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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上下游水资源与水污染冲突评估
———基于水足迹 粗糙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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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水足迹理论引入流域上下游间用水和排污冲突评估,通过蓝水足迹和灰水足迹表征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中用水和排污的需求,并进一步得到蓝水和灰水足迹的可持续性,用来代表流域水环境
承载状态。 最后基于粗糙集理论,量化流域内用水、排污的整体冲突局势和上下游区域间的冲突大
小,作为流域未来水资源和水环境规划的依据。 以青海省湟水河流域为例,将该方法体系应用于其
上下游冲突评估。 结果显示,在 2011—2015 年流域水环境整体冲突局势为中等且趋势较为稳定,
水资源在干旱年(2013 年)冲突较大。 位于下游的西宁市区,与上游和中游各区域冲突均较为显
著,是未来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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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以其得天独厚的资源、地理优势,成为各地
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核心。 但流域本身的整体性和
人为行政区划分割之间的矛盾、水资源利用和水污
染排放的外部性,使得流域内各级地方政府在水资
源分配、水污染治理上难以达到有效合作[1-2],加剧
了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 流域上下
游地区间冲突的识别与评估,是在流域层面对水资
源分配与水污染治理矛盾进行协调和解决的

关键[3]。
目前流域上下游冲突识别与评估主要可分为模

糊综合评价 层次分析法(Fuzzy Comprehensive As-
sessment-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CA-AHP)、基
于博弈理论的流域冲突分析法、F-H冲突分析法、图
模型(GMCR)方法和冲突中多主体仿真方法,多为
水资源或水污染单方面的研究。

a. FCA-AHP法侧重于冲突风险的评估,首先
从流域水量、水质、生态环境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建立
指标体系,通过 AHP 法确定权重系数,再采用模糊
综合评价方法评估冲突风险的隶属度,确定流域上
下游冲突的风险等级。 胡庆和等[4]采用 FCA-AHP
法建立非线性模型对资水流域进行水资源冲突风险

评估,结果显示该流域冲突风险等级为中等,人均用
水量偏低,水权界定不明晰。 FCA-AHP法通过评价
指标体系可对流域冲突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考虑,
但在评估过程中权重确定较为主观,且无法反映上
下游的冲突类型和程度。

b. 基于博弈论的流域冲突分析法,根据博弈模
型可分为演化博弈[5]、非合作动态博弈[6]和完全合

作博弈[7]等。 通过对多种情况下(多个用水户情
景、完全信息情景、公用水权模式等)各利益相关者
收益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流域上下游以及不同部
分间的水资源分配、水污染治理冲突进行判定,为后
续达到均衡条件提供依据。 基于博弈论的流域冲突
分析法根据博弈论中不同的均衡条件,可有效对冲
突的协调、缓解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但由于大多数
博弈模型均为非合作的一次性(one-shot)模型,而现
实中流域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具有长期和经常性的

特征,此外流域内水资源、水质都具有动态变化特
性,而博弈模型未能考虑其输水、治水中的时间
因素。

c. F-H冲突分析法是从亚对策分析法基础上
发展而来,于 1979 年由 Fraser 和 Hipel 提出[8],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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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渐应用于流域水资源管理等领域[9-11]。 F-H 冲
突分析法包括建模和稳定性分析:建模确定冲突涉
及的局中人及其策略集,由此确定冲突的可行局势
和偏好向量;稳定性分析通过一定的逻辑原则确定
各局中人的局势稳定性,为冲突平衡提供依据。 在
F-H 冲突分析法以表格形式表达的基础上,Hipel
等[12-13]提出冲突分析的图模型(GMCR),并拓展了
其在流域冲突管理中的应用。 F-H 和 GMCR 分别
以表和图的形式表达冲突,基于对未来情况的逻辑
分析对冲突进行识别和判断,但无法对利益相关者
间的冲突程度做出评估[14],缺乏具体量化冲突的指
标。 近年来,随着模拟仿真科学的不断进步,多主体
(multi-agents)冲突分析方法逐渐被应用于环境管
理和流域规划中,包括基于元胞自动机(CA)和基于
强互惠理论的冲突分析法[15-16],通过对政府 Agent
和用水 Agent行为偏好的模拟,对不同 Agent间诉求
冲突进行模拟和协调。 多主体冲突分析方法可以更
加全面细致地考虑不同利益相关方间的关系和期

