8711 1． 8187 60． 61 48． 76 36． 09 21． 52 13． 96

林地、草地和牲畜用水量在用水总量中所占比例较小，为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和畜牧业、林业发展，农业

内部的林地、草地用水保持不变，牲畜用水随牲畜数量而稳定变化，用水调控主要是灌溉用水的控制。
2010 年乌鲁木齐市灌溉用水量为 6． 6502 × 108m3，在城市中、高速发展情景下，到 2030 年灌溉需水应分别
调整为 2． 8812 × 108m3 和 1． 7466 × 108m3，占农业用水的比例由 2010 年的 94． 85% 分别降至 2030 年的
88． 68%和 82． 60%。由于灌溉用水量的减少，林地、草地和牲畜用水虽然变化不大，但所占比例均呈上升

趋势。
2． 2 产业结构优化调控

水资源总量控制下，基于用水结构优化配置方案，探讨与其对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对乌鲁木齐市

的三次产业结构、农业结构、工业结构等进行优化调控，以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和经济增速满足城市发展

需求的双重目标，促进乌鲁木齐市向节水高效型产业结构演进。
2． 2． 1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2010 年乌鲁木齐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303． 83 亿元( 1978 年可比价) ，其中一、二、三产分别占 1． 49%、
44． 86%、53． 65%，表现为" 三、二、一" 的产业结构，一产比重极低。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的社会经济中

心，是新兴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正处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阶段［20］，未来发展中第一产业结构将继续

下降，二、三产业产值持续快速增长。中速发展情景下，2030 年乌鲁木齐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605． 62 亿

元，较 2010 年年均增长 11． 34%，一、二、三产产值比重调整为 0． 37: 54． 04: 45． 59，工业为乌鲁木齐市未来

主要发展方向。高速发展情景下，到 2030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8895． 62 亿元，年均增长 18． 39%，一、二、三
产产值比重调整为 0． 09: 49． 68: 50． 23，依然保持"三、二、一"的产业结构( 表 4)。
2． 2． 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乌鲁木齐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较小，但农业用水比重较大且利用率极低，其中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总

量的 90%以上，而种植业产值仅占 50%左右，用水比例高且效率低。调整农业结构，适当压缩农业用水，

逐渐提高林、牧、渔业比重，降低种植业比重，是水资源总量控制下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关键。2010 年，乌

鲁木齐市农林牧渔总产值为 8． 51 亿元，种植业和畜牧业居主导地位。城市中速发展情景下，对农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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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总体优化，到 2030 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 16． 36 亿元，其中种植、牧、林、渔、副产值比例分别为 32．
28%、61． 00%、1． 38%、2． 85%和 2． 50%，种植业产值比例年均下降 1． 05%，牧、林、渔、副业产值比例略有

上升。城市高速发展情景下，2030 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 13． 78 亿元，种、牧、林、渔、副产值比例分别为 19．
64%、72． 39%、1． 63%、3． 38%和 2． 96% ( 表 5)。

表 4 不同情景下的乌鲁木齐市产业结构调整

Table 4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for Urumqi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指标 年份
城市中速发展 城市高速发展

GDP 一产 二产 三产 GDP 一产 二产 三产

产值 2010 303． 83 4． 53 136． 30 163． 00 303． 83 4． 53 136． 30 163． 00
( 亿元) 2015 517． 75 6． 16 244． 30 267． 29 703． 95 5． 92 325． 20 372． 83

2020 884． 96 7． 64 438． 00 439． 32 1636． 46 6． 83 775． 90 853． 72
2025 1516． 77 8． 92 785． 40 722． 45 3812． 77 7． 35 1852． 00 1953． 42
2030 2605． 62 9． 61 1408． 00 1188． 01 8895． 62 8． 10 4419． 00 4468． 52

比重 2010 100 1． 49 44． 86 53． 65 100 1． 49 44． 86 53． 65
( % ) 2015 100 1． 19 47． 19 51． 62 100 0． 84 46． 20 52． 96

2020 100 0． 86 49． 49 49． 64 100 0． 42 47． 41 52． 17
2025 100 0． 59 51． 78 47． 63 100 0． 19 48． 57 51． 23
2030 100 0． 37 54． 04 45． 59 100 0． 09 49． 68 50． 23

