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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长江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状况和流域机构进行的有关水资源利用、保护和管理工作情况．针对长 

江流域存在的有关水资源问题，提出了长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和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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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 国第一大河 ．也是亚洲 的第 一 

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 

东雪山，全长 6 300余 km，流域面积 180万 

km2，约 占全国总面积 的 l8．8％．多年平均人 

海水量约 9 600亿 m ，相当于黄、淮 、海滦河 

河川径流总量的5倍半，居世界第 3位。 

长江流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大多 

具有综合开发利用价值，水资源 、年径流量、 

水能资源、淡水面积、水运资源等均居中国 

之冠；并且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同时长江 

流域还具有多方面的综合经济优势．合作开 

发潜力较大。长江沿岸分布有中国重要的城 

镇工业带和商品粮棉油基地 ，其 GDP约 占 

全国的4O％。科技、教育事业比较发达．沿江 

高技术产业初具规模。正是由于长江流域的 

地理特点和资源、经济优势．使得长江水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和管理变得越来越重 

要 了。 

1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概况 

1．1水资源情况 

长江干 流流经中 国西 中东 部地 区的 l1 

个省市，众多支流辐射南北。长江水系发育， 

由数 以千 计 的支流 组 成 ．其 中流 域 面积 在 

l 000 km2以上的河流有 437条．1万 km2以 

上的有 49条，8万 km2以上的有 8条 ，雅砻 

江 、岷江、嘉陵江和汉江等大支流均超过了lO 

万 km 。支流流域面积 以嘉陵江为最大 ．年径 

流量 、年平均流量以岷江最大 ，长度以汉江最 

长 。长 江干流 和支流组成 了庞大 的长江水 

系 ，这个庞大水系的组成 ，与长江的气候和地 

形条件有关。由于流域大部分处于东亚副热 

带季风区，又受流域地形影响 ．雨 量丰沛 ．每 

年 5一lO月暴雨频繁 ，促 成水 系发达 ，水量丰 

富，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l 067mm。经水资源 

评价，水资源总量达 9 613亿 m ，占全国的 

34％。长江流域湖泊总面积约 15 200 km2．接 

近 全 国 湖 泊总 面积 约 1／5．湖 泊 蓄 积 量 约 

l 000亿 m ，约占全国湖泊蓄积量的一半。所 

以，长江仅从天然水资源量来看，绝对数量很 

大，同北方的黄河、海河等河流比较，水资源 

量较为富裕。 

长江干支流水能资源丰富．蕴藏量为 

2．68亿kW，可能开发量为 1．97亿 kW，年发 

电量 10 270亿 kW-h．占全国可能开发量的 

53．4％。长江水运条件优越，干支流通航里程 

5万多 km，约 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一半 。 

1．2 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 

利用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 ，突出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 

