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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流域管理研究》在体例设计上分为审计理论与审计实务两大部分。
审计理论部分主要介绍了审计的含义、对象、职能、种类，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注册会
计师执业准则，审计过程与审计目标，审计证据和审计工作底稿，审计重要性和审计风险，内部控制
及其评审，风险评估与应对及审计抽样；审计实务部分按照业务循环进行介绍，包括销售与收款循环
审计、购货与付款循环审计、生产与存货循环审计、投资与筹资循环审计、货币资金审计、完成审计
工作和审计报告。
全书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理论、方法、程序、实务为主线，兼顾了国家审计、内部审计的基础知识，
体现了审计学体系的完整性。

《智能流域管理研究》适合普通高等院校审计、会计、财务管理等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从事审计实
务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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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定量分析流域管理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 流域管理是涉及技术和社会经济因
素的复杂系统决策问题，而当前实施的流域管理方法一般没有建立在适当的响应模型基础上，因此难
以针对水污染防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作出高效低风险的管理决策（Baresel and Destouni，2007
）。
显然，为进一步提高流域管理的效率与可靠性，就需要一方面改进流域系统（如工业污染与产业布局
、生活污水、土地利用方式、生态资源、水资源、人口、社会经济等）的动态模拟技术，强化定量表
征系统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能力；同时研发基于不确定性与风险分析评估的适应性管理机制，使得所
确定的水环境容量和削减分配方案能够最大可能地反映水文过程、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和模型本身的
随机性以及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刘永和郭怀成，2008）。
 1.1.3 决策需求 流域管理的决策需求包含两个方面：回答公众与各利益相关者的质询；提供科学与务
实的决策方案。
以湖泊水质恢复为例，流域管理决策需要回答如下的问题：在现有及预期科技水平下，水质最大可能
恢复到何种程度？
流域的污染源空间和结构分布如何？
流域尺度上能否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水环境保护的协调？
在决策过程中应采用何种恢复方案以尽可能高效地产生水质水生态恢复效果？
 1.1.4 研究目的 应该如何回答决策需求的问题以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流域管理和决策模式，这是流域
管理决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
为此，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以我国水环境现状问题与预期发展趋势为基本出发点，系统分析我国流
域管理的决策需求和科学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有效满足我国流域管理决策需求的智能流域管理
（intelligent watershed management，IWM）概念与理论方法体系；探索智能流域管理的基本研究方法框
架及其组成，构建智能流域管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并辅以案例研究，为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决
策以及水环境改善工作提供科学和系统的支撑。
治理方案”项目。
该项目以湖库所在的流域为基本评估和治理单元，系统分析了湖库及其流域生态安全的现状、变化与
发展，提出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模型，并在此基础上逐一提出了各湖库的综合治理方案。
 3.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简称“水专项”） 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水专项”于2008年启动。
“水专项”以流域为基本的研究和示范尺度，旨在为中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以期有效提高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管理技术水平。
“水专项”分三个阶段进行组织实施：第一阶段（“十一五”期间）的目标主要突破水体“控源减排
”关键技术；第二阶段（“十二五”期间）主要突破水体“减负修复”关键技术；第三阶段（“十三
五”期间）主要突破流域水环境“综合调控”成套关键技术。
 1.1.2 科学问题 由前述分析可知，“十一五”以来我国的水环境保护和流域管理已经在保护思路和控
制策略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此前提下，我国水环境保护的科学问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全面应对流域管理所面临的三大转变 尺度转变：“十一五”期间的水污染防治与管理正从过去以行
政区划为实施单元的模式向以流域为尺度的管理和控制转变；过程转变：“十一五”期间的水污染防
治已从过去的点源集中治理向全流域“源头-途径-末端-汇”的全过程控制转变；思路转变：“十一五
”期间的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已开始从流域系统和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角度考虑水质管理（孟伟等
，2007）。
 2.持续夯实流域管理的技术与数据基础 流域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李恒鹏等
，2004）：①资源调控，包括流域尺度的资源综合优化调控技术、资源承载力与水质（水生态）恢复
关联关系分析与模拟；②水质管理，即在水质管理目标下的流域水文与水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模拟及
“污染输入-水体水质”响应模拟、模拟-优化技术、污染削减措施和时空优化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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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能流域管理研究》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智能流域管理是一个探讨性的新尝试，但在最近的研究中却日益发现了其重要的价值。
新概念的提出总会存在不足，希望《智能流域管理研究》的工作能够推动流域管理与决策领域的深入
讨论与思考，并促进更多相关问题的提出、发掘、探讨与解决，从而更好地为未来科学流域管理决策
提供坚实的支撑。
《智能流域管理研究》可供环境科学、生态学、流域科学、湖沼学等学科的科研人员、高等学校师生
及政府部门有关人员阅读和参考。
全书由刘永、邹锐、郭怀成总体设计并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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