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水 资 源 保 护

’()*+ +*,-.+/*, 0+-)*/)1-2
3456!" 246#
,786 !$%%

!"#：%$ 69&:& ; < 6 =>>? 6%$$@!:&99 6!$%% 6$# 6$%A

作者简介：苏颍君（%&#& —），男，新疆博州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水资源配置与流域综合规划、水利工程设计与管理工作。

*BCD=5：EF>5<>G<H >=?D6 I4C

艾比湖水域面积变化原因分析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新思路

!"#
（新疆博州水利局，新疆 博乐 A99@$$）

摘要：在已有的艾比湖保护与改善措施的基础上，根据 !$$$ 年以来艾比湖入湖水量与水域面积变化资料，补

充分析水域面积变化的主导因素，提出确立艾比湖生态水权，开征生态环境保护税，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的建议，从制度层面上更加有效地为实现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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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艾比湖水域面积变化特征

艾比湖水域面积的变化与艾比生态环境变化密

切相关。自 !$ 世纪 A$ 年代以来，各界学者专家对

艾比湖生态的恶化起因与深远影响，做了较为全面

而深刻的研究论证。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

视，唤起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对于艾比湖生态环

境的保护与改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进入

!% 世纪，由于丰水期的作用，艾比湖入湖水量剧增，

湖水面积随之大幅度恢复，一度达到 % $%A TC!，恢复

到 !$ 世纪 #$ 年代初期规模，基本覆盖裸露疏松的

盐漠湖底，风沙天气明显减少，湖滨植被迅速恢复，

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观。但随着丰水期离去，平水

期来临，入湖水量又急剧减少，湖水面积亦随之干

缩，艾比湖生态系统又一次面临严峻的挑战［!］。尽

管对艾比