(1)防汛抗旱工作取得巨大成就。长江 

中下游防洪工程保护着中下游平原的7 500 

多万人 口，耕地约 6OO万 hm2。1998年长 江 

大洪水后 ，国家提出灾后重 建 、整治 江湖 、兴 

修水利的措施，对防洪建设进行了部署 ．加 

大了堤防建设投资力度，长江中下游重要堤 

防加固工程现 已基本完成 ．大大提高 了长江 

中下游堤防的防洪能力。近几年 ，面对经常 

性旱灾，各地奋力抗灾 ．取得了社会安定、生 

产生活秩序正常的巨大胜利。各级水利管理 

部门根据抗旱需要 ，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调 

度，充分发挥了水利工程蓄引堤的作用。 

(2)水资源工程数量可观．效益巨大。据 

2000年统计 ，长江流域 已建成大中小 型水库 

工程 4．6万余座，总库容 l 6OO多亿 m 。其 

中大于 l亿 m 的大型水库 134座 ．总库容 

l O64亿 m 。各种蓄引提工程总供水量为 

l 736．3亿 m ，总用水量 l 727．8亿 m3。农业 

灌溉仍为用水大户，用水量达 l 021．5亿 m ， 

占59．1％：城市生活及工业用水 6O6．0亿 m ． 

占 34．9％。目前长江流域水利工程 的供水能 

力 ，占长江年水资源总量的 20％，水资源开 

发利用率已达 l8％。 

(3)大型水利枢纽建设对经济发展提供 

了可靠保障。目前长江流域以防洪为主的水 

利枢纽主要有干流上的三峡、汉江丹江口、 

清江隔河岩 、赣江万安等，这些大型水利枢 

纽大多兼有发电及供水任务。其中三峡水库 

防洪效益最为显著．该工程的防洪库容为 

221．5亿 m ．水库调洪可消减洪峰流量达 

收疆日期：2003—10-20 

作者篱介：姜兆雄，男，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政水资源局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资源规划、水资源管理工作。 



2．7～3．3万 m3／秒．工程完工后，将长江中游荆 

江河段 的防洪标准提高到 l00年一遇 。 

除以上 防洪为 主的大 型水利 枢纽工 程 

外 。另外还有以农田灌溉、城镇供水为主的 

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例如嘉陵江碧口及其支 

流 升钟、鲁 班 ，岷江黑 龙滩 ，乌 江乌江渡 ，澧 

水江垭，沅水凤滩，湘江铁山及东江，资水柘 

溪，汉江黄龙滩、白莲河、徐家河以及陆水、 

富水、漳河等水库群 ，抚河洪门，长江下游陈 

村、花凉亭、董铺水库等。特大型引水工程有 

古代的都江堰引水工程及最近几年建成的 

泰州引水工程。特别值得一提是都江堰 ．该 

工程位于四川灌县。分岷江的水灌溉成都平 

原，已有2 200多年的历史，历经整修发展。 

至今已灌溉 667．7万 hmz。为“天府之国”的 

繁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4)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有较大提高。 

