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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机制演变及其绩效分析
王 万 山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 阐述了建国后鄱阳湖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机制在计划机制、“自由配置”和政府积极介入规制 3 个

阶段的演变情况。指出计划机制的失败在于漠视科学 ;“自由配置”的失败在于“公地悲剧”;政府积极介入

有正面作用。对各机制的绩效做了实证性的调查分析 ,说明了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演变动力和第二阶段

向第三阶段演变动力的不同。前者的演变动力是在制度变革的推动下完成 ,后者则主要是由于遭到自然

惩罚的结果 ;揭示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机制演变绩效不佳甚至破坏力更大 ,原因是“公地悲剧”更大程度

地发生。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机制演变绩效应该好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演变时期 ,原因是政府加强

了对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最后得出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市场机制是鄱阳湖水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

良好机制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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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Their Effects of Boyang Lake’s

Water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WAN G Wan2sha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 Jiangxi U 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N anchang , Jiangxi 330013 , China)

Abstract : The paper first explicat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Boyang Lake’s water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in their three stages , i. e. the planning mechanism , the free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 by government interferences. It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planning mechanism is because

people look down on science , the failure of the free allocation mechanism is due to“the tragedy of public land”,

and the activ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Then , the paper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and makes

a positive analysis on effects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 explains that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change from the first

stage to the second stage is different f rom that f rom the second stage to the third stage , for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former is f rom the power of institution reformation , whereas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later is the result of the pun2
ishment f rom the nature ; discovers that effects of the mechanism change from the first stage to the second stage are

not good , or become even more worse because“the tragedy of public land”happens widely , and effects of the

mechanism change form the second stage to the third stage are becoming better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en2
hanced the administ r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water resources of the Boyang Lake. Finally , the paper makes a con2
clusion that mixed market mechanism that the government regulation combines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is the

best mechanism for the Boyang Lake’s water resources to be used and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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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 ,位于长江中下游南

岸 ,江西省北部。鄱阳湖区纳赣、抚、信、修、饶 5 大支

流 ,调蓄后经湖口注入长江 ,流域面积 1. 62 ×105

km2 ,约占长江流域面积的 9 %。鄱阳湖是吞吐型过

水性湖泊 ,“汛期茫茫一片水连天 ,枯期沉沉一线滩无

边”,形成了独特的鄱阳湖湖滩草洲生态系统和湿地

环境。因洪水位和枯水位变幅大 ,其面积、容积相差

极大。湖口站水位 21. 68 m (吴淞基面 ,下同) 时 ,湖

面积 3 210. 22 km2 ,容积 2. 52 ×1010 m3 ;最低水位5. 9

m 时 ,湖面积仅 146 km2 ,容积 4. 50 ×108 m3 。鄱阳湖

水资源十分丰足 ,根据 1950 —1984 年资料 ,鄱阳湖水

系的水汇聚于鄱阳湖后 ,经湖口注入长江的年平均径



流量为 1. 46 ×1011 m3 ,占长江大通站多年平均径流

量 9. 34 ×1011 m3 的 15. 6 % ,大于黄河、淮水和海河

这 3 河入海水量的总和。鄱阳湖水资源使用产权的

变迁与其福禄灾祸紧密联系在一起。

1 　鄱阳湖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机制演变

建国后 ,鄱阳湖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机制的演变

可分为 3 个阶段 : 1949 —1978 年的计划经济机制阶

段、1978 —1998 年的“自由配置”阶段和 1998 年后的

政府积极介入规制阶段。

1 . 1 　1949 —1978 年的计划经济机制阶段

1949 —1978 年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与此相

适应 ,鄱阳湖水资源利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机制。沿

湖各县各乡镇在中央、省、县经济计划安排下对鄱阳

湖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主要用于农田灌溉、水运、水

产资源天然捕捞和人工养殖等方面。在保护方面 ,鄱

阳湖水资源实行的也是计划机制 ,政府组织群众对鄱

阳湖周边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在相当程

度上提高了农田灌溉能力和抗洪能力。但总的来说 ,

这一阶段政府对鄱阳湖水资源保护在政策上与法律

上几乎没有机制可言 ,反而由于计划经济的“指标”驱

动 ,形成了不顾后果和漠视科学 ,粗放而不合理地使

用水资源的“负保护”机制 ,表现在对水资源可持续使

用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各个要素 ,如湖区森林资源、草

地资源、水产资源等的掠夺性开发使用上 ,典型的表

现是围垦 (围湖造田、造地) 生产。这一时期 ,湖区的

围垦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第一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湖区连续遭受了 1949 ,1954 年 2 次大