种植结构是影响灌溉用水定额的

主导因素［21］，由于灌溉用水定额的变

化已考虑节水因素［15］，因此对灌溉用

水量的控制主要通过调整种植结构与

灌溉面积。乌鲁木齐市的种植业结构

基本呈蔬菜 － 粮食型布局［22］，且蔬菜、
薯类在种植业中具有较高的综合比较

优势［23］，近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有所

下降，蔬菜面积呈增长趋势。为减少灌

溉用水、提高经济效益，实行"压粮调结

构节水" 工作，在压缩现有灌溉面积的

同时，应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扩大蔬菜、
瓜果等的生产。

表 5 不同情景下的乌鲁木齐市农业结构调整

Table 5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城市

发展
年份

农林牧渔总

产值( 亿元)

农林牧渔产值结构( % )

种植业 畜牧业 林业 渔业 副业

现状 2010 8． 51 53． 32 42． 05 0． 95 1． 96 1． 72
中速 2015 10． 49 51． 05 44． 10 0． 99 2． 06 1． 80

2020 12． 99 48． 94 45． 99 1． 04 2． 15 1． 88
2025 15． 19 43． 53 50． 87 1． 15 2． 37 2． 08
2030 16． 36 32． 28 61． 00 1． 38 2． 85 2． 50

年均变化 0． 39 － 1． 05 0． 95 0． 02 0． 04 0． 04
高速 2015 10． 07 49． 01 45． 93 1． 04 2． 14 1． 88

2020 11． 63 42． 94 51． 39 1． 16 2． 40 2． 10
2025 12． 50 31． 43 61． 77 1． 39 2． 88 2． 53
2030 13． 78 19． 64 72． 39 1． 63 3． 38 2． 96

年均变化 0． 26 － 1． 68 1． 52 0． 03 0． 07 0． 06

2． 2． 3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
工业用水的调整分为企业内部节水和外部节水两个方面。在模型假设中，乌鲁木齐市未来水资源利

用采用节水方案，水资源重复利用率提高、节水工艺等广泛采用，水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因此不考虑工

业企业内部促进循环用水以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通过改造工业设备和生产工艺［24］的节水措施，主要

从工业企业外部，考察水资源供给条件一定时，不同耗水率的产业结构调整及整体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采用全国各行业部门的平均耗水量，根据耗水状况对工业行业进行分类［25］。1995 － 2010 年，乌鲁木

齐市低度耗水行业的万元产值平均耗水量为 1． 3796m3，中、高度耗水行业分别为 6． 6616m3、65． 3726m3，

是低度耗水行业的 4． 84 倍、47． 39 倍。从不同耗水行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看，1995 － 2010 年乌鲁木

齐市低、中、高度耗水行业产值平均比重分别为 13． 07%、11． 75%、75． 18%，其中低度耗水行业产值比例

呈上升趋势，中度耗水行业产值比例有所下降，高度耗水行业的产值比例最高且较为稳定。2010 年，低、
中、高耗水工业行业的产值比重分别为 19． 54%、4． 17%、76． 29%。工业结构中高耗水行业过高与乌鲁木

齐市水资源供给短缺的状况不相适应，也与其作为首府的城市功能相违背，需进行优化调整。
2010 年乌鲁木齐市工业总产值为 1674． 76 亿元，占全疆工业总产值的 31． 35%。现在乌鲁木齐市正

处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历史阶段［22］，随着新一轮援疆行动的开展、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进一步推进和

天山北坡经济带被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重要环节，乌鲁木齐市的新兴产业尤其高新技术产业迎来了

重大发展机遇，进行工业结构优化调整，对于新疆和全国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2］。借助构建的用水结

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模型，对乌鲁木齐市未来 20 年的工业总产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进行计算。城市中速

发展情景下，乌鲁木齐市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2010 年的 136． 30 亿元增至 2030 年的 1408 亿元，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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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391． 40 亿元增至 4281 亿元，均增长了近 10 倍，二产产值比例由 44． 86% 上升到 54． 04%。在城市高速

发展情景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增加到 4419 亿元和 12691 亿元，增长近 30 倍，第二产业

产值比重上升到 49． 68%。要保障较低的工业需水增长和较高的工业产值增长，必须大力调整工业内部

结构，降低工业需水定额。工业内部行业结构的调整结果显示，未来 20 年乌鲁木齐市工业中的高度耗水

行业比例将逐渐降低，低度耗水行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工业结构向节水型转变( 表 6)。
乌鲁木齐市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带来工业用水定额的变化。若按照现在的工业结构发展，在