望,但在实际模拟过程中,对 Agent决策偏好的制定
较为主观,并缺乏对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考虑。

由此可见,针对流域水资源利用和水环境保护
上下游权责冲突,目前的水资源和排污负荷分配冲
突研究一方面对分配原则的指标和上下游决策考虑

较为主观,另一方面对流域内水质、水量的关联及其
动态变化考虑不全面。 本文将水足迹理论引入流域
上下游冲突评估体系中,在水足迹框架下考虑流域
不同区域水资源禀赋与水质现状,基于粗糙集理论
对流域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水资源分配和水污染之间

的冲突进行程度量化。 通过核算蓝水和灰水足迹的
可持续性,从客观上表征上、下游区域对既有分配方
案的认同和偏好态度。 此外,水足迹以自然径流量
和实际径流量反映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充
分考虑了水质、水量的相关性及其动态变化,可以为
流域规划和生态补偿等相关冲突协调制度提供更加

客观和科学的依据。

1　 基于水足迹 粗糙集的流域冲突评估方法

1． 1　 水足迹理论与核算方法
水足迹 ( water footprint, WF)理论以虚拟水

( virtual water) 为理论基础,由 Hoekstra 等[17] 于

2002 年提出,指一定范围内(某区域或某些人口)在
一定时间内消耗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

量。 水足迹以水量为单位,包括绿水足迹、蓝水足迹
和灰水足迹三方面[18-21] 。 其中,绿水足迹指植被
的雨水总蒸散量与储存在农作物或林木内水分之

和;蓝水足迹指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过程中所消

耗的水资源量;灰水足迹指以水质标准为基准,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荷稀释与同化所需的水

资源量。
本文以蓝水足迹表征流域水资源的利用与供

给,以灰水足迹表征流域水污染物排放与水环境质
量。 与传统的取水量、排污量等指标相比,水足迹可
以从“需求”的角度核算流域上下游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的资源需求量[22]。 传统的核算口径表征的区
域往往为基于现状,其需求可能未得到充分的满足;
此外,水足迹可以从资源可获取量角度,将流域的水
质和水量联系起来,并通过引入环境基础流量(en-
vironmental flow requirement, EFR),在分配上下游
水资源时考虑水生态因素[23]。
1． 1． 1　 流域上下游区域水足迹核算方法
1． 1． 1． 1　 蓝水足迹

根据区域的用水结构,将蓝水足迹分为种植业、
畜牧业、工业、居民生活 4 个部门。 其中,居民生活
又分为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两部分。 区域
蓝水足迹核算为

FBlue-farm = ∑
i
(ETC,i - Qeff)Ai

FBue-gra = ∑
j
H jM j

FBlue-ind = ∑
s
HsIs

FBlue-urpop = K1Purban

FBlue-rupop = K2Prural

ì

î

í (1)

式中:FBlue-farm、FBlue-gra、FBlue-ind、FBlue-urpop、FBlue-rupop分别

为种植业、畜牧业、工业、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
生活的蓝水足迹;i、 j、s 分别为种植农作物种类、养
殖牲畜种类和工业产业种类;ETC,i为农作物 i 的单
位面积生长需水量;Qeff为有效降水量;A 为农作物
种植面积;H j为牲畜 j 的养殖耗水强度;M j为牲畜 j
的养殖规模;Hs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耗水强度;Is为
产业 s 的增加值;Purban和 Prural分别为区域城镇和农

村人口;K1为城镇居民综合用水定额,表征城镇居
民生活和第三产业的综合用水;K2为农村居民生活

用水定额[24]。
对于作物单位面积生长需水量 ETC,一般根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
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发布的 CROP-
WAT模型确定:

ETC,i = KC,iET0 (2)

其中:ET0 =
0． 408Δ(Rn - G) + γ 900

T + 273v(pa - pd)

