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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农业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国
古黄河流域文明等都曾灿烂辉煌、名噪一时。
它们之所以成为古农业文明，都是仰仗于流淌不尽的江河之水的滋养和得天独厚的流域资源的孕育。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古老的农业文明或昙花一现，或日渐式微，最终陨落消亡，留给我们后
人惨痛的教训和无尽的启示。
　　经历了工业文明带给生态环境的千疮百孔后，我国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国江河众多，大小流域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涵盖了大部分国土面积。
“河水汤汤，沃土苍苍”，可以说，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决定着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成败。
　　河南省分属黄河、淮河、海河、长江四大流域，其中黄河、淮河流域占据河南境内绝大部分面积
。
中原古老的黄河文明正是依傍着黄河流域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而繁荣昌盛，但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
也正是由于对流域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违背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而陨落消亡。
党的十六大以来，河南省委、省政府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原崛起的奋斗目标。
然而，现今黄淮流域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制约河南实现中原崛起、构建和谐社会的 “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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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历了工业文明带给生态环境的千疮百孔后，我国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国江河众多，大小流域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涵盖了大部分国土面积。
“河水汤汤，沃土苍苍”，可以说，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决定着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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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我国涉及流域环境资源管理及其保护的法律法规数目很多，规定的内容也比较全面。
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当属《环境保护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和《水污染防治法》。
其他相关法律包括《防洪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管
理法》、《农业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境和资源的法律以及《刑法》、《行政复议法》等基
本法。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也颁布了一批行政法规和规章，为依法保护流域资源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但无论是哪一部法律法规，基本上都是以全国或者某一行政区域为对象加以规定的，而不是着眼于流
域。
　　流域作为一个由上、中、下游不同地理区域组成的整体，有其特殊性，进行水资源开发利用、水
土保持、水污染防治、防洪或者生态保护都必须考虑到流域整体的需要，以及上、中、下游不同省份
的具体情况。
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显然缺乏反映流域整体特性的规定，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已基本涵盖流域水资
源管理与保护的方方面面，但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协调性。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已经得到修改并重新颁布，但各法律法规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并无大的改
观。
因此，即使流域立法对流域管理机构的职权规定得再充分，各涉及流域的管理机构仍然依据各自的行
业法律法规进行管理与保护工作，流域管理机构之间仍然是各自为政、互不协调，依然无法很好地达
到流域立法及流域生态系统整体管理的目标。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部流域综合法，是以流域管理为重点，包括其他内容的综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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