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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口 吴季松

摘 要

关键词

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水利
,

要求我们转变思想
,

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

保障可持

续利 用
。

具体措施为通过一保
、

二节
、

三管
、

四调
、

五科技等主要政策手段
,

保证饮水和防洪安全
,

优化水资源

配置
,

保证环境与 生 态用 水
。

资源 水利 可持续利 用 优化配置 政策手段

江泽 民总书记指 出 始终代表中国

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
,

中 国先进文化

的前进方向
,

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
,

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

执政之基
,

力 量

之源
。

这三个代表是一个统一体
,

先进生

产力 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就是最广大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的根本利益
,

而没有 以科学技术为主导

的先进生产力发展
,

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

界
、

面向未来的
,

民族的
、

科学的
、

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就成为空 中楼阁 没有有

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化
、

有纪律的高素质

的人民
,

在世界经济信息化
、

社会化
、

高

技术化
、

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中
,

资源配置优化和高技术产业的先进生产

力也将成为无源之水
。

马克思说过
“

生产力 的这种发展之

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
,

是因 为如

果没有这种发展
,

那就只会有贫穷
。 ”

邓

小平同志说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

建设

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的根

人均水资源量少
,

开发利用程度相对较

高
,

而南方地 区人均水资源量多
,

开发

的要求和紧迫性相对较低
。

从资源的持

续保有量 出 发
,

在水资源相对稀缺的地

区
,

应将生态环境需水作为可持续发展

的优先对象
,

保持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

消 耗的 水资 源 与 水资 源总量之 间 的 动

态平衡
。

科技贡献率在水资源 可持续利 用

中不断提高

水 资 源 可 持续利 用 关键 在科技
。

科教兴水战略对水利 建设和水 资源 的

持续利用 至关重要
。

长期 以来
,

水利

基础 设施老化失 修
、

设备 陈 旧 落后
、

管理粗放
、

人员 素 质低等 问题是影响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重要 因 素
。

从农

业改善灌溉技术条件
,

工业提高 重复

利用率
,

实行多水源联合运用
、

雨水

汇集利用
、

劣质水处理再利用等多途

径 出 发提高科技条件
,

使环境风险限

制 在尽可能低 的 水平
,

而使费用一效

果得到优化
。

公众意识的唤起与利 益相关者的

参与

大量 的 水 资源在人们 不经意 间 慢

慢流失
,

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不能忽

视的一个方面
,

应在社会公众 中广泛

唤起水是稀缺资源
、

水是商 品 和节约

用 水 的 意识
。

从 点 滴做起看似简 单
,

但成效显著
。

而利益相关者
,

包括广

大用户参与到水的管理
、

利用 中来
,

将

利益相关者的用水竟争放在保证公平和

可持续利用 的技术性可行的框架之 中
,

是许多发达国家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有效经验
。

上述诸项保障条件是从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 的基本原则 出发
,

实现社会
、

经

济
、

环境可持续发展 目标所需要的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条件
。

为 了保证这些保

障条件的实现
,

应 当进一步建立定性和

定量的分析
、

评价指标
,

提供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 的可操作的监测和调控体系
。

作者为 水利部 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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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 务
,

正如 毛泽 东 同志早就指 出 的
“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实践在中国人

民 中所表现的作用 的好坏
、

大小
,

归根

到底
,

看它对中 国人民 的生产力 的发展

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
。 ”

虽然这些

教导 已经耳熟能详
,

但是我们要温故知

新
,

要努力学 习
,

深刻认识在苏联解

体
、

东欧剧变和冷 战结束 以后
,

在科

学技术 日新 日异
,

高科技产业化迅猛

发展极大地改变 了 世界面貌和人类生

活 的 世纪
,

什么 是先进生产力 的发

展要求
。

我理解
,

这就是
“ 三个代表

”

新概括
、

新发展和新要求之所在 这

就是江泽 民总书记在
“
三讲

”

学习 之后
,

立 即提 出
“

三个代表
”

的 深刻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
。

目前看来
,

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 发

展要求就是要使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
” 。

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而言
,

就是

被西方学者称之为
“

新经济
” ,

也就是
“

知识经济
”

的新现象
,

正如江总书记

所说
“
知识经济 已 见端倪

” 。

这个现象

很值得研究
。

什么是知识经济呢 目

前知识经济 以 生态与信息 为基础
,

现

代科学技术 以 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

核心
,

有资源 配置 的 优化和 高新技术

的产业化的 两个驱动轮
,

以 注人高 新

技术和改变粗放生产方式为积极的生

产方式的工业现代化形成前进动力 体

系
。

以 这个体系 为 主轴
,

把具有 中 国

特色社会 主义 经济推 向 可持续发展
。

从水利来看
,

先进社会生产 力 的 发展

要求
,

最主要 的是转变思想
,

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
。

水资源优化配置主要是

解决防洪
、

水 资源供需平衡和水生态

与环境保护三大问题
,

或者说
“
水多

、

水少 和水脏
”