Δ + γ(1 + 0． 34v)
式中:ET0为标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生长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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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 m2;Δ为温度 饱和水气压曲线的斜率,kPa / ℃;
Rn为地面净辐射蒸发当量,MJ / (m2·d);G 为土壤
热通量,MJ / (m2 ·d);γ 为温度计常数,kPa / ℃;T
为平均气温,℃;v 为平均风速,m / s;pa为饱和水气

压,kPa;pd为实际水气压,kPa;KC,i为农作物 i 的植
物系数。

有效降水量 Qeff计算公式为

Qeff =

Qmonth(125 - 0． 2Qmonth) / 125
　 　 　 Qmonth ≤250 mm
125 + 0． 1Qmonth

　 　 　 Qmonth > 250 mm

ì

î

í (3)

式中 Qmonth为月降水量,mm。 根据蓝水足迹表征的
内涵,由于作物耕种期间每个生长周期的需水情况
均不相同,因此,种植业蓝水足迹以月为单位进行核
算,再进行全年累加。
1． 1． 1． 2　 灰水足迹

与蓝水足迹类似,区域灰水足迹也分为种植业、
畜牧业、工业和居民生活 4 个部门。 考虑了化学需
氧量(COD)、氨氮(NH3 -N)和总磷(TP)3 种污染物
来计算灰水足迹,并取其最大值作为实际灰水足迹,
表示为

FGrey-farm = ∑
i

AiUiθi

CS - Cnat

FGrey-gra = ∑
j

Z jMi

CS - Cnat

FGrey-ind = ∑
s

HsIs
CS - Cnat

FGrey-urpop =
D1Purban[(1 - αur) + αurβur]

CS - Cnat

FGrey-rupop =
D2Pruralλrupop

CS - Cnat

ì

î

í (4)

式中:FGrey-farm、FGrey-gra、FGrey-ind、FGrey-urpop、FGrey-rupop分别

为种植业、畜牧业、工业、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灰
水足迹;U 为作物的单位面积施肥量(分为氮肥和
磷肥) (种植业污染物包括 NH3 -N 和 TP,不含
COD);θ为作物化肥流失系数;CS和 Cnat分别为区域

的水质目标和污染物本底值;Z 为单位养殖规模的
排污量;M 为区域内养殖规模;H 为产业排污强度
(分为 COD、NH3 -N和 TP);D1为城镇居民综合排污

系数;D2为农村居民生活排污系数;αur为区域内城

镇生活污水收集率; βur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λrupop为农村生活污水的入河系数,不考虑农村生活
污水的收集和集中处理。
1． 1． 2　 流域上下游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估方法

在对流域内上下游区域的水足迹进行核算后,

借鉴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估的理念,以蓝水足迹可持
续性表征水资源的承载状态,以灰水足迹可持续性
表征水环境的承载状态。 以上下游水资源和水环境
承载状态的差异作为流域用水、排污冲突评估的
依据。
1． 1． 3　 基于蓝水足迹的水资源可持续性评价

在特定时间段 t 内,区域 x 可利用蓝水资源量
Qblue,即为区域自然径流量 Qnat减去环境基础流

量 QEFR:
Qblue(x,t) = Qnat(x,t) - QEFR(x,t) (5)

环境基础流量为维系淡水和河口生态系统及流

域内人类生存和福祉所需的水量[25]。 目前环境基
础流量的通用计算规则是,在开发条件下河流每年、
每月的平均径流相当于未开发条件下的 ± 20% [26]。
而蓝水足迹可持续性指标 Bblue,等于可利用蓝水资
源量与蓝水足迹的比值:

Bblue(x,t) =
Qblue(x,t)

∑Fblue(x,t)
(6)

1． 2　 基于灰水足迹的水资源可持续性评价
流域灰水足迹的影响取决于流域可容纳污染物

的径流大小,某流域内一定时间的水质标准得不到
满足,即等同于污染物的量消耗掉水体全部的纳污
能力。 灰水足迹可持续性又称为水污染程度,指已
消耗的纳污能力占总纳污能力的比例,等于实际径
流与灰水足迹的比值:

Bgrey(x,t) =
Qact(x,t)

