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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1世纪中国的水利建设，将在充分总结 ∞ 世纪，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水利建设经验基础 

上，根据 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对水利建设的需求，无论在指导理论 ，还是在建设技 术，以及其 内涵方 

面都会有较大的变化而更加丰富多彩．为有别于迄今为止的传统水利，将 21世纪中国现代化水利称 

之为“大水利”．本文重点论述大水利与传统水利的区别 ，以及大水利提出的背景及其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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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中国的水利建设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真正大 

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始于新中国．50年来，建坝近 9 

万座，堤防超过 25万 km，极大地支持 了我国经济的 

迅速发展，其成就举世瞩目．但 21世纪的中国水利建 

设需要更新观念，树立大水利概念．其理由有二： 

a．20世纪水利建设在观念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尽管∞ 世纪兴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但人与水的关 

系日趋紧张，表现在洪涝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逐年增 

加；IL方及沿海地区严重缺水，河道断流；水域污染严 

重，人畜 中毒事故时有发生；水生物种群灭绝速度加 

快，危及生物进化过程．随着今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增 

长，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上述问题都将进一步加 

剧，最终将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造成上述 问题是 由于对水问题 的特殊性认识不 

足．水和空气一样，是生命体不可缺少的，具有决定性 

的生态功能，同时又是地球环境的重要构成，具有不可 

替代的环境功能，当然还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可是在 

传统的水利建设中只强调了对水的资源功能的开发， 

忽视了对其环境、生态功能的开发和保护．对水资源功 

能的开发中，又忽视了我国水资源的稀缺性、因此在 

21世纪，对水利建设的观念作出重大调整势在必行、 

b．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 

对水利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传统水利以兴利和除害为主要内容，未来社会将 

会对水质、水域景观、水生态等提出更高要求．休闲、旅 

游要求水域提供安全、舒适、优美的休息、娱乐空间，以 

密切人与水关系为背景的水文化将成为人类文化的重 

要 内涵 ． 

为适应未来社会对水利建设的要求，许多国家已 

开始调整水利建设的方向．日本在 1O年前将水利建设 

的“利水·治水”(兴利·除害)调整为“利水·治水·亲水”， 

所谓“亲水”即建立亲密的人水关系．日本建设省河川 

局把21世纪水利建设方向的调整概括为：调整人与自 

然的关系；调整人与生物圈的关系；调整人与水的关 

系、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国务院提出的退耕还林，退 

湖还母，移民建镇等重要方针 ，也充分体现了人与 自然 

关系的重大调整 ． 

21世纪水利建设的观念更新，内容拓宽，为与传统 

水利相区别，我们可以称 21世纪的水利为“大水利”． 

2 大水利——新概念 

21世纪大水利可概括为：通过流域的综合整治与 

管理，使水系的资源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都得到 

完全地发挥，使全流域的安全性、舒适性(包括对生物 

而言的舒适性)都不断改善，并支持流域实现可持续发 

展、大水利与传统水利的差别，可归纳成表 1． 

a．工作范围 大水利是把流域作为天一地一生的基 

本单元，把流域内的天文、气象——地理、地貌、岩土 
— — 人类社会、生物圈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综合规划、整 

治和管理．而传统水利虽然也提出流域规划、开发和管 

理，但其基本对象还只限于河道及其水工建筑物． 

b．治水原则．大水利重视人与自然的适应及和谐 

共处，协调人与 自然、生态、水之间的关系，追求流域内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水利工程建设对环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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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水利与传统水利的差别 