的洪水灾害 ,大小圩堤大部分溃决 ,圩区满目疮痍。

为了恢复生产 ,重建家园 ,湖区人民致力于修堤堵口 ,

加固堤防 ,联圩并垸 ,将一些分散零乱的小圩逐渐并

成大圩 ,合计建圩面积 394. 9 km2 。第二阶段 20 世

纪 60 年代。在“以粮为纲”等“极左”政策方针指导

下 ,湖区掀起了“向湖滩地要粮”、“与水争地”的热潮 ,

合计建圩面积 793. 4 km2 。第三阶段 1970 —1978

年。继 1950 ,1960 年代的大规模围垦之后 ,湖区水情

显著变化 ,洪涝灾害日益加剧 ,盲目围垦之害已逐步

被人们认识 ,因此围垦的速度明显下降 ,围垦面积和

建圩数量减少 ,合计建圩面积 211. 7 km2 。1949 —

1978 年期间鄱阳湖区共围控湖泊总面积 1 390 km2 。

1 . 2 　1978 —1998 年的“自由配置”阶段

1978 年后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

广实施 ,湖区水资源的利用进入“自由配置”时期 ,即

农民和企业对如何使用水资源有了相对较大的自由

空间 ,水资源利用机制上突破了传统的计划机制 ,代

之而来的是政府管理短缺的“自由配置”机制。“自由

配置”机制同时带来的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积极影响方面 ,水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 ,主要表

现在 3 个方面 : (1) 围垦活动大量减少。围垦减少除

了人们对围垦活动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提高外 ,生产

组织的变革也是主要原因。联产承包后 ,政府很难组

织起以往的“万人会战”的围垦活动 ,农业生产方式更

多转变为个体或小团体合作生产的方式 ,由此使围垦

活动基本不再存在。(2) 水产养殖业得到较大发展。

1978 年 ,农村生产力的释放使湖区水产开发空前高

涨 ,渔业生产由天然捕捞更多转向人工养殖 ,并从粗

放养殖向分割精养发展 ,养殖的方式多种多样 ,形成

多层次立体利用、围栏养殖等养殖模式。湖区养殖总

面积由 1978 年的不到 4. 67 ×104 hm2 提高到 1998

年的 1. 07 ×105 hm2 ,水产品总产量由 1. 00 ×104 t 多

提高到 4. 00 ×105 t 。(3) 水资源灌溉利用得到提高。

鄱阳湖区降水量在时空上分布不均匀 ,特别是在时间

上分配不均 ,每年的 7 —9 月份降水量少 ,而此时气温

高、蒸发量大 ,这给晚作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 ,湖区过境水量丰富 ,每年经湖口注入长江