∑Fgrey(x,t)
(7)

1． 3　 基于水足迹 粗糙集的流域冲突评估方法
冲突(conflict),在社会学上可定义为若干个社

会单元在目标上互不相容产生的矛盾。 而冲突局势
(conflict situation)是对冲突问题的描述,由冲突方、
冲突变量及约束条件组成。 与冲突方对应的是“偏
好”(preference),指某一冲突方对某个冲突变量值
的喜爱程度。 对于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冲突具
体指流域范围内不同地区间的用水和排污冲突。 冲
突方对应上下游不同的行政单元,冲突变量包括水
资源量(对应蓝水足迹)和允许排污量(对应灰水足
迹)等。 采用粗糙集理论,可以对上下游水足迹可
持续性的冲突局势进行评估,对冲突程度进行量化。
粗糙集理论由波兰学者 Pawlak[27]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提出,是一种描述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的数学工
具。 我国学者安利平等[28-29]利用粗糙集理论中的

信息系统表示冲突问题,并提出冲突矩阵的概念,在
此基础上进行冲突描述和分析。

基于粗糙集的离散型冲突量化方法可表示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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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定义信息系统为二元组 S = (N,L),其中 N 为
非空有限对象集,L为非空有限属性集,∀a ∈ L。定
义函数 a:N → Va,其中 Va 为 a的值域。对于流域社
会经济发展,N中元素为所有的冲突局中人,即为流
域上下游不同的行政单元,L 中元素为各争端问题,
包括水资源(蓝水足迹) 的分配和允许排污量(灰水
足迹) 的分配等。Va = { + 1,0, - 1},即局中人(流
域上下游) 对分配方案的态度, + 1、0和 - 1分别表
示赞成、中立和反对。由此可建立一个描述流域水系
统规划冲突的信息系统,对规划(分配) 方案的冲突
进行识别和量化。

将冲突的程度定义为冲突度。 规划方案(分配方
案)a对 n个局中人(流域上下游)的冲突度定义为

Ia =
card(X +

a )card(X -
a )

int(n / 2)(n - int(n / 2)) (8)

其中　 　 　 (X +
a ) = {y ∈ N:a(y) = + 1}

(X -
a ) = {y ∈ N:a(y) = - 1}

式中:y ∈ N代表 y 为 N 中的某一局中人,a(y) =
+ 1 或 a(y) = - 1则表示局中人 y对分配方案 a的
态度为赞成或反对;card() 为集合的基数;int 为取
整函数。

对于属性集 L(∀a ∈ L),其冲突度定义为用来
量化整体局势 S = (N,L) 的冲突程度:

IL =
∑
a∈A

Ia

card(L) (9)

根据其定义,其值在[0,1]的区间内,对其冲突
程度分级见表 1。

表 1　 冲突程度评价分级

序号 冲突程度 冲突分级

1 [0,0． 2) 弱冲突

2 [0． 2,0． 4) 较弱冲突

3 [0． 4,0． 6) 一般冲突

4 [0． 6,0． 8) 严　 重
5 [0． 8,1] 非常严重冲突

对于各局中人(流域上下游)之间,其就某一规
划方案的不同偏好,可以认为是一种距离,距离越大
表示局中人之间的冲突程度越大,从而表征局中人
之间的冲突程度。

对于冲突局势 S = (N,L),设 b⊆A,定义

B(y,z) = {∑
a
da(y,z) distance(a,y,z) }

表示局中人 y 和 z 在规划方案集合 b 上的距离总
和。 对于方案 a,y与 z冲突的距离 d可表示为

d =
0 a(y) = a(z) 或 y = z
1 a(y)a(z) = 0,a(y) ≠ a(z)
2 a(y)a(z) = - 1,y ≠ z

{ (10)

则局中人 y 与 z 就分配方案集合 b 的冲突程
度为

ρb(x,y) =
∑
a∈b

da(y,z)

2 b
(11)