目前长江流域水利工程的供水能力占长江 

年水资源总量的20％。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 

达l8％。200O年长江流域综合人均用水为 

410m3。人均用水大的地区一般是工业发达、 

人口集中的地区。流域内的人均用水高的地 

区有江苏、上海 ，其人均年用水大于800m3。 

(5)水电开发取得显著成绩。长江流域 

已建 、在建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 4 730万 

kW，年发电量约 2 120亿 kW·h。约占长江 

可能开发水能资源的20％。流域内发电装机 

较大 的水 电开发工程有 ：雅 砻江的二滩 ．岷 

江的龚咀 、铜街子，乌江的洪家渡 、东风和乌 

江渡，沅江的五强溪 ，干流上的三峡 、葛洲 

坝，汉江的丹江口、安康。清江的隔河岩 、高 

坝洲等。其中又以三峡水利枢纽发电效益最 

为明显，年发电量达 846．8亿 kW·h。 

三峡工程的建设，防洪、发电效益最为 

显著。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作 

用。 

(6)航运也得到较大发展 。长 江水系拥 

有航道 55 4OO km．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 

镐％，港站 l 168个 。干流航道从宜宾至长江 

口 2 808 km．均为三级 以上河 道 ．其 中川 江 

航道平均通航能力 3 700万t．中游 47 00o 

万 It，下游 l10 000万 t。至 2000年底 。长江 

干流 内河港 口已拥 有生产性泊 位 3 193个 ． 

其中万吨级泊位 ll0个，集装箱泊位 l3个 ． 

完成货物吞吐量 2．24亿 t。葛洲坝工程蓄水 

后，最险段的三峡航道得到根本改善．运量 

增加，运价降低。三峡水库回水可改善川江 

46 科技进步与对策·2月号·2OO4 

650kin 的航 道 ，使宜 渝 船 队吨 位 由现在 的 

3 O00t级提高到万吨级，年单向通过能力由 

l 00o万 t增加到 5 00o万 t：宜 昌以下长江 

枯水航深通过水库调节也有所增加。 

2 流域机构进行的有关水资源利用、 

保护和管理工作 

长江水资源开发利用得以顺利进行 。流 

域管理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根据水法规 

定 ．国家对水 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 区域 

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长江水利委员会作 

为国务院 水行政 主管部 门一水 利部派 驻长 

江的流域机构，依据国家授权在长江流域内 

行使水行政管理职能。主要是统一管理流域 

水资源和河道，包括负责流域的综合治理。 

开发管理具有控制性的重要水工程．搞好规 

划 、管理 、协调 、监 督 、服务 ．促进 江河 治理和 

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 

(1)以流域水资源管理为核心，建立了 

权威而有效的流域水资源管理体系。l990年 

成立长江水政水资源管理机构 。依法行政。 

依法实施管理。已在全流域范围内开展了取 

水许可工作 ．流域机构直接审批的取水量已 

达4 480亿 m ，并已登记在册。发放取水许 

可证。现已组建流域水政监察队伍．认真贯 

彻落实《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根据国家 

的 现行水法 律 、法 规 、规章开展 流域 内水 资 

源管理的各项工作。 

(2)以防洪减灾为重点，通过防汛管理 

保障流域内工农业生产安全。为了做好长江 

防汛工作，减少洪灾损失，长江委与各省、市 

在流域内布设水文 、气象及雨量站6 4OO多 

个 ，汛期根据大量测站的雨情、水情、气象 、 

云图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发布干流及 

主要支流水情及气象预报，并根据水情、工 

情及时研究制定渡汛措施方案 ．以供长江防 

汛抗旱指挥部 、中央防讯 抗旱总指挥部和 国 

务院决策。 

长江中下游江岸崩塌严重 ．对 沿岸工农 

业生产威胁极大，有关省 、市做了大量防护 

工程，长江委专门设立了河流研究机构及水 

文水资源勘测机构．对长江及汉江干流2000 

余 km的河道进行了河势河床演变观测 ．开 

展科研工作并应用新技术 、新材料进行护 

岸。 

(3)开展 水土保 持工作 ，再 造流域 优 良 

生态。20世纪 50年代就已提出以灌溉、水土 

保持为主的水利化计划。但真正开展实质性 

的工作始于20世纪 8o年代。遵循“预防为 

主，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锚宜。加强管 

理，注重效益”的方针，选定了水土流失严重 

的金沙江下游及毕节地区、陇南及陕南地 

区、嘉陵江中下游地区、三峡库区等 4片为 

首批重点防治区，总面积 30．4万 km2。其中 

水土流失面积 l7万km2。全流域已初步实现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3．3万 kmz。其中中小流 