的年平均径流量为 1. 46 ×1011 m3 ,水资源灌溉利用

很有潜力。1978 年后 ,种养业、林果业的迅速发展使

灌溉工程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 ,这其中既有政府投资

建设的水利工程 ,也有农民经济体投资建设的灌溉和

用水工程。据统计 ,鄱阳湖区现有蓄水工程 2 270

座 ,总库容 1. 10 ×1010 m3 ,其中大型水库 6 座 ,中型

水库 39 座 ;区内引水工程 1 259 座。区内提水灌溉

工程 4 880 座 ,总装机容量 2. 40 ×105 kW。现有的各

种灌溉工程和设施总共有效灌溉面积 7. 41 ×106

hm2 ,旱涝保收面积 3. 98 ×105 hm2 ,分别占现有耕地

面积的83. 6 %和 67. 4 %。这些灌溉工程中 ,相当部

分是 1978 年后建设的。

“自由配置”机制带来的消极方面主要是湖区自

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使水资源赖以可持续利用的生

态系统遭到较大的破坏 ,主要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

(1) 植被破坏。鄱阳湖区气候温暖、湿润 ,森林植被

类型多样。1978 年改革后 ,森林砍伐有增无减 ,导致

湖区森林资源锐减 ,加之湖滩草地的过度放牧 ,使地

带性植被大量破坏。(2) 水土流失。1978 年后 ,造成

湖区水土流失加剧的因素除乱砍滥伐、陡坡开垦种果

等因素外 ,还增加了开矿、采石、修路以及城镇建设等

经济加快建设中所带来的其它因素 ,其中弃石弃渣成

为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之一。据 7 个入湖水文站和

湖口控制站多年观测 ,1990 年后 ,每年平均入湖泥沙

2. 52 ×107 t ,其中鄱阳湖水系内有 2. 42 ×107 t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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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坡耕地及疏残幼林地的悬移质 2. 10 ×107 t ,造

成湖区淤积 ;来自开矿、修路等形成的弃土弃石和重

力侵蚀产生的推移质 3. 16 ×106 t ,造成中上游河道

及塘、库、堰、坝淤积。(3) 生物资源减少。鄱阳湖生

物资源很丰富 ,仅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有鸟类

310 种 ,兽类 47 种 ,爬形类 48 种 ,鱼类 122 种 ,贝类

40 种 ,昆虫类 227 种 ,浮游动物 47 种 ,浮游植物 50

种 ,高等植物 476 种。鸟类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11 种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44 种。区内已发现有当今

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越冬场所。1978 年后 ,农村生

产力的提高和缺乏政府有效管理使“靠湖吃湖”思想

更加严重 ,造成人湖争资源、人鸟争食等资源过度开

发现象经常发生。据调查 ,约占湖区鱼产量 1/ 2 的鲤

鱼产卵场已从 20 世纪 60 年代的 55 处减至现在的

14 处 ,繁殖保护面积由原来的 5. 20 ×104 hm2 减少到

现在的 2. 60 ×104 hm2 。名贵的银鱼比 50 年代减少

了 50 % ,其它鱼类和水产品也迅速减少。(4) 水资源

污染增加。1978 年后 ,鄱阳湖水资源污染增加主要

来自 3 大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中产生的污染加大 ,主

要是种植业中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养殖业中大量使

用药物 ;其次工业“三废”污染加速。改革开放后 ,鄱

阳湖区工业得到较快发展 ,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很

快 ,仅南昌地区 ,1993 年乡镇企业就有 11 000 多家。

由于乡镇企业技术设备落后 ,由此而引起工业“三废”

污染相当严重。最后城市污水排放污染。改革后鄱

阳湖区城市发展较快 ,城市排放的各种污水不断增

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鄱阳湖的污染。以上 3 种

因素对鄱阳湖带来的污染 ,现已达到不容忽视的程

度。虽然总体上看 ,鄱阳湖水质仍属清洁水 ,但全湖

含锌的超标率已达 90 %以上 ,局部水域的最大检出

值为 3. 23 mg/ L ,己超过渔业水质标准的 30 多倍 ;铜

的超标率为 20 %～30 % ,局部水域的最大检出值为

0. 188 mg/ L ,己超过渔业水质标准的 18 倍 ;这 5 大河

流入湖口底泥中和水生生物体中重金属元素含量都

较高。换水周期只有 9 d 的大型湖泊 ,竟出现上述现

象 ,前景让人忧虑。

当然 ,这一阶段的“自由配置”只能从相对意义上

理解 ,因为湖区的农民和企业对湖区的水资源及各种

自然资源并没有所有权 ,只拥有相对的使用权。并

且 ,政府在这一时期也对湖区水资源及其它自然资源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 ,如自然保护区建立、排污收