态的负面影响，约束人类的不当行为．而传统水利则比 

较强调对 自然的改造．追求大工程建设． 

C．水功能开发．大水利重视对水体资源、环境、 

生态功能的综合开发，在对水体资源功能开发的同 

时，注意对其环境、生态功能的保护，并使其逐步改 

善．而传统水利比较注重对水体资源功能的开发，以 

追求经济效益，对环境与生态的长远社会效益比较忽 

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这一倾向更为加强 ． 

d．对象水体 ．水利 当然要把水体作为研究对 

象，但大水利中的对象水体是指包括污染物 、水中生 

物在内的水体，综合研究 水的物理 、化学及 生态特 

征．而传统水利 中的对象水体是纯水 ，只研究其物 

理特征，即使在研究包含泥沙在内的二相流时，也多 

单纯从其物理特征进行研究 ． 

e．支持学科．传统水利主要以力学体系为支持学 

科，目前大学水利专业学生的主要课程包括水力学、流 

体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弹性力学、土力学、水工 

建筑物、水力发电等．而未来大水利则要求有更多的学 

科支持，除上述力学体系外，还需要有关水环境、水生 

态、管理、社会、经济、法学等方面的知识． 

f．流域管理、目前我国七大流域管理机构的职 

权较小，除黄河水利委员会外，其它流域机构还很难 

对流域内的水资源开发、防洪、水资源保护进行有效 

的统一管理 ，更谈不上对流域进行管理．而大水利 

则要求实行真正的流域管理 ，即将管理范 围由目前 

的河道水系管理扩展到对水系有影响的各种流域内 

因素进行管理，对于不能直接管理的因素也应有监 

督和干预能力．如流域内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土 

地开发、污染排放、耗水企业、地下水开采等． 

2．流域观念 ．流域圈是 客观存在 ，是天一地一生 

大系统的基本单元，耶流域所特有的天 地条件 ，形 

成了流域所特有的生态特征 ．对流域生态特征影响 

最太的因素是水 土平衡条件．流域的岩土条件是 

相对稳定的，而水的循环条件是因天文气象条件而 

有一定变化．如果变化的幅度超过流域生态系统所 

能承受的范 围则将形 成洪涝旱灾 或生态灾 害．因 

此，根据天文气象的变化而调整水一土平衡条件 ．是 

流域管理的重要内容 ．大水 利尊重 流域圈的存在 ， 

注意保持流域的生态特征及其多样性．对可能造成 

水一土平衡条件大幅度变化的人类行为，如大规模跨 

流域引水工程采取谨慎态度 ，对缺水地区以形成节 

水社会，适应 自然为主 ．而传统水利，不太尊重流域 

圈的存在，以修建大规模跨流域 引水工程为 自豪． 

诸如建设“塞上江南”、“塞外水乡”之类的 I=l号都是 

不科学 的 ． 

h．防洪减灾．我国近 千年来都是采取筑堤拦 

洪，“水来土挡”的防洪方略．所谓防洪都是 以巡堤 

抢险，严防死守为主，即“两堤一河”的防洪布局．大 

水利则在防洪工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各种非 

工程措施 ，对全流域实施洪涝灾害风险管理．在广 

大洪泛区采取管理措施使其洪水灾害发生时，社会 

经济损失最大限度地减少．采取防洪、减灾相结合 

的方略，其基本出发点是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人 

类社会要学会与洪水长期共存”． 

i．河道治理 ．传统水利的河道治理理论是基于 

水力学的最佳水力半径的概念 ，用最经济断面输送 

最大流量 ．治理后的河道丧失天然河道的特征而被 

渠化．上、下游 断面趋于统一，水流多样性消失，河 

道走向裁弯取直．而大水利中河道治理的原则除满 

足宣泄洪水的要求外，从生态角度而言，还应尽量保 

持河道的自然特征及水流的多样性．因为只有水流 

的多样性才有水生物的多样性 ．如宽窄交替，深潭 

与浅滩交错 ，急流与缓流并 存，偶有弯道与回流，岸 

边水草、礁石大量存在的多 自然型河流 可能为各类 

水生物提供栖息繁衍的空间，大水利倡导河 流向 自 

然 回归 ． 

j．堤防建设 ．传统水利中堤防建设成为主要工 

作内容 ，而堤防建设的最大问题是破坏了水一陆的连 

续性，使沿河湿地大量消失 ．水一陆连续性的破坏又 

导致水一陆生态连续性的破坏 ．水生物一两栖生物 

陆地生物是连续的，生物进化过程是由丰富多样的 

水生物 ，形成沿河湿地内丰富多样的两栖生物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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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物及两栖生物为食的水鸟群，再过渡到丰富 

多样的陆地生物群 ．因此，大水利十分重视对水生 

物及沿河湿地及水 陆连续性的保 护、在堤 防建设 

的同时，尽量保持沿河湿地、沼泽地的水源补 给，以 

及有序地保留水一陆连续通道．使陆地及两栖生物 

能安全地到水边觅食和繁殖 ． 

k．大坝建设 、大坝建设成为水利建设的象征， 

高坝大库的建设又成为现代水利建设的体现 但从 

生态学角度来看 ，大坝建设破坏了水流的连续性，破 

坏了生态的连续性、再 加上库 区淹没和移 民，库内 

水深和水温及水流特征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产生 

一 系列问题．21世纪 ，反对筑坝的呼声将 目趋高涨 ， 

由于移民的费用成倍增长，筑坝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大水利建设对筑坝取慎重态度，在筑坝的同时将采 