域治理面积 9．6万 kmz，在治理区基本控制 

了水 土流失 。目前正在开展 以调整土地利用 

结构，充分合理地利用水土资源 ，提高环境 

质量为目的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 

(4)通过水资源保护管理 ，维护好流域 

水环境。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工作始于 1976 

年，同时，成立了长江水源保护机构，并逐步 

开展了水源保护的监测、评价 预测、规划和 

管理工作。1985年完成了长江流域地表水质 

调查评价 ，1986年完成了 2000年长江水系 

和重要河段的污染预测 。2001年完成了水功 

能区划工作。目前 ，正在进行长江流域水资 

源保护规划工作。 

(5)以水资源综合规划为基础 ，为长江 

水资源持续利用和管理提供可靠保证。科学 

预测用水和供水，制订水的中长期供求计划 

和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等。是水资源管理中决 

策的主要方面。20世纪 50年代中期，长江委 

根据流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统筹全 

局，全面开展水资源综合利用的总体规划。 

1958年提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 

告》，指导长江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20世纪 

8o年代对“要点报告”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经 

国务院审查 ，1990年 9月 21日正式批准<长 

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 ，从而确立 

了规划指导流域综合开发、利用 、管理、保护 

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法律地位。根据长江水 

资源的实际状况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 

水要求以及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需要。当前正 

在抓紧开展长江水资源综合规划工作。 

(6)做好专业及重点工程规划．为流域 

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2o世纪50年代开 

始，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划 ．全面发展。 

适当分工，分期进行 的长江流域规划原则． 

组织进 行 了丹江 口、葛洲坝 、隔河岩 、三峡等 

枢纽设计和长江干流各河段 、主要 支流的规 

划以及南水北调、中下游防洪 、河道整治等 

水资源利用专业规划。丹江口：葛洲坝、隔河 



岩等工程 已经建成 ，三峡工程已转入 三期建 

设，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 。长江中 

下游堤 防加 固工程基本完工 。现在 ，正在组 

织全面开展金沙江干流综合规划、长江口综 

合整治规划工作 。 

3 主要水资源问题 

长江开发利用、保护和管理尽管做了很 

多工作，但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快速发 

展 ，许多问题如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 城市 

防洪及缺水等。由于长期的积累，近年来开 

始凸现出来。特别是 z0世纪90年代以来 ， 

。三湖”(即滇池 、巢湖、太湖)污染 、98’特大 

洪水、近几年来许多地区连年旱灾等灾害事 

件的发生，除部分归因于自然的因素外，在 

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对水资源的不善利用、缺 

乏有效管理措施的指导、控制和协调各部门 

的开发、建设活动有关。 ． 

目前，长江流域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 

表现在 ： 

(1)水环境恶化 ，水污染 尚未有效遏制 。 

由于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局部水污染 

有所控制，但总体仍在发展。据2000年统 

计，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达 234亿 ，占 

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的 37．7％，估计以后几 

年仍将以 2％～5％的年速度逐年递增。长江 

沿线城镇近岸水体污染已相当严重，城市居 

民饮用水源及水生生物生存环境受到严重 

威胁 。一些支流 常年污染和间歇性 污染现象 

较普遍，干流城市近岸污染带有加宽、延伸 

的趋势，湖泊富营养化现象不断加重。 

(2)水土流失及其他环境问题 日趋严重 。 

长江 干支流 中上 游的水土 流失导致 土地 贫 

瘠、生态环境退化、工程效益衰减 ，一些地方 

出现了盐碱化、无林化或石化 ，加剧了各种 

自然灾害；使水体浑浊，含沙量增加，河床或 

湖床抬升，湖面缩小乃至消失，洞庭湖湖面 

从 20世纪中期至今已减少 38％，鄱阳湖湖 

面减少 43％．加剧 了中下游河段丰水与枯水 

季节的水位差别；生物物种减少，多样化趋 

减，使森林和植被涵养水分 、保持水土的功 

能降低。其间接结果是农业生态、环境与气 

候发生变化。 

一 些地 区地下水 的超采也 已引 起环境 

问题 。由于地表水污染造成缺水而超采地下 

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较为普遍。特别是 

苏锡 常地 区 ，地下水超 采破坏 了地下水 平 

衡，致使地下水位大幅度降低，形成了较大 

范围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区。从生态与环境方 

面看 ，造成 了地下水 水质恶化 ．引起地面沉 

降。 

(3)长江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和造成的 

损失都较以往有明显增加。由于人类活动的 

影响，使河道行洪能力和湖泊分、蓄洪能力 

大大降低。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地面高程普遍 

低于洪水位 5~6m乃至 l0余m，是洪灾最严 

重的地 区。 

洪灾对生存环境以及生命财产造成的 

影响是不可逆转的。1998年长江洪水 ．宜 昌 

以上来水量与 1954年大体相当，长江中游 

来水量小于 1954年，但在监利～螺山河段、 

九江河段 ，l998年 各站最 高水 位 比 1954年 

高出 lm以上。1954年溃 121及临时分洪量达 

l 023亿 m ，而 1998年洪水溃121(或漫溢 )不 

到 100亿 m 。虽经紧急的防汛抢险．缩小了 

灾害，保住了重点堤防和城市 ，但整个国民 

经济受到显著影响。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多 

是我 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 区，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同洪涝灾 

