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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第4卷。
　　本书是一部涵盖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 约、保护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专著。
全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社会与水资源、水生态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对中国水资源特点及其
开发利用、中国主要水问题及其治理对策、中国水资源管理与体制机制创新、中国水利科技发展与创
新、中国节水型社会建设及其发展目标、中国水资源配置总体思路与格局、新时期治水思路与水资源
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立意高远、观点鲜明、内容翔实。
　　本书可为各级决策者、规划者、管理者，以及从事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各类国际组织、
有关科研院所、企业的研究者和高等院校师生提供参考。
同时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大型文献集成之一，将成为国内外图书典藏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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