取可行的补偿措施，如过鱼设施 ，尽可能保持生态连 

续性．同时对已建拦河工程进行保持生态连续性的 

改造也将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1．水资源利用 ．由于水资源的稀缺和它所带来 

的巨大经济效益 ，并且伴随工、农业用水及城乡生活 

用水需要的不断增加 ，以经济用水为目标的水资源 

开发强度不断增加 ，因而造成黄河及北方河流长时 

间断流，黄淮海地区及沿海城市地下水位大幅度下 

降，造成了严重的生态 和环境问题．而大水利则要 

求对经济、环境、生态用水 ，综合规划 ，统筹兼顾．生 

态用水包括流域内林、草用水 ，维持一定地下水位及 

水面用水等．环境用水包括维持河道基本流量、造 

床流量、污染水域 的稀 释和更新用水等 ．两者应捕 

足维持流域生态和环境基本要求 ． 

m．后果．传统水利与大水利其 目标不同，实施 

后的结局也不相同．传统水利不符台保障流域内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常造成流域内生态和环境的恶 

化．而大水利的着眼点就是充分发挥水的资源、环境 

和生态功能，提高流域的安全性、舒适性，实现流域内 

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 

3 21世纪大水利建设的当前课题 

进入 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水利建 

设会不断有新的要求，目前还较难作出准确的预测， 

但仅就目前已出现的问题而言 ，应将传统水利观念， 

逐步向大水利方向调整 ，应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 ： 

a．明确水行政的管理责权 ，坚持对其它行业开 

放．大水利的基本观念是对水系的资源、环境、生态 

功能进行综合管理 ．因此首要的调整是由目前的分 

割管理逐步过渡到综合管理．水利部作为水行政主 

管部门，对所辖水域的资源、环境、生态都应进行宏 
- R - 

观的综台统一规划和管理．水利部门不能熟视无睹 

地对脏水、死水进行水资源管理 ，应当把水域的环境 

和生态保护和管理作为义不容辞 的重任，管理权不 

能放弃 ．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可以坚持对外行业 

开放，欢迎环保、生态等部门参与整治．战略由水利 

部门定，战术上可由其它行业完成 、因为行业分割 

式的水域管理难以管好 ，而且再过几十年，水资源开 

发工程越来越少 ，水域管理的主要 内容将向环境 和 

生态方面转变 ．因此水利部门如果不及早转变 ，将 

来将无事可作 ，失去存在 的必要 ． 

b．创建大水利教育体制 ，抓紧新人才培养 ．目 

前各大学水利人才 的培养只能适应传统水利 的要 

求，要搞好大水利建设首先应从人才培养抓起 ，加强 

大水利的宣传教育 ，调整教学内容，增设环境、生态、 

管理、法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学科，并加强与国际 

水利建设的比较教育 ． 

c．抓紧修订各流域 的综合整治规划．由于目前 

的流域规划多是以水系开发、管理为主的规划，从大 

水利的角度来讲还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流域综合整治 

规划 ．例如海河流域规划是 1963年海河大水之后 

修订的，流域规划以防洪为主线，以根治为目标，大 

量建设水库、碱河．因此汛期洪水大量人海，枯水期 

水量多被上游水库拦蓄，河道 中下游断流．而海河 

流域是经济发达的缺水 区域 ，普遍因地下水补给不 

足及超采，造成地下水位下 降，湖泊和洼淀萎缩甚 

至消失，流域 的环境及生态严重恶化 ．按大水利的 

规划 目标，应采取措施提 高全流域对 洪、涝、旱、碱、 

渍等灾害的安全性 ，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环境，建立 

流域安全性、舒适性及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流域内山、林 、水、土、牧、农、渔、人居、生态、经济 