费、启动“封湖休渔”制度等。此外 ,湖区水资源保护

性建设也得到初步重视 ,如开展农业综合开发、投资

水利建设等。

1 . 3 　1998 年后政府积极界入规制阶段

1998 年发生的特大洪灾是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

保护机制的一个转折点。1998 年 ,我国长江中下游

地区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 ,鄱阳湖区 6 —8 月间

连续出现 2 次大范围的强降水过程 ,致使湖区洪水

“五河碰头 ,江湖遭殃”。鄱阳湖、长江九江河段及鄱

阳湖流域主要大河相继全面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

江九江站、鄱阳湖湖口站最高水位分别达到 23. 02 ,

22. 58 m (吴淞基面 ,下同) ,超过历史最高水位历时长

达 42 d 和 29 d ,汛期前后持续长达百天。全省有 7 个

地 (市) ,79 个县 (市、区) ,1 329 个乡镇 ,2. 21 ×107 人

(次)受灾 ,因灾死亡 193 人 ,倒塌房屋 1. 23 ×107 间 ,

损坏 1. 36 ×106 间 ,近 1. 60 ×106 人无家可归 ,农作

物成灾 1. 28 ×106 hm2 ,绝收面积 8. 67 ×106 hm2 ,因

灾减产粮食 2. 10 ×109 t ,死亡牲畜 5. 56 ×105 头 ,家

禽 6. 46 ×106 只 ,损失成鱼 1. 03 ×105 t 。洪水造成大

量公路、桥、涵、房屋及教育、卫生设施被毁 ,江西省因

灾直接经济损失 3. 85 ×1010元 ,其中农业损失 2. 90

×1010元。鄱阳湖区因灾造成的损失最严重 ,是江西

省的重灾区 ,直接经济损失约 2. 30 ×1010元。

面对大灾的严重后果和对鄱阳湖水患成因的深

刻反思 ,政府在对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作用上

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即政府从“自由放任”的管理方式

转到积极界入规制管理的新方式 ,特别在水资源的保

护上加大了力度。政府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下列几点 :

第一 ,全面整治鄱阳湖存在的洪灾隐患。为了实现这

5 河下游尾闾的行洪能力和鄱阳湖的蓄洪能力基本

达到解放初期水平的目标 ,江西省于 1998 年 10 月起

实施“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方案。总体思

路为 :相应湖口水位 22. 0 m 以下的鄱阳湖区非重点

圩堤采取“平”、“退”2 种措施 ,确保蓄洪增容 ;所谓

“平”,指对严重影响行洪的河堤和保护效益低、圩内

人口少的湖堤 ,一律放弃 ,不予修复 ,不再耕作 ,村民

大部分外迁安置 ,部分村民高地后靠安置。所谓

“退”,是指对部分易溃或保护效益较高而与圩内人口

相对较少的湖堤 ,实行退人不退田 ,视水情或生产或

蓄水。采取低水种养 ,高水还湖。按实施规划 ,鄱阳

湖区平垸退圩 329 座 ,高水还湖面积 950. 13 km2 ,增

加蓄洪容积 5. 23 ×109 m3 ,需要安置移民 6. 82 ×105

人。至 2003 年 3 月 ,江西省第 1 —4 期移民建镇目标

已经基本实现 ,共计平退圩堤 427 座 ,新 (扩) 建集镇

126 个 ,中心村 363 个 ,基层村 2 097 个 ,移民 2. 21 ×

105 户 ,9. 08 ×105 人。鄱阳湖增加面积 1 174 km2 ,增

加蓄洪容积 6. 10 ×108 m3 ,使鄱阳湖的蓄洪面积由

3 900 km2 扩大到 5 100 km2 ,基本恢复鄱阳湖建国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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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蓄洪面积。第一 ,加大湖区农业综合开发力度。