采用节水新技术、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的情况下，到 2030 年乌鲁木齐市工业用水定额为 29． 04m3 /万
元，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低、中耗水行业的发展，而限制高耗水行业，到 2030 年中、高速城市发展情

景下工业用水定额分别降低到 19． 80m3 /万元、7． 13m3 /万元( 表 7)。工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的提高，将减缓工业用水总量的变化趋势。
表 6 乌鲁木齐市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 单位: % )

Table 6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Urumqi

年份

城市中速发展 城市高速发展

低耗水

行业

中耗水

行业

高耗水

行业

低耗水

行业

中耗水

行业

高耗水

行业

2010 19． 54 4． 17 76． 30 19． 54 4． 17 76． 30
2015 18． 55 12． 56 68． 88 26． 05 16． 31 60． 13
2020 24． 04 13． 37 62． 59 39． 04 20． 87 45． 09
2025 29． 52 14． 19 56． 29 52． 02 25． 44 30． 04
2030 35． 00 15． 00 50． 00 60． 00 25． 00 15． 00

表 7 乌鲁木齐市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引起用水定额变化

( 单位:m3 /万元)

Table 7 Changes of water quota based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Urumqi

年份

不同行业用水定额

低耗水

行业

中耗水

行业

高耗水

行业

调整前

工业

用水定额

调整后工业用水定额

中速 高速

现状 1． 38 6． 66 65． 37 50． 11 － －
2015 1． 22 5． 88 57． 74 44． 26 40． 74 35． 91
2020 1． 03 4． 99 48． 92 37． 50 31． 54 23． 35
2025 0． 90 4． 35 42． 65 32． 69 24． 89 14． 19
2030 0． 80 3． 86 37． 89 29． 04 19． 80 7． 13

乌鲁木齐市现已形成具有多种工业门类、一定生产规模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体系，发展到工业化的

后期阶段。但目前产业结构仍以重工业为主，主要集中在粗放型的资源型工业行业，工业生产力水平不
高、发展潜力有限，低耗水、高产出的新兴产业发展相对薄弱。未来应根据区域工业结构调整的总体方向，

重点发展低、中耗水的产业，而限制高耗水产业的发展。

3 讨论

文中对不同城市发展情景与水资源供给、利用方案下的水资源供需差额进行模拟，各种情景下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缺口。选择调水 － 节水情景下的水资源利用方案，对城市中速、高速发展要求下的用水

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是探讨现有水资源条件下，满足城市发展速度需求的重要尝试。但是，农业结构的
调整与农业用水的压缩，没有充分考虑乌鲁木齐市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在工业结构调整中，因为缺少乌
鲁木齐市工业各行业的用水定额，因此仅仅简单讨论了低、中、高三种不同耗水程度行业的比例划分，无法

具体到各个行业，这可能与乌鲁木齐市未来工业发展的要求与趋势有所差异。若数据与资料支持，可更为
详细探讨水资源总量限制下乌鲁木齐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区域未来发展提供实际的指导意义。

4 结论

文中构建系统仿真模型探讨了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增长速度和用水总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用
水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选择了适合城市发展需要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城市发展模式与水资
源调配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 1) 在供水总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要保持区域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对用水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首先

满足区域的生态、生活用水，对生产用水结构进行调控，工业需水比例大幅上升，农业需水比例迅速下降，

农业用水减少主要表现为灌溉用水的减少。
( 2) 产业结构调控方面，主要是降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重点发展二产产业。其中，农业内部的产业

结构调整表现为林、牧、渔业比重逐渐提高和种植业产值比重下降，农作物种植面积以保障蔬菜供应为主，

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稳步下降; 工业用水优化调控主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提高

低、中耗水行业产值比重。
( 3) 工业结构的调整重点在于，限制食品饮料等高耗水行业发展，积极扶持电子、机械等具有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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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行业，依托高新技术园区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工业发展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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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ual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water utilization structure in
the arid oasis city

TANG Hong1，2，HUANG Feng3，ＲAN Ｒuiping1，LIU Yunqiang2
( 1． Sichuan Center for Ｒural Development Ｒesearch，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

3． College of Economics，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System simulation model was built to analyze the optimal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water u-
tilization structure based on meeting the growth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bility of total amount wa-
ter resources． Then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 were chosen for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Some suggestions were also taking for adjustment
urban develop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water utilization structure; mutual optimization; oasis city; Urum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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