害造成的损失将会更大。 

(4)缺水现象严重。长江水资源总量虽 

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仅2 300多 m ．约 

为世界人均 占有 量的 1／4。而且时空分布 不 

均，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部分地区和城 

市出现了严重的缺水现象。 

长江流域处于季风盛行地区，降水量的 

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相匹 

配 ，水资源供需矛盾在一些地区加剧．干旱 

灾害频频发生 。严重缺水地区如 四川盆地 、 

滇中高原区、湖南衡邵及湘南区、湖北倒举 

巴浠区和河南南阳盆地、江西赣南地区等。 

从 l949～l99O年 42年 的多 年 平均 情 况来 

看，长江上游地区的受灾率和成灾率一般高 

于中下游地区。川、滇、黔 3省多年平均受灾 

率 13．4％，多年平均成灾率 5．2％，苏、沪、皖、 

浙 、湘、鄂 、赣 7省区市多年平均受灾率 

10．4％，多年平均成灾率4．5％。但20世纪90 

年代以后，受灾率和成灾率明显提高。 

(5)水能资源开发程度低。长江流域水 

能资源丰富，在全国能源平衡中占有重要地 

位 ，目前开 发利用程 度仍很 低 ，已开发量仅 

占可开发 总量的 20％，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水能是一种廉价、清洁、可再生的能源．而长 

江流域煤炭 、石油储量相对较少，水能资源 

却十分丰富 ，应变 自然优势 为经济优势。 

4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保护和管理对 

策 

4．1 开发利 用方面 

(1)建设三峡等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为 

流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2002年三峡 

工程导流明渠截流成功 ，20o3年 6月初期蓄 

水至 135m，2003年 l1月 6x700MW 机 组发 

电入网 ，三峡工程转入三期建设 。三峡工程 

对解决长江中下游防洪、西南水能资源开发 

与中下游地区供电、发展长江干流航运等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起到一子落盘、满 

盘皆活的效果；同时，由于其规模宏伟 ，综合 

效益巨大，加快其建设进度，对长江流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在完成三峡工程的同时 ，兴建嘉陵江亭 

子口 澧水皂市等支流调蓄水库，逐渐完善 

由河道、堤防、干支流水库、分蓄洪区组成的 

长江洪水控制工程体系，在此基础上 ，加强 

洪水预报、调度、管理等非工程措施建设。 

(2)加 快南水北 调工程 的建设 ，合理 配 

置流域水资源。南水北调是从长江上、中、下 

游分西、中 、东三条线路向北方跨流域调水 

的巨大工程。目前，南水北调一期工程已于 

2002年底开工。 

由于水资源在地区分布上极不均衡，目 

前京 、津 、冀等地区的地表水已基本开发殆 

尽 ，地下水 严重超采 ，海 河流域 近年的用 水 

量已超过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水资源的过度 

开发 ，造成生态与环境的不断恶化 。针对水 

资源紧缺局面 ，这些地方采取了加强水资源 

管理 ，按用水轻重缓急调配水资源，狠抓节 

水，处理污水，限制高耗水工业发展等一系 

列管理措施 ，虽收到一些成效，但由于人均 

水资源仅 300m 左右，要维持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已难以为继。南水北调工程作为全国水 

资源空间再分配的重大举措，对解决京 、津 、 

冀等地区的缺水 、实现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 

意义重大 。 

(3)加快西南水能资源的开发，实施。西 

电东送”战略。长江上游地区水能资源极为 

丰富．可能开发水能资源占全流域的89％． 

已建 成水 电站 年发 电量仅 占该 地 区可能开 

发水能资源的4-8％．开发潜力巨大。长江流 

域将加大长江上游地区．特别是干漉金沙江 

及上游支流雅砻江、大渡河、乌江等水能开 



发力度 。实施“西电东送”，这样即可解决东 

部地区的电力供应问题，又可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 ．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是改善 

