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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流域性的水问题特别是水污染问题正在成为制约我国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瓶颈之一。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得到逐步加强，在推进重点治污工程建设的
同时，更加注重流域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完善，注重行政、经济、法律与工程技术手段的
综合运用与协调配合。
从2007年开始，全国开始出现污染减排“双下降”的趋势，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体制机制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凸显。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
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任务更加艰巨，特别是一些长期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
机制不活的问题亟待解决，加快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
意义重大。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
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态文明的提出，使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内
涵越来越丰富。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
界负责的庄重承诺，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
　　水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和国家环境安全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
位。
我国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洪涝灾害频繁三个方面。
其中水污染造成的灾害范围影响大、历时长，但其危害往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表现出来，容
易使人对其失去警觉，而且水污染会加重水资源的短缺。
我国水污染现象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显现，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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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分析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梳理了当前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存在的
主要问题，从而提出近期推进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与建议。
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水污染防治领域的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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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真正为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1.2.2 水环境　　水环境是储存、传输和提供水资源的水体，也是水生生物生存与繁衍的空间和各
种污染物的最终归宿。
在自然地理学中，水环境指地表水体和地下含水层分布地域的自然综合体，包括地球上分布的各种水
体以及与其密切相连的诸环境要素，如河床、植被、土壤、海岸等。
　　水环境可分为地表水环境和地下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包括河流、湖泊、水库、海洋、沼泽、冰川等；地下水环境包括泉水、浅层地下水、深层
地下水等。
　　水环境是构成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受人
类干扰和破坏最严重的环境。
水环境与其他环境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构成有机的综合体。
　　对水环境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利用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水环境保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水生环境保护，即保护河流、湖泊及海洋等水体免遭污染。
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进入各种水体中后，使水和水体底泥的物理、化学性质或生物群落组成发
生变化，从而降低了水体的使用价值，特别是淡水水体水源的供水保障。
　　2.陆生环境保护。
即防治水土流失，减少河湖泥沙淤积，涵养水源，增加水体枯水期水量，保障可供水量，削减汛期洪
峰流量，增加河湖对洪水的调蓄能力，降低水旱灾害损失等。
　　水是有限的和易受损害的资源，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水环境，保护水环境的核心就是避免水污染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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