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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四林编著的《水资源危机——政府治理模式研究》基于资源的视角，以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
政治学等相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分析水资源的各种特性、特别是中国水资源的现状及问题的基础
上，提出了政府主导下的准市场+协商的“三合一”管理模式。
该模式的特征表现在：总体上具有科层制的特点。
该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运行的，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科层制的特点，因而，它不可避免的具有科
层制的外在特征。
但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与协商机制的引入，使得科层制内部又存在一定的网络结构。
市场机制发挥空问有限，其功能受到制约。
水资源的社会性、生态性等特点制约了水资源经济性特征的发挥。
水资源首先要体现其社会性与生态性，这是维护社会发展、人类生存、地球环境的需要，在满足这些
基本需要之后，才可能有其经济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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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水资源具有影响的广泛性 对水资源开发的方式多种多样，从中可获得更大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同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例如，在河道上建坝，要改变地表和地下径流的天然状态（流量、流速、水位等），产生淹没和浸没
，进而影响到土地利用、生态环境和产业布局与结构；围湖造田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洪蓄洪能力
，甚至影响河流、湖泊及其湿地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
这些影响，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永久的，有的可能是不可逆转。
水利工程修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十分复杂，有些生物对某些影响可以通过自身固有的自适应机制进行
调整，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以保持种群的生存繁衍，有些影响则无法使生物种群适应。
尤其是在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不当时，产生的不利影响将是十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
 5.水资源具有社会共享性 水资源属于整个社会，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
在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把水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宗教和社会含义，因而拒绝进行商品化分配。
博尔丁指出，“水作为宗教仪式纯洁的象征所具有的神圣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市场肮脏理念的影
响”。
在许多国家的文化理念中，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选择发挥了异常大的作用
，一些宗教如伊斯兰教甚至禁止依靠市场力量调控水的分配。
 国际社会认识到，获得水的权利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国际水与环境会议宣称，“重要的是首先承认以能够付得起的价格获得清洁的水和卫生条件是每个人
的基本权利”。
在一些干旱地区，作物的灌溉是粮食生产的根本。
在我国的西部一些地区，水资源不仅决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决定经济发展水平，对水资源的占
有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水资源的社会属性表明，水资源具有公共性，人类要安全、公平、持续地开发使用水资源，建立科学
合理的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三）水资源的经济属性 水资源的经济特征是由其自然特征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水资源的稀缺性
、垄断性、商品性、外部性和功能多样性。
 1.水资源具有稀缺性 资源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基础。
在过去，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其水资源供给是充足的，不存在稀缺，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农业
的发展，人们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终于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水资源危机，水资源也渐渐地向商
品化转变。
目前世界水资源的特点是总最多，能利用的少，特别是淡水资源，具有稀缺性。
这一特征与水资源自然属性中的有限性是一致的。
 2.水资源具有垄断性 水资源评受区域自然条件的限制，在供给上呈现明显的区域性。
水资源只能在当地开发，在输水工程覆盖范围内使用和消耗。
水资源很难在市场上广泛流通，水市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受到输水工程范围的控制，流通范围相当
有限。
因此，水资源市场容易形成垄断性，区域内只有一家或几家水企业或生产者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供
水，不存在市场竞争。
 3.水资源具有商品性 水资源具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水是最重要的生活资料，
是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必需的水资源（具有竞争性），以及维持生
态系统和水环境而必需的水资源（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特征），必须由社会（或政府）提供；另
一方面，水资源又是生产资料，在利用过程中又能够创造价值，如用于工业、农业和其他行业的用水
，同时又具有竞争性、排他性、收益关联性等私有物品特征，这部分水资源可以从市场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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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资源危机:政府治理模式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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