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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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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旱涝灾害问题日趋严峻, 审视和反省人类在开发利

用水资源中的行为, 认为为保障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类必须从自身行为及

经济、社会与水的辩证关系上, 为自然立法, 走自然与人类和谐之路, 构建新的水资源开发

利用指导思想, 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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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pr oblem of w ater r esour ce shor tag e, environm et and poor w ater

situat ion, w e examined closely w hat w e had done on how to use and develop w ater r esource.

It is sure that w e must form our new guid theory about how to use and develop w ater

resource, this can keep our nat ional econom y im pr ovement healthy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ur so ciety , this need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dialect ical relat ion am ong

hum an, economy , society and water, fol low the natural law , keep the harm onious betw een

hum an and nature. T hen people can realiz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 ater resource

use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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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的现实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 是人类生活生存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物质。它支撑和保障了人类的生

息繁衍和物质、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可是, 进入80年代以后, 水日益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水多, 我国历来是个洪涝灾

害频发的国家, 洪水的威胁和洪涝灾害的发生是常年性的。二是水少, 干旱缺水, 以及由于经

济、人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水危机困扰着我们, 缺水成了制约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

目前在全国 666座城市中, 有 400多座城市饱尝缺水之苦,年缺水 6. 0×109 m3 ,造成工业产值

损失约 2. 3×1011元, 广大农村有 6. 0×107人为缺水发愁, 年均受旱面积约2×107 hm2 , 减少

粮食生产2×1010 kg 多。三是 水污染严重, 由于对水的开发利用及管理不善, 掠夺开采, 粗放

使用,随意排放, 更进一步加剧了缺水问题,破坏了水资源, 造成全国 2/ 3以上河段污染严重,

50%以上的城镇水源地不符合饮用水标准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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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水资源及其环境特性的认识

水资源具有可再生性与有限性、时空分布不均与广泛社会多功能性, 同时, 水资源与其

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 更有易破坏, 较脆弱的特性。水资源不仅与日益增长的人类需水存在

矛盾, 还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的行为的限制和影响, 没有良性循环的自然环境, 就不可能有可

供持续开发利用的水资源, 也就不会有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 所以, 水资源、自然环境、人类

社会在存在与发展关系上, 处于有机的辩证统一体。今天面临的诸多水环境问题、水社会问

题, 水成为制约人类和社会生存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在人与水的关系认识上, 经历了供大于需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到供需基本平衡时

的任意开采、盲目乐观、技术至上,再到目前供小于需时的水资源危机这一过程。但是, 人们的

注意力和着眼点仍是更多的放在开源上, 努力寻求如何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用水要求, 忽视

水资源及其相互依存的自然环境的客观容纳能力,运移变化规律, 开发利用水资源既缺乏对

资源环境成本的重视[ 2] , 也忽视环境、社会、经济效益。发生缺水时, 也多不从供、用水行为中

寻找原因,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导致破坏了资源环境系统和人类社会生活生产系统的和谐。

水资源开发利用上存在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工业时代, 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

限性, 而导致的行为盲目性, 过高地估计了技术、经济的能力所致, 没按客观事物生存发展的

规律办事, 没有认识、协调好人、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及有机性的关系。

在我们重新审视生命之源——水时, 围绕自然与水、人与水、生产与水、经济与水、社会可

持续发展与水, 由单一关系向多元化转变, 由依赖转向制约, 就必须探讨其间的辩证关系,

从思想观念到理论技术, 到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 总结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行

为间和谐地相依相伴、相生相长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开发利用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3　思辩关系的转变
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当代和后代, 穷国和富国, 穷人和富人都

需要发展, 如何发展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严峻课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那就是必须革除发展

中的“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人类高消费”的模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应纳入资源—环境—经

济—社会这个开放复合系统中, 把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利用潜力作为这个系统的约

束机制, 人的思想观念、经济技术能力是保障和促使整个系统如何协调运行, 并给人类的生

存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 提高人类的生活生产质量的动力。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要适当立法, 即人类在了解掌握自然规律之后, 为了改造自然,

使自然按照人的目的有序地进行而建立某种体系和评价原则。在立法中应遵循天道原则、人道

原则、自然与人类和谐的原则。天道原则系指人的立法活动应有利于维护自然演化的正常秩

序, 而不是导致和促使其恶性循环, 应有利于保持自然系统的稳定进化, 而不是引起和加剧

其突变和退化; 人道原则系指人为自然立法活动应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遵循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客观规律, 合乎人道主义精神; 自然与人类和谐原

则系指人在为自然立法过程中, 不仅要同时兼顾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自的发展规律, 而且要

遵循自然与人类的共同规律和相互作用机制。人的一切行为都要维护和促进自然与人类关系

的和谐
[ 5]
。

水作为人类所必需而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 从水资源与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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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既要保障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有效性、连续性和持久性, 又要使开发利用满足国民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两者必须相互协调。没有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水资源及其良性存在的自

然环境, 就无从谈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相应, 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牺牲环境, 消竭资源为代价,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不提高和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规

范人类的行为, 用先进的理论技术指导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战略和措施, 则会反作用于水资

源及其自然环境系统, 影响甚至破坏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因此, 必须十分注意水资

源环境与人、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的互馈影响和钳制作用。

4　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指导思想

以往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主要围绕寻找和开发新的水源, 扩大供水成为人们追求的目

标。侧重评价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采用技术的效益, 以及实施开发利用的各项措施和

管理办法的可能性、可靠性。

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严峻挑战, 人类应对自己的行为做出

深刻的审视和反省。在发展中, 做到人类和自然相和谐才是可取的、健康的、持续的道路。随着

全球《21世纪议程》所要求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精神的广泛接受, 尽管上述评价

管理水资源的指导思想仍然被采用, 但是, 已迫切需要发展针对水资源管理的新要求和行为

准则。国际水科学界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积极进行研讨, 在1996年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水

资源及环境研究大会: 面向 21世纪新的挑战》会议上, 提出了有共识的 4个基本准则。即: 可

持续发展;生态质量; 考虑宏观尺度系统的影响; 考虑变化了的自然和社会系统[ 1]。

按照上述思路, 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思想应是: ( 1) 水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

增长、社会发展必然协调一致; ( 2) 水资源及其依存的自然生态系统, 对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承载能力是维持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基础, 是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战略措施的出发点和

着眼点; ( 3)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措施和管理办法, 必须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 4) 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复合系统, 并用动态的、辩证的

观点研究这个开放复合巨系统的变化规律。并以此制定开发利用水资源环境的战略和措施。

5　结　语
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 却面临和经受着支撑人类演化与生息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约

束和限制, “取之不尽”的水成了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 生存的环境成了

社会进步的制约要素, 这些都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和反省人类所走过的道路。选择天人和谐, 实

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才是正确的, 才可能保障人

类社会的繁荣昌盛和生活生存质量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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