一 次能源结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现实的 

有效途径 ．也 是缩短东 西部 地区差距 的有效 

途径。加快长江流域的水能开发，对实施长 

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 

(4)进行 长江 口治理 开发 ，为长江 三角 

洲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多年来 ．长江口的综 

合治理工作得到国家高度重视 ．有关部门和 

科研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均以开发长江通海 

航道和港口为重点，结合岸线与滩涂利用、 

防洪防潮、防盐碱、工业和城镇供水等目标． 

全面、合理地开发利用河 口资源。目前，长江 

水利委员会正在组织长江 口治理开 发规 划 ， 

长江口治理开发将以保护生态为主线 、稳定 

河势为关键、整治航道为重点 其中最紧迫 

的问题是抓紧开展对徐六泾节点和白茆沙 

河段的治理，控制南北港的河势和稳定新宝 

山水道 ，以适应长江三角洲地 区社 会经济快 

速 发展 的需要。 

4．2 保 护方 面 

(1)实施“5531”工程，强化流域水资源 

保护。“553l”工程是针对治理长江流域的 5 

大城市 、5条支流、3个重点湖泊的水污染及 

白色污染而拟定的保护措施。 

保护好长江水资源．不仅长江本流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随着 

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 ，也将对华北、京津地 

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重 

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对干流、重要支流、主 

要湖泊和水库的水质监督性监测，实行水功 

能区管理；按水域功能确定纳污能力，实行 

总量控制管理。在流域内推行清洁生产工 

业，停产整顿或关闭一批不能限期达标排放 

的企业 ．加快城市污水收集及处理设施 的建 

设 ，从 源头 上控 制污染 源 ，特别是 要加强 三 

峡库区城市排污及库区水质管理。 

(2)保护长江水源地，加强水土保持工 

作 。以大流域为骨干，以小流域 为单元 ，以村 

为基础，依靠当地资源优势，综合开发治理， 

规模建设，发展小流域经济。对重大滑坡泥 

石流灾害实行监测预警。群测群防。依靠科 

技进步，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农业 ，建立 

水土保持产业。治理经费实行国家补助为 

辅，地方支持和群众 自筹为主，推行股份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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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 、承包等多层次多渠道集资机制 ，筹集 

建设资金。 

重点 是加强长 江西部 及干 支流源头 地 

区的水土保持工作．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 

置、气候条件和水土资源等因素．水旱灾害 

不断。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应 

将 生态建设 与经济效益 、社会效 益相统一 ， 

改善人们 的生产 、生活条件 ．加快退耕 还林 、 

还草步伐 ，恢复和建设 良好 的生态系统。 

(3)通过“三湖”治理．还湖泊以清澈。根 

据太湖、巢湖、滇池水环境承载能力．2010年 

以前采取综合措施．削减人湖污染物．有效 

遏制富营养化的发展。在沿湖乡镇严格控制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严格控制湖内围网水产 

养殖；要求所有工业企业达标排放，坚决关 

停并转污染严重的企业 ．对氮 、磷污染物排 

放大户进行总量削减。到20o5年．需在流域 

内县级 以上城 市兴 建污水处理 厂 ，生活污 水 

集中处理率水平达到 60％～70％．并考虑采 

取 引清水人湖 ，增强水体的 自净能力 。对水 

质严重恶化的湖区，要实施底泥疏浚工程。 

4．3 管理方面 

(1)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构建 

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系。按照水法规定，我 

国水 资源管理 实行 的是流域管 理与行 政 区 

域管理相结合的模式。 

流域 机构在水 资源管 理中 可以发挥 许 

多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就是实行整个流 

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合理配置 ，协调大宗用 

水如农业用水与其 他用水 的关系 ．在 正常情 

况下，作出水资源中长期计划 ，在旱情发生 

及其他紧急用水时．进行协调活动；第二个 

方 面是维 护生态 、环境所 必须 的水量 、水 质 

和水面：第三个方面就是可以作为国家授权 

机构、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有水权专职管理 

部门，改变政府多头干预、权责不清的情况 ： 

第四个方面可以组织水市场 、水银行，提高 

水资源利用的科学性 、公正性、公平性和效 

率性 。 

(2)统筹开展水资源综合规划，强化水 

资源统一管理。由国务院批复的水资源综合 

规划，是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重要依据。水资 

源综合规划关于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案 ． 

是水资源统一调度的前提．同时，也是建立 

水资源产权制度并进行运作的基础。长江水 

资源综合规划的总体 目标应是：通过制订水 

资源综合规划．提出长江流域水资源合理开 

发 、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 、综合治 

理和科学管理的布局和方案，保证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支撑本流域及邻近流域或地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 