问题
。

按照 汪部长提 出

的水利现代化的 五个 目标
,

其主要政

策 手段是一保
、

二节
、

三 管
、

四 调
、

五科技
。

通过上述手段
,

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

一保
,

就是保护水资源
。

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就是直接保护

最广大人 民 的根本利益
。

对于湖 泊 和

水库 等供水水源地保护必须认识到其

迫切性
,

如不采取措施
,

现在 多 污染

一天
,

本底污染就多 累积一分
,

将来

产生二次污染
,

贻害子孙
,

后患无穷
。

北京 附近 的 官厅水库 就有 这种趋势
。

欧盟国家在莱茵河的 累积污染
,

以 其

财力 和技术在今天治理都是大难题
。

我们一定要借前 车之鉴
,

未雨绸缪
。

分段保护水资源首先是水污染 治理要

达到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 发展要求
,

要

能够有效地控制 和减少污染
。

水利部

门首先要根据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 发展

要求
,

科学地制定 江河湖库水体的 纳

污总量 根据技术现状划分水功能 区

根据水量 和污染变化
,

进行应用 系统

分析
,

设置取水 口 和 排污 口 。

同 时
,

污染治理要尽量采用 高技术
,

不能把

污染治理变成污染转移
。

先进社会生

产 力 发 展对保 护 水 资 源 的 要 求
,

是
“

把污染挡在上游
” ,

以 少污染 和少耗

水 的 原则 改变经济结构 和产业经构
,

耗水少 了
,

污染 自然也少 了
。

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坚决关停并转污水排放不

达标的企业
。

通过实 际调查
,

目前不论是南方

还是北方
,

往往越是污染大户
,

就越

是利税大户 而受到地方保护
。

国 际经

验证 明
,

在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卜 刃美 元 的 水 平 时
,

正 是 高 污

染
、

高耗水产业兴起的 阶段
。

我 国 马

上就要进人这一阶段
,

这正是污染趋

势难 以 控制 的根本原 因
。

建议在 国 家

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中
,

科学地把污染

列 为 负 国 民生产总值加 以 制 约
,

规范

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在 目前 阶段
,

先进社会生产 力 对

水资源保护的 另 一个要求是加大投 资

力 度
,

把破坏水资源 的
“

五小
”

企业

劳动力转移到水生态与环境保护建设

上来
,

一增一减
,

保护水资源
。

例如
,

把乱采乱挖 的小矿业劳动力转移到 植

树种草
、

建设森林系统上来
。

二节 就是节约水资源
。

是否节约水资源不仅影响 当代最

广 大人 民 的根本利益
,

而且影响 到 下

一代
。

超采地下水就是喝
“
子孙水

” 。

目前我 国北方地下水普遍超采
,

仅河

北省在 吐 年间就累计超采地下

水 多亿耐
,

相 当于近 年的规定开采

量
,

已 经造成地面沉降
、

破坏生态等

严重影响
。

某些落后 的 传统产业
,

在工业革

命以后 以最大限度地开发 自然资源
,

最

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和获取最大经济

利润为 目的
,

这是完全不符合先进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
。

这是西方工业化

走过的弯路
,

我们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

必须节约用水
,

建立节水农业
、

节水工

业
、

节水城市
、

节水社会
。

我国有些产

业的万元产值是西方发达 国家的

倍
,

农业灌溉系统中水的有效利用系数

只有
,

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

要建立

节水的 民族文化
,

以节约水为荣
、

浪费

水为耻
,

绝不能以人均耗水量为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标准
,

要建立新的价值观
。

同时
,

我们还要大力发展高科技节

水技术
,

尽可能多投人智力资源
,

通过

智力 资源的投人尽可能以富有资源来替

代短缺的水资源
,

例如新建筑材料
,

不

论在建材制造
,

还是在土建施工中都可

以大大节约水资源
。

三管
,

就是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

理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城市水务管理体

制
。

管理的现代化是先进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要求
。

对稀缺 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同

程度地失控
,

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最大误区之一
。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经济必须加强对水资源的宏观调控
。

决策与管理的正确与否是能不能代表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键
。

决策的失

误是对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的最大违

背 管理的失误是对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的最大漠视
。

统一管理的科学基础就是以流域为

系统进行 与 生产力 发展密切 配合 的 应

用系统分析
,

变供水管理为需水管理
,

以供定需
,

要 以 保证人 民生活需求和

粮食安全 为前提
,

以 维护生态平衡 为

基础
,

以万元国 内生 产总值和污染 量

为两个最重要 的指标
,

逐步建立省 际

的
、

地区 的 和产业的分水方案
,

实现

水资源 优化配置
。

同时要辅 以 取水 口

的科学设置和取水量的科学检测 等一

系列先进技术手段
。

城市化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之一
,

城市的水资源问题 日益成为全

球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

城市人

口 众多
,

水资源 日趋短缺 城市地域狭

小
,

水生态 自然不平衡
。

如果不实行城乡

中国水利 名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庆祝中国水利杂志创刊 周年盛面向 世纪中国水利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