2　 案例分析

2． 1　 研究区简介与数据来源
以青海省湟水河流域的小峡桥断面上游为研究

区。 湟水河流域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处于青藏高原
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是黄河上游最大的一级支
流。 研究区地理区位如图 1 所示,其范围包括西宁
市区(城东区、城北区、城中区和城西区)、大通回族
土家族自治县、湟中县、湟源县、海晏县和互助土家
族自治县 6 个区域。 本文的用水 排污冲突评估,也
在这 6 个区域间展开。

　 　 (a)青海省　 　 　 　 　 　 　 　 (b) 湟水河流哉

图 1　 青海省湟水河流域区位与行政区划

本文涉及的区域水足迹核算,其周期从 2011—
2015年。 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青海
省统计年鉴》《西宁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区县的《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其他参数取值见表 2。

表 2　 数据来源

参数类型 参数用途 数据来源

气象数据 核算种植业蓝水足迹 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网

耕种周期、单位面积施肥量 核算种植业蓝水足迹、灰水足迹 《青海省农牧业统计年报》
居民用水强度 核算居民生活蓝水足迹 DB 63 / T 1429—2015《青海省用水定额》

养殖耗水、排污强度 核算畜牧业蓝水足迹 徐丽丽等[30]研究成果、《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排污系数手册》 [31]

工业用水、排污强度 核算工业蓝水、灰水足迹 青海省污染普查数据

居民排污强度 核算居民生活灰水足迹 《生活源产排污系数及使用说明》 [3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指南(西北地区)》 [33]

化肥流失系数 核算种植业灰水足迹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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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水足迹可持续性核算
根据水足迹可持续性核算方法,得到湟水河流

域上下游 6 个区域 2011—2015 年的蓝水和灰水足
迹可持续性,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各区域
水足迹可持续性均存在较大差异。

(a) 蓝水

(b) 灰水

图 2　 各区域 2011—2015 年蓝水和灰水足迹可持续性

蓝水足迹方面,下游的西宁市区和上游的海晏
县可持续性均高于 1,表明这两个区域目前水资源
有一定的开发潜力;中游的湟源县和湟中县可持续
性在 1 / 3 ~ 1 / 2 之间,表明其存在一定的水资源欠缺
问题,而大通县和互助县可持续性最低,表明水资源
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灰水足迹方面,大部分区域可持续性均小于1。 海
晏县等上游区域,由于其较高的水质标准,水环境超载
情况较为严重;互助县、大通县、湟中县和湟源县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超载情况;西宁市区可持续性最强。

2． 3　 冲突度与冲突距离核算
根据各区域蓝水和灰水足迹的可持续性,首先

评估流域整体的冲突局势。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
标,进一步细化偏好程度,设 Va = {2,1,0, - 1, - 2,
- 3},其中每个数值对应的偏好态度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水足迹可持续性指数的偏好态度

水足迹可持续性指数范围 偏好态度 偏好取值

(2, + ∞ ) 非常赞成 2
(1,2] 赞　 成 1

(2 / 3,1] 中　 立 0
(1 / 3,2 / 3] 不认同 - 1
(1 / 5,1 / 3] 反　 对 - 2
(0,1 / 5] 非常反对 - 3

根据式(9),对各区域之间的水资源利用和污
染物排放冲突度进行核算,得到 2011—2015 年蓝水
足迹和灰水足迹的冲突局势,如图 3 所示。 由图 3
可以看出,在水资源方面,上下游区域间在 2013 年
出现较为严重的冲突. 根据蓝水足迹可持续性评价
结果,2013 年为干旱年,全流域可利用水资源均大
幅降低,因此导致冲突增大。 此外,“十二五”末期
(2014—2015 年)的水资源利用冲突比前期低。 在
污染物排放方面,2011—2015 年时间段整体呈现出
较为稳定的冲突局势,冲突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均
值为 0． 489)。

(a) 蓝水

(b) 灰水

图 3　 流域 2011—2015 年水资源利用
与污染物排放的整体冲突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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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根据式(11)核算各区域两两之间
的冲突距离,来描述具体区域间的冲突大小,如表 4
所示。 冲突距离表示区域间蓝水足迹和灰水足迹可
持续性间的差异,其数值在[0,1]之间,表示两区域
间对分配方案偏好程度的不同比例,数值越大表示
区域间冲突越严重。 此外,流域上下游的不同区域,
同为冲突中平等的局中人,因此区域 m 与区域 n 的
冲突,和区域 n 与区域 m 的冲突是等同的,其内涵
即区域 m与 n没有就当前分配方案达成共识,因此
冲突只有大小,没有方向性。 在表 4 中只有左下三
角形区域有数值,右上三角区域与左下呈中心对称
关系。

