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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资源是人类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是一种多重用途、不可替代的生产
、生活资料，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控制性因子。
水资源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无法取代的地位，使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
适应、开发、利用和管理天然水资源。
流域是以水系为脉络、由各种自然资源组成的完整地理单元，也是一个由若干密切关联的生态系统共
同构成、相对独立的景观系统。
长期以来，流域管理采用工程措施和行政手段为主、单一部门对单一要素进行管理，将水量与水质、
水环境和水生态分而治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水资源紧缺、水污染严重、森林锐减、水土流失、旱涝灾害频繁、水生态
逐步退化、水灾害频繁发生、江河水系服务功能衰减等问题，人们开始反思过去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
理模式，转变管理的理念，逐步走上流域综合管理的道路。
2002年底，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了“流域综合管理”课题组，深入研究、总结世界各
国流域管理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课题组向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中国政府提交了“推进
流域综合管理，重建中国生命之河”的咨询报告，提出了在中国开展流域综合管理的目标、原则、基
本框架和政策建议。
流域综合管理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阶段，面对鄱阳湖流域经济发
展滞后、群众生活水平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旱灾害频繁、资源利用不充分、生态环境恶化和血吸
虫病危害严重等问题，江西省政府在组织专家对鄱阳湖流域进行综合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启动了“江
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
山江湖工程坚持可持续发展，把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起来，遵循“治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
治山，治山治水必须治穷脱贫”的原则和“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按照“全面
规划、综合治理、系统开发、科学管理”的要求，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在鄱阳湖流域开展了规模宏
大、波澜壮阔的治理山水、恢复和重建受损害的生态系统、保护环境、有效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
、消除贫困和控制血吸虫病等一系列工程建设和行动计划，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整个流域的水
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
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探索出一条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及相
应理论。
　　《流域综合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山江湖工程为例》这本著作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江西山江湖工
程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基本原则、组织机构、运作机制和实施方法，总结归纳了工程实施20年来
的主要工作内容以及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影响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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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域综合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山江湖工程为例》借鉴世界各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实践成
果，紧密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水利工程学和系统科学等多学
科知识与方法，详细论述流域综合管理的内涵和管理内容、客观规律、基本原则、组织结构形式和主
要运作机制，同时以江西山江湖工程作为案例进行具体说明。
结合山江湖工程实践，从理论上阐述了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小流域综合开发治理与生态建设、发
展循环经济和大湖区控制血吸虫病等四个专题的科学理论、内在规律、基本方法和具体措施。
理论研究、数量分析和案例剖析有机结合是《流域综合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山江湖工程为例》的特色
。
　　《流域综合管理理论与实践：以山江湖工程为例》适合于从事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环境保护、
区域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科研人员、管理工作者和大学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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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 农耕时代水资源开发利用特点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农耕时代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通
过较为简单的水利工程来实现，遵循自然规律，适应自然环境，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改造不利条件，
从而缓解水土资源与人类生产、生活不配匹的矛盾。
为了满足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特定地点、局部水域，采用适当的工程措施，解决一、二
个防水害、兴水利问题。
这“水管理”初级阶段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以下3个显著特点。
　　1.工程规模不大。
技术手段简陋。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较小　　由于农耕时代生产力不发达，水利工程主要以土石和竹木作为建筑材料，
基本上依靠人力施工，规模不大，结构简单，技术手段简陋。
农田灌溉主要来自山塘堰坝引水，这些水利设施对天然径流的调蓄能力有限；水能的利用仅仅依赖木
制水冲式水车、水碓、水磨等简单水力机械；即使像黄河大堤、南北大运河这样的宏大工程，开始也
是在不同河段或地区各自修建，逐步连成一体，最终才形成完整的工程体系。
当时建造的水利工程往往是满足单一的要求，如防洪、灌溉或航运，适当地兼顾其他用途。
因此，农耕时代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虽然对天然径流的自然运动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对自然环
境的干扰也比较小。
　　2.顺应自然规律。
以调节天然径流为主来满足人类需求　　由于农耕时代物质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对天
然径流进行全面控制，受“天人合一”思想支配，从“事物整体着眼、调理功能着手”的中国哲学思
维方式出发，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往往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基础，因势利导，采用简单的工程调节天然
径流为手段，以满足防洪或兴利的需求，如都江堰渠首的“分水排沙”方法、贾让的“治河三策”、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等。
这些方法与理论都闪耀着朴素的系统论、辩证法的思想光芒。
　　3.岁修、大修制度或改建、续建。
使工程与自然和谐相处　　农耕时代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都以土、石、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容易受到
损害。
因此抢修、岁修、大修几乎成了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内容。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已建的水利工程还要进行改建、扩建或续建
。
水利工程损坏后，人们就要研究其原因，在修整或改扩建时，适当地调整工程的位置、规模或结构。
调整后的工程或措施如果能够经受自然的检验，就会得到保留、巩固或加强；如果再次遭受损坏或达
不到预期目标，将进一步改变或调整结构、规模。
因此，在与大自然长期的磨合过程中，工程和自然环境逐步实现和谐相处。
就方法论而言，这就是现代科学中的“试错法”；就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原理而言，相当于当今提倡的
“适应性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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