在长江流域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资源 

管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依据。 

(3)建立 以市场为导向的水权管理制度。 

正确地确定水价 ，建立水市场体系，然后使 

水资源进入市场。以南水北调为契机，逐步 

建立并完善水利工程供水水价体系．抓紧制 

订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按照补偿成 

本 、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原则，核定水利工 

程供水价格。改革供水管理体制，全面实行 

按用水量计收水费的办法．使供水进一步走 

向市场化。 

建立健全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抓紧制 

定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统一水资源费的 

征收使用政策 ，合理确定水资源费率 ，全面 

征收水资源费(包括地下水取水、发电取水、 

农业取水等)，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对水资源 

合理配置的作用。 

(4)走向节水型社会。节水是世界上供 

水事业的趋势，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 

在长江流域，节水应与减污结合，水用得少， 

治理污染就容易得多。无论现在和将来从可 

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节水减污”都应成为重 

要措施。节约用水不是限制用水，而是高效 

率 、充分有效地利用水 ，发挥水的多功能和 

可重复利用的特性，同时大力保护和提高水 

质。以最少的供水量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 

的需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 

配置水资源，坚持走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 

的节水型经济发展道路。节水型社会应注重 

使有限的可利用水资源发挥更大的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 ，创造更多 的物质财 富和形成 

良好的生态环境，即以最小的人力、物力、资 

金投人 以及用最 少的水量 ．来满 足人类生 

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 

长江流域建立节水型社会。使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战略付诸实施。将配之强有力的管理手 

段和经济调节机制，把经济 、法律与行政手 

段有机地结合起来。 

(5)通过科技进步、知识创新加强水资 

源管理。科技进步 、知识创新是人类对不可 

持续发展的一种应对。重点主要是：首先突 

出水资源管理中关键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 

用。要加强信息同络技术与传统水利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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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葑言 

物流园区是对物流组织管理节点进行 

相对集中建设与发展的具有经济开发性质 

和产业发展性质的物流功能区域。物流园区 

的雏型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各个企 

业为了在生产及销售环节上降低成本，而由 

原来相互割据 、缺乏合作的仓储、运输 、批发 

等传统企业通过联合形成的专业性集约化 

货运中心。现代物流园区则依托某一经济区 

域和相关物流服务设施，把传统分散经营的 

众多物流服务企业吸引到一起，通过生产 、 

运输与消费市场的紧密连接，实现降低物流 

成本 ，提高物流运作效率，改善与企业服务 

有关 的流通加 工 、原材料采 购 、与消费地 直 

接联系等活动。 

枢纽港 口是处于水运主通道、公路主骨 

架以及与铁路和航空干线交汇处的港口．是 

多种运输方式相衔接的客货集散中心和综 

合运输组织服务中心。枢纽港口自身的区位 

优势和辐射能力，使其能够提供快速、可靠、 

灵活的综合物流经营服务．因而成为物流供 

应链的主要环节和物流系统 的重要节点。 

因此 ，依托枢纽港 口的独特优势，规划 

和建设现代物流园区，对于推动我国物流产 

业 的快速 发展 ，发挥物 流园 区的集约 、转运 

衔接和联合运输的支撑扩展作用，提高物流 

服务及管理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1 选择枢纽港口建设物流园区的独 

特优势 

从硬件条件看，枢纽港口区域内外交通 

便利，具有相当规模的内需、外销及 中转物 

流量，城市经济基础比较坚实，大部分城市 

早已进人经济开发区行列，外向型经济比较 

发达 。尤其是经过多年的发展 ，形成 了相对 

比较完善和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初步具备 

了包括运输、仓储、加工包装、配送 、商品检 

验及信息处理等在内的国际物流系统功能。 

各枢纽港 口通 过引进 EDl、V’ 和堆场智 能 

化管理技术等，使港 口业务逐步向专业化、 

结合，特别是要在节水和污水处理两大领域 

集中力量尽快实现新的突破 ．为水利现代化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二是突出传统产业 

的技术升级，注重计算技术、遥感技术 、通讯 

技术、网络技术、IrI'与水利产业的嫁接，建立 

并整合各种信息数据库，借助于先进的计算 

科学与通讯技术，对庞大复杂的水资源开发 

利用系统进行科学管理。三是突出水资源保 

护和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领域的技术创新、 

知识创新。发展水资源保护技术，加强灾害 

监测 、预报 与防治 相关 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 

用。采取的主要对策措施是：①加大科学技 

术研究的投人；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③加 

强产学研联合与合作：④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 。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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