湖区农业综合开发在 1980 年代始就开始 ,1998 年洪

灾后 ,江西省政府于 1999 年 1 月决定 1999 —2004 年

6 a 内加大湖区农业综合开发的力度 ,以解决湖区移

民的生计问题 ,配合移民建镇工程实施。主要的开发

目标是 :改造中低产田 4. 20 ×105 hm2 ,建设生态防护

林 7. 12 ×104 hm2 ,建设 3. 33 ×105 hm2 优质商品粮

基地 ,2. 67 ×105 hm2 优质商品油料 ,5. 33 ×104 hm2

优质商品棉花基地 ,3. 33 ×104 hm2 水产养殖基地。

第三 ,加大湖区水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规制和保护。

1998 年后 ,中央政府和江西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

措施规制和保护鄱阳湖区的水资源及其生态系统 ,规

制和保护力度比以往各个时期都大 ,主要采取的措施

有以下几点。

(1) 对鄱阳湖区实行“封湖休渔”、限制捕捞制

度 ,并采取人工放养鱼苗等水产资源保护与增殖相结

合的方法 ,使天然捕捞产量逐年有所回升。(2) 采取

种草、植树、建谷坊、筑拦沙坝等各种措施加强湖区水

土流失治理。鄱阳湖区原有水土流失面积 5. 19 ×

105 hm2 ,经过多年的努力 ,特别是 1998 年后的加大

治理 ,至 2001 年已治理面积 2. 71 ×105 hm2 ,其中种

植水保林 (主要为经济林和用材林) 治理 1. 86 ×105

hm2 ,种草治理 5. 80 ×103 hm2 ,其它措施治理面积为

7. 92 ×104 hm2 。经过不断的治理 ,湖区的水土流失

正在减轻 ,水土流失面积正在缩小 ,但现在湖区还有

2. 48 ×105 hm2 水土流失面积未得到治理。(3) 关闭

湖区污染重的小企业 ,加强湖区排污监管。(4) 加大

力度保护鄱阳湖的湿地生态环境 ,禁止居民和游人捕

杀鸟类 ,限制农民过度放牧 ,惩罚对湖区植被资源的

滥砍滥伐。(5) 推广“避洪农业技术”,并把其与农业

综合开发结合 ,帮助农民因地制宜充分合理利用湖区

水资源。(6) 发挥湖区山、江、湖浑然一体、风景秀美

的优势发展湖区旅游业 ,利用优惠政策鼓励湖区发展

第三产业和促进产业多元化 ,力求改造湖区偏种养为

主的产业结构 ,以改变传统粗放的“靠湖吃湖”的生产

方式 ,减轻湖区农民对鄱阳湖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依

赖性。

2 　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机制演变
的内在动力与绩效分析

　　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机制三阶段的演变中 ,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演变动力和第二阶段向第三阶

段演变动力不同 ,前者的演变动力是在制度变革的推

动下完成 ,后者则主要是遭到自然惩罚的结果。当

然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机制演变中 ,自然惩罚也

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例如围垦带来洪涝灾害增多使

围垦活动受到抑制 ,但在计划经济机制作用下 ,其它

利用水资源的方式基本没有改变 ,如过度捕捞、过量

砍伐森林、缺乏对湖区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同样 ,第

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机制演变中 ,制度改革也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后 ,“大社会、小政府”的

观念得到提倡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传播 ,这使政

府职能更多转移到社会服务和生态服务上来 ,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这种政府职能改革在 1998 年正式列入

中央政府着力实施的 5 项改革中 ,在相当程度上促使

政府重视对鄱阳湖水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规制与保

护。但总的来说 ,促使这次机制演变的主动力在于自

然的“叫板”。从产权经济学分析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

段的机制演变具有产权机制的跃升性 ,农民从大公共

产权状态中得到相对解脱 ,分亨到部分相对自由的生

产要素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其中包括对鄱阳湖自

然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企业随后也是如此。而第

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机制演变没有产权机制上的跃

升性 ,因为产权安排在结构上基本没有变。尽管如

此 ,第三阶段的机制在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经营权的使

用方式上有了相对的变化 ,政府较多地控制对鄱阳湖

水资源及其它资源的不合理使用 ,即第二阶段向第三

阶段的机制演变具有使用权和经营权安排优化的性

质。这种演变的内在动力在于效率提高 ,外部力量往

往起较大作用。

从三阶段机制的绩效看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

机制演变绩效不能使人满意 ,虽然“自由配置”显著地

提高社会生产力和扩大对鄱阳湖水资源的利用 ,从而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湖区农业总产

值从 1978 年的 9. 48 ×108 元上升到 1999 年的 1. 18

×1010元 ,渔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2. 8 %上升到 1999 年的 22. 0 %。但在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上并没有明显优于第一阶段 ,甚至对水资源的破

坏力更大 ,这可从建国后鄱阳湖洪涝灾害发生的情况

上得到反映。建国后湖区大规模的围垦 ,导致湖面缩

小 ,调蓄功能降低 ,使洪涝频繁的鄱阳湖区发生洪涝

灾害的周期缩短、灾害越发严重。1955 —1964 年 10

a 间 ,平均每年受灾面积为 1. 24 ×104 hm2 , 1965 —

1974 年上升到每年 2. 10 ×105 hm2 ,1975 —1984 年平

均每年受灾面积上升到 2. 84 ×105 hm2 。如果以受灾

面积超过 8. 00 ×104 hm2 的年份计 ,20 世纪 60 年代

和 70 年代各 1 次 (1962 年和 1973 年) ,80 年代则有

3 次 (1980 ,1982 ,1983 年) 。尽管 90 年代缺少统计资

料 ,但 1992 —1995 年连续 4 次发生洪涝灾害 ,1998

年则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灾。这从经济学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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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原因。第一阶段 ,在计划经济机制的作用下 ,政