等进行全面综合规划 ．变以水系为主的规划为以流 

域水土平衡为主线的综台规划． 

d．调整流域机构的职能和管理模式．目前我 

国的七大流域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实施对水系的防洪 

和水资源进行管l理．除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外，其它 

流域机构还未能实施统筹全局的统一管理．缺少对 

流域内影响水域资源、环境、生态的各种不当开发行 

为的干预权力和能力 ．因此，流域管理机构采用什么 

样的管理模式可 以增加对流域开发活动的参与和干 

预能力 ，并以立法形式加以保障是谈论已久的话题 ， 

水利部应尽快研究并提 出方案 ．如 由流域 内有关 

省、市行政首脑 和水利部专员组成管理委员会，通过 

民主协商或投票表决有关流域 内的重大问题 ，交由 

流域管理机构执行等 ．流域机构的管理，也应以宏 

观调控为主 ，下放对具体建设项目的管理． 

e．对洪涝灾害实行风险管理．除抓紧现行防洪 



工程体系的建设和管理以外，加强对流域内洪涝灾 

害风险的评价 和管理 ．根据洪泛区的风险，调整经 

济布局和产业结构 ，加强安全保障建设、预警及避难 

系统建设 ，逐步开展洪水保险，分散和转移风险，并 

通过风险教育提高全 民的防洪减灾意识 ，开展 全民 

防洪减灾活动 ． 

f．对流域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 ．对流域内一切 

可利用水资源由流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兼顾包括 

环境 、生态用水在内的各方面用水需求，实行按月分 

配的取水许可制度 ，促进节水社会形成，并同样对旱 

灾实行风险管理 ，制定枯水年份的应急方案，保证重 

要地 区、重要用户的基本需水，防止重大灾害发生 ． 

2．对大江大河制定生态修复计划．目前许多 

大江大河 的生态系统遭到较严重破坏，湿地消失，生 

物多样性减少 ，导致沿岸两栖生物及鸟类种群的减 

少，进一步波及陆地生物．最终将影响到人类 自身 

的进 化 ． 

深刻反思现行水利工程 建设对生 态系统 的影 

响，制定水系生态修复计划 ，采取多种补救措施 ，回 

归 自然．对新建水利工程项 目应加强对生态影响的 

评价 ． 

h．加强对城市水系的建设和管理 ．城市河道 

受人类干扰最严重，对城市环境、生态影响最大 ，是 

反应最敏感的因素．我国大部分城市河道已变成污 

水河 ，使 日益严峻的城市环境和生态雪上加霜，城市 

逐渐成为“生态沙漠”．加强城市水 系防洪涝、水量 

调蓄、美化环境、保护生态等多方面功能，创建与现 

代城市建设相适应的城市河道整治理论．让城市河 

道及其周围空间成为最有生气 、最美、最舒适 的引人 

人胜之处 ． 

(收稿 日期：1999-~-29 编辑 ：马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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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在海牙召开 

2000年 3月 17 22日，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在荷兰海牙隆重举行，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水资源大会 ，共有来 自135个国家 4660余位代表参加，世界各国的 113位主管水资源事务的部长参 

加了部长级会议，并通过了(21世纪水安全一 海牙部长级宣言》．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率中国政府代表 

团出席部长级会议 ，中国专家代表团参加了水论坛的各项专题活动 ． 

世界水论坛是一个 由非政府组织世界水理事会举办的定期水资源政策讲坛，每 3年举办一次，第一届世 

界水论坛于 1997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办．本届论坛经过了两年的筹备，世界水理事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 

对 2025年世界水资源形势展望的基础上，向大会提交了《世界水展望——使水成为每个人关注的事情》，非 

政府网络组织全球水伙伴在世界水展望的基础上，向大会提交了达到 21世纪水展望的行动框架《实现水安 

全：行动框架》．在为期 6天的论坛上，共分为东南亚、北非、尼罗河流域等地区性论坛，青年、妇女、科技界，首 

席执行官(CEO)等主要团体论坛 ，以及水与国家主权、水与经济、水与大城市、水利用管理和水与地区冲突防 

范等专题论坛 ，共 85个专题 ．同时还有世界水展、水利电影节 、世界水 日庆祝、文艺演出等相关活动 ．闭幕式 

上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埃及公用事业和水利部长默海默德 ·阿布．丰L衣德博 士宣布第三届世界水论坛将于 

2003年在 日本举办，出席本次会议的 日本建设省次官介绍会议地点将象征性地从“易于爆发水灾和洪灾的” 

日本城镇中选出 ． 

在为期 6天的水论坛上 ，代表对未来 25年的水资源形势、水问题及政府在水管理 中的作用与水资源政 

策进行了深人研讨 ．代表们普遍认为，目前全球人类缺乏安全与充足 的饮用水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水资 

源以及提供与支撑水资源的相关的生态系统面临着来 自污染、非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气候变迁 

等方面的威胁 ．因此全球水资源工作者拥有为 21世纪提供水安全的共同 目标 ．全球水 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体 

现在 7个方面：满足水资源的基本需求 ；保证食物供应；保护生态系统 ；共享水资源；控制灾害；赋予水以经济 

价值 ；合理管理水资源．代表们希望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尽快采取行动 ，保护 21世纪全球水安全． 

地区性论坛中的中国论坛于 3月 20日举行 ．主要内容是有关 中国当前和未来 的水问题，包括洪灾 、涝 

灾、旱灾、城市化和乡镇企业造成的污染、农业需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 ．水利部专家代表团成员关于中国 

水问题现状及其展望、中国水行业战略对策和长江三峡工程的文章和录像应邀参加了论坛 ．在中国日应邀发 

言的中外其他专家的论题有：2050年中国水资源展望；水灾害的生态问题；中国农业中的灌溉问题；水环境 

问题与生态变化；中国能否养活 自己等． 

(石 玉波供 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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