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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11月16日，世界水坝委员会（WCD）在伦敦发表了题为：水坝与发展——决策的新框架的最终
报告。
它史无前例的诞生过程如同一个新的地标公布一样引起了全球的兴趣。
世界水坝委员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日，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了，它在各处的影响逐渐消失，它的
榜样作用将淡漠，最终报告可能被束之高阁。
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工作和成果是不朽的，甚至在4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所点燃的热
情之火依然引导着现在的讨论，这些讨论从河岸的山村到公司的会议室，在全世界的各个地点持续着
，从而使报告产生了更多的光和热。
为什么这些成果和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开花结果，看法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它所’有过去的工作只是一
个前奏。
我们的成果并不是在宽松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它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艰难求生的。
我们即不能让脆弱的火苗熄灭，也不能让它燃烧到危险的境地。
就生物、资金、生态系统而言，我认为，一个新的理论的形成，关键的因素是如何点燃最初的火花，
我们的最终报告正是由12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专家共同完成，本书的作者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公众，委员会采取少说多听，先听后说的原则；不包括他们私下面对面讨论时的情形。
没有几个委员比泰德（Ted Scudder）更遵守这个座右铭。
他专心地听取别人意见，简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在泰德清楚说明他的观点、问题和意见之前的
沉默中，我们大多数人在矛盾的情感中等待：既期待又担忧。
期待的是，他的生活经验造就了他独特的思维，他对水坝政策的研究深刻细致，以致于他的观点总会
提高争论的层次，不论我们的话题是存水的政策压力还是对“优先级，公众支持”的定义都会如此。
担忧的是由于没人知道这些理性的表述是支持还是违背我们的立场。
现在，打开这本书，你会再次感到矛盾，与他言论一样尖锐的文字被印刷出来。
在我猜测泰德在本书中会写什么时，我试图从他的出身，倾向性去推测，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失败了。
那是他的秘密，他是不可预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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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坝的未来》共九章。
书中首先从环境、社会、制度和行政方面介绍如何对大型水坝的修建做出规划；其次重点剖析了大型
水坝的修建对流域附近的环境影响，以及对近河区社区的社会影响。
此外，《大坝的未来》还通过讨论议题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大型水坝修建时产生
的移民安置问题，对今后大型水坝的修建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
《大坝的未来》可供从事水利水电研究的科技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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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关于大坝的争论和大坝的未来1.1 大坝的简介我在这本书中分析到，尽管大型水坝有缺陷，但
是仍然有必要作为开发项目；这也正是世界大坝委员会的结论，当时我是12个委员之一。
由于上述原因，这个研究是委员会最终报告的续篇。
一方面，它认可最终报告的分析和结论，使用了委员会的七项策略重点来查验决策过程，比如：水资
源和能源开发应该如何组织；大型水坝是否应该作为首选项目；关于如何计划、执行、经营和维护，
以及如何移交资产等。
另一方面，它对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作了延伸和补充。
因为委员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来探索一些细节问题，所以延伸是有必要的。
例如，与大型水坝建设相关的乘数效应的例子，对三角洲的影响、制度问题、股东之间的冲突的解决
，尤其是如何在国际层次上处理工程当局和国家政府关于违反人权和其他国际宣言，以及与大型水坝
的计划和执行相关的盟约等问题都没有在讨论之列。
更新是重要的，因为委员会最终报告出台已经5年了，5年里报告对关于大坝的争端以及具体大坝的计
划过程都产生了影响。
然而关于大坝的地位和委员会最终报告的有效性的争端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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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坝的未来》为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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