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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水域景观治理的核心问题是黑臭水域的生态恢复。
本书在实地考察上海市水域景观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水域景观治理经验，全面分析了上海市水域景
观的类型构成、空间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针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上海市水域景观的重要性空间分异及其治理的时空结构。
作者比较了现有水域景观治理技术，逐条分析了现行有关上海水域景观的条例或规定，发现政策治理
比技术治理更为重要，构建了合理区划－科学规划－适用技术组合－维护政策配套的综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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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水域景观治理理论基础　　水域景观治理涉及环境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生态伦理学、旅
游规划学、可持续发展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因此，这些学科的相关原理构成了水域景观治理的理论基础。
　　一、环境经济学　　（一）含义与研究范围　　环境经济学是研究环境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经
济学分支。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在剖析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时，意识到传统的经济理论难以解决资源
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种种经济手段和市场工具，逐步形成了环境经济学。
　　水域景观治理也、涉及治理成本的经济适用性问题。
研究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必须认清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功能。
一般认为，它们的经济功能有以下三种：　　第一，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与休闲娱乐的场所。
环境的类型、分布和质量对人类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
　　第二，环境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
　　第三，环境为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物质条件。
例如，水域环境不仅关系到人们的饮水质量，也是水生动植物生长的场所，为人类提供水产品。
　　除了上述三种经济功能之外，一定的环境还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作为生物，人类的生存同样需要特定的环境，如经过地球大气层选择和吸收的阳光、特定质量的空气
和水源等。
人类是社会的主体，人不是单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如果经济系统的运行要以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为代价，那么，对人类来说，这种经济系统就毫无意义
。
所以，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
换句话说，维持一定的生存环境，是经济系统运行的约束条件。
　　由于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上述关系，因而当环境问题影响到经济运行时，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
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概括地说，环境经济学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是否面临环境方面的约束？
　　第二，如果上述约束确实存在，如何正确地加以衡量？
　　第三，人类应该从什么样的前提出发，来解决环境问题？
　　第四，从经济的角度，可以对环境问题采取哪些对策？
这些对策有何利弊？
　　（二）研究特点　　环境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定价方法的研究较为发达。
从A.M.弗里曼l979年出版的《环境改善的效益：理论与实践》，到1989年出版的R.C.米契尔和R.T.卡森
的《运用调查方法估价公共产品：意愿调查评估法》，再到1993年出版的由R.J.考普和V.K.斯密主编的
《自然财产价值评估》以及同年出版的A.M.弗里曼的《环境和资源价值的衡量：理论和方法》，定价
方法成为环境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
　　过去，学者们认为，为了保护环境，企业和消费者应该作出牺牲；为了子孙后代，当代人应该作
出牺牲。
似乎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两个目标之间只能选择一个。
后来，国外的环境保护工作者认识到，保护环境仅仅是人类社会的目标之一。
如果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政府、企业和公众都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一部分环境保护工作者开始改变做法。
他们到企业去，给企业做咨询，帮助企业抓住保护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的赢利机会，说服企业采用既
可以赢利，又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办法。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不惜成本地使用最新技术，治理大范围的水域景观，是不现实的。
采用成本较低的适用技术组合，配以恰当的法规和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二、城市经济学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研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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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产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的学科。
城市水域景观质量与城市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一方面，当经济活动量超出水域景观存载能力时，水质就会逐步恶化，水域景观也会受到破坏。
另一方面，城市经济活动产生的收益，也可以为水域景观的治理与保护提供资金，促进水域景观的改
善。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六个主要的领域：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
环境、城市经济效益、城市经济区域、城市经济管理。
　　（二）学科发展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进行理论
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
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
因此，原本研究一国内部城市问题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其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如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研究从传统的本国空间研究，扩展到全球（特别是对跨国企业而富
）范围内的比较竞争；资源配置研究从如何发挥一国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如何利用国际资源的城市竞争
力研究；城市密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从单纯的城市圈经济协调，转向城市圈域之间的竞争、
合作和国际间的竞争与协调。
这些研究扩大了城市经济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
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
路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
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研究者探讨了城市经济运行规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城市问题及城市经济政策；探讨了城市内部
的土地利用与区位选择、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交通、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
城市化问题及日渐发展的城市圈经济给予了密切关注。
近年来，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等，也逐步进入城市经济研究者的视野。
　　（三）主要观点　　1.城市化模式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
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城市化并非是单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是要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城市之间
存在着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关系。
　　2.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是政府对城市空间内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的企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通过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盘活城市资产，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
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
　　3.城市竞争力包括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五方面，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构成了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可分解为硬分力和软分力，硬分力侧重于评价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软分力则用来衡量城
市的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等。
　　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包括水域景观质量，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三、生态伦理学　　（一）生态伦理学内涵　　“伦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是研究道德现象
、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学
科。
因此，生态伦理学就是这两门学科的边缘学科。
它是一门研究人与大自然（包括一切生物和非生物）间相互关系以及人对于大自然应具有的优良态度
和行为准则的学科。
生态伦理学的理论要求是确立自然界的价值和自然界的权利；其实践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
界；它的根本任务就是为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一个可靠的道德基础。
　　（二）生态伦理学基本观点　　1.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大系统　　自然界，包括各种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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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生物栖息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系统，是一个统一、完整的有机体，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
制约。
人与其他物种一样，都是大自然这个相互依赖系统的有机构成要素。
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生命的生存及其生存的质量，都不仅依赖于它所生存的环境的物理条件，还依
赖于它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
任何一个生命或生命共同体的重大变化或灭绝，都会通过系统结构对其他生命或生命共同体发生影响
。
如果我们打破了与地球生命网的联系，或对生命网的干涉过大，就是摧毁我们追求独特的人类价值的
机会。
因此，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生物成员，人与其他生物一样，生活、生存都离不开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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