一体化的 水 务管理体制
,

不形成水源

地
、

供水
、

用水
、

排水
、

治 污和 污水处理

回用 的 系统管理
,

水资源供需平衡
、

污

染
、

水 生态 与 环境恶化
、

地面沉降等一

系列 问题都无法解决
,

必然成为城市先

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瓶颈
。

水资源统一管理的 手段除 了 体制

和行政 的 以 外
,

还有 经济手段
,

这就

是水价
。

必须转变水是廉价 的
、

可 以

任意挥霍 的 自然 资 源 的观念
,

建立水

资 源短缺的忧患 意识
,

认识到 目前条

件下清洁的饮用水 的供应像食品 一样
,

是需要付 出 代价 的
。

水 价提 高 以 后
,

要兼顾水 资源保护
、

供水企业
、

节 水

投人和 污 水治理等各方面 的 利 益
,

使

水价提高真正对保护水 资源起促进作

用
。

必须 以 水价为 经济杠杆
,

保证耗

水少
、

污染少
、

技术含量高
、

附加值

高 的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 水资 源可持续

供应
,

实现优化配置
。

四调
,

就是在加强保护
、

厉行节

约和统一管理的基础上
,

对人均水资

源 低于国 际公认下限和 自然水生态

不平衡的地区实行区域间调水
。

从水 资 源相对富裕 的 南方 向 水 资

源短缺的北方调水 的南水北调工程就

是代 表 了 中 国 最 广 大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

调 水必须符合先进社会生产力 和

科学技 术 发展 的 要求
,

要 充分论证
,

科学选 比
,

以 现代科学知识和 高技术

为基础全面考虑全球气候变迁
,

调 出

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
,

调人地区对水

价的 承受能力
,

调 出 调人地区水资源

的时 间 分布和调水沿途保护等一 系 列

问题
。

小范 围调水也可 以考虑虚拟调水
,

借鉴调粮等先进科学管理方法
。

五科技
,

就是以工程为依托
,

加大

科技投入
。

在 以 上 四方 面的 工作 中都要 以 工

程为依托
。

保护水资源
,

要建立水源

地如水库保护工程
,

还要建立过去 没

有 的水源净化和 污水处理工程 节约

用水要大力 开发节水技术
,

实施节水

工程 管理更需要兴建水库输水渠
、

排水道等一系列工程 以 实现管理 目标

调水本身就是个 巨 大的工程
。

说资源

优化配置绝不是说不要工程
,

而是说

兴建工程要 以 资源优化配置的思想 为

指导
。

要 自始至终加大现代知识投人
,

全面科技创新
。

尽管水利在相 当长 的

时期 内还难 以 实现全行业高技术产业

化
,

但必须高度重视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这一发展要求
。

当受控热核聚变 能

源和太阳 能廉价商用 以 后
,

以 富有水

资 源
—

海 水 大 规 模 替 代 稀 缺 水 资

源
—淡水就有 了可行的前提

。

目前
,

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中
,

在有条件

的地 区
,

如北京 和上 海 的周边地 区
,

建立实时监测
、

决策支持和反馈控制

的高技术管理 系统是完全可能 的
,

从

而使水资源的 优化配置达到先进社会

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
。

同 时
,

土壤水
、

环境用水
、

生态

用水
、

人工生态系统建设和森林系 统

对水资源涵蓄 的 影响等许多 问题还有

待深人研究
。

我们有信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

因 素
,

群策群力通过一保
、

二节
、

三

管
、

四调
,

首先保证饮水和防洪安全
,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优化水

资源的配置
,

保证粮食安全和经济发

展
,

尤其是城市用水
,

代表先进社会生

产力 的发展要求 保证环境与生态用

水
,

保护水环境与生态
,

为先进文化的

前进方向创造优美的生态条件
。

“

三个代表
”

是时代的产物
。

世纪

之交
,

我们处在一个从文艺复兴开始萌

芽的工业经济发展到顶峰
,

正向
“

新经

济
”

—
知识经济转化的 时代

。
‘

文艺

复兴倡导了三个思想转变
。

在生产力方

面
,

文艺复兴倡导从人类有限的认识能

力和有限的创造能力 向人类无限的认识

能力和无限的创造能力转变
,

反映到西

方工业经济上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 自然

资源
,

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和最大

限度地获取经济利润 而今天
“

三个代

表
” ,

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就是

知识创新
,

科学技术创新
,

经济可持续

发展
。

在文化方面
,

文艺复兴倡导从关

注来世向关注现实转变
,

反映到西方工

业经济上就是金钱至上 而今天
“
三个代

表
” ,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面 向世

界
、

面向未来
,

人
、

自然和科学技术协调

发展
,

民族的
、

科学的
、

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
。

在公众利益方面
,

文艺复兴倡导人

类生活平等
,

才能和品德是区分人类的

标准
,

反映到西方工业经济上就是社会

财富迅速增加
,

贫富悬殊和环境与生态

日趋恶化 而今天
“

三个代表
” ,

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反对贫富悬殊
,

实

现地区均衡
,

代际均衡的人
、

经济
、

社

会和 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

作者为 水利部水资源 司司长

资任编辑 曹幼蜂

旧

, , , ,

, , ,

歇

中国水利 侧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