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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水北调与湖北区域可持续发展》(杨云彦等编写)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05JZD00017)”的研究成果，书中共分为能力变迁
与南水北调工程移民发展、南水北调工程移民人力资本变迁、人力资本与工程移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建
设等内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水北调与湖北区域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杨云彦，男，湖北天门人，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人口学会会长。
1986—1989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师从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获人文地理学博士学
位。
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重要研究项目10余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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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南水北调工程是国家甚至是世界重大水利工程，它将对所经过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作为南水北调工程所影响的中部重点区域——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水资源保护区、江汉平原地区、河
南省、淮河流域四个地区，如何实现这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南水北调工程与中部重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对此做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
白景锋、李启明（2002）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对南阳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新形势下南阳市应该充分考虑区域环境承载力，妥善安排移民；加强
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利用高科技，充分合理使用地区资源；提高区域制度创新能力，
加强区域管理等措施。
张中旺（2004）通过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利弊分析，提出了促进汉江中下游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以兴隆水利枢纽工程效益滚动开发其他梯级，形成梯级渠化体系，提高汉江中
下游防洪标准；以引江济汉为主，补充汉江下游水源，发展汉江航道，促进江汉平原的经济发展；狠
抓水质污染控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强水土保持力度，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态建设。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杜耘等（2001）、郭庆汉（2002）和张建全（2002）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对湖北省尤其是丹江口库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指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给湖北省
尤其是十堰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周旗（2004）分析了南水北调工程改善了河南南阳市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的物质基础和外部环境条件，同时却影响了南阳农业规模结构的调整及其进程，造成耕地面积
减少和耕地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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