府的瞎指挥和“大跃进”等盲目行为使鄱阳湖水资源

及其相关资源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和保护 ,加之

“人定胜天”和“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的围垦活动 ,必

然使本来就容易发生洪涝灾害的鄱阳湖水患频率加

快 ,范围和强度加大。但这一阶段 ,产权不清和投入

产出的严重不对称使人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抑 ,生

产力提高不快 ,因而“公地悲剧”尚不是太剧烈。进入

第二阶段后 ,由于农村和城市生产力得到相当程度的

释放 ,而在湖区水资源及其赖以再生和循环利用的其

它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上 ,相应的保护和管理机制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 ,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短视

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没有得到足够的约束 ,因而使人

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以“更大的生产力”过度开发和

不合理使用湖区水资源及其它资源 ,这必然加剧了鄱

阳湖区水资源“公地悲剧”的发生 ,从而导致水患越来

越严重。

对比之下 ,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机制演变绩效

应该好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演变。虽然缺乏较

长时期的实践和历史数据证明 ,但从近几年的情况

看 ,机制运行绩效明显好于往年。1999 —2002 年湖

区基本没有大范围的洪涝灾害发生。而且 ,从湖区移

民建镇工程设计和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实施目标看 ,湖

区的抗洪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专家估计 ,在长江三

峡工程建成后 ,鄱阳区目前实施的各项抗洪工程可以

抵抗 50 a 一遇的大洪水。特别是 ,目前政府对鄱阳

湖水资源规制与保护的机制是一种综合机制 ,即不仅

规制与保护水资源本身 ,而且重视与水资源生态环境

相关的各种资源的保护。江西省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始就在“山是源、江是流、湖是库”的认识下提出“治

湖必须治江、治江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的山江湖

综合治理思路和措施 ,但由于资金限制和治理机制改

革滞后 ,使综合治理力度明显不足 ,成效不大。1998

年大灾之后 ,综合治理措施得到较大力度的开展 ,特

别在水利设施建设、移民建镇、发展避洪农业、湿地保

护区建设、鸟类和渔类资源保护等方面取得较大的成

效。从经济学上分析 ,政府采取规制措施避免鄱阳湖

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市场失效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

率的提高 ,同时有利于避免水资源走向不可逆转的破

坏。从目前政府规制和保护方式看 ,政府并没有采取

较多的管制手段限制水资源市场发展 ,主要的管制手

段均用于加强保护方面的管理 ,因此 ,这应该是一种

效率增进的规制方式。当然 ,政府规制与保护中控制

权过大产生的效率失灵是社会效率的一种损失 ,但从

目前情况看 ,这种损失 (成本)要远小于效率增进所产

生的收益。

3 　结　论

建国后 50 a 余中 ,鄱阳湖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机

制演变的 3 个阶段 ,从自然资源混合市场机制理论上

考察可归纳出其对应的 3 种机制形态 : 1949 —1978

年的计划经济机制阶段属市场与政府都严重失灵 ,或

者说是私有产权几乎不存在而导致私权市场与公权

市场基本不存在的阶段 ; 1978 —1998 年的“自由配

置”机制属水资源使用权放开 ,水资源市场机制部分

恢复 ;政府行为开始理性化回归 ,但公共资源产权市

场严重失效的阶段 ,即这一阶段是市场、政府失灵减

轻 ,但政府对水资源规制和保护严重弱化阶段。1998

年后政府积极界入规制阶段属资源使用权层次上政

府失灵减轻 ,市场机制效率增进阶段。从机制演变的

方向看 ,第一至第三阶段正朝着混合市场机制的方向

发展。50 a 余的实践经验和结果表明 ,鄱阳湖水资源

利用与保护机制向混合市场机制发展提高了水资源

利用与保护的效益 ,混合市场机制对传统的资源利用

与保护机制是帕累托效率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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