表 4　 区域间冲突距离

区　 域 西宁市区 湟中县 湟源县 大通县 海晏县 互助县

西宁市区

湟中县 1． 0
湟源县 1． 0 0． 5
大通县 1． 0 0． 9 1． 0
海晏县 0． 7 0． 5 0． 5 1． 0
互助县 1． 0 0． 5 0． 9 0． 8 0． 9

由表 4 可以看出,区域间的差距均在 0． 5 以上,
代表上下游间或多或少存在中等或偏大的冲突;位
于下游的西宁市区与其余各区域的冲突均较为严重

(与其中 4 个区域的冲突距离为 1),是未来流域规
划需要解决的重点;湟中县和海晏县与其他区域的
冲突相对较小;大通县、湟源县、互助县等区域与其
他区域的冲突处于中等水平。

3　 结论与展望

3． 1　 结论
a. 与传统的取水量、排污量等指标相比,水足

迹作为流域冲突评估的指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用水和排污需求,并将水质水量
联系起来。 此外,水足迹核算中对环境基础流量的
考虑,也将水生态因素纳入了流域冲突评估范畴。

b. 以青海湟水河流域为例,进行了流域上下游
区域间用水和排污冲突的评估。 结果显示,在
2011—2015 年流域水环境整体冲突局势为中等且
趋势较为稳定,水资源在干旱年(2013 年)冲突较
大。 位于下游的西宁市区,与上游和中游各区域冲
突均较为显著,是未来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重点。
3． 2　 展望

本文将水足迹引入流域冲突评估,主要考虑的
是流域水系统的冲突和矛盾,对流域内涉水规划
(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排水规划
等)起指导作用。 在“多规融合”的背景下,在未来
研究中应加入更多的规划因素,如土地利用、产业布

局等,以此更加全面反映流域内区域的冲突,同时也
可为更多类型的规划产生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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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河海大学举行非洲水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高端论坛暨法语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25 日,非洲水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高端论坛暨法语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海大
学举行。 河海大学副校长徐卫亚,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
刘成富教授,武汉大学及非洲研究中心相关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会。 会上,徐卫亚副校长和刘成富教授共同
为“河海大学法国与非洲法语区国家研究中心”揭牌。

开幕会上,徐卫亚副校长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并向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他指出,河海大
学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与非洲地区国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 近年来,在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学校积极与海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国际合作研究中心,深入开展学术交
流与科技合作。 2020年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河海里尔学院更是河海大学面向法语区国家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的重
要实践。 未来,河海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利用学科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服务不断发展的中非合作关系。

刘成富教授在发言中指出,非洲经济增长进程中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与水资源缺乏之间的矛盾将成为
非洲目前和未来数十年面临的巨大挑战。 非洲多国自 2019 年以来,特别是疫情之后,粮食安全形势出现恶
化趋势。 中国也正和非洲多国开展更紧密合作,帮助非洲国家开展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提高应对粮食危机的
能力。 他希望借助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的成立,河海大学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为中非合作、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才智。

研讨会上,前中国驻卢旺达、摩洛哥大使孙树忠教授,中国非洲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李安
山教授分别做主旨发言,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以“非洲水资源利用、保护,非洲水域合作与竞争”“非洲粮食安
全与对非国际发展合作”和“法语区域与国别研究”为主题依次进行大会发言。

河海大学法国与非洲法语区国家研究中心将发挥智库功能,开展有语言文化特色的非洲研究,形成卓有
成效、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河海大学国际化发展和“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研讨会由河海大学、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主办,河海大学社科处、外国语学院、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
和江苏长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地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北京大学等智库与兄弟院校的代
表以及河海大学社科处、国际合作处负责人、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代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参加了会议。

(本刊编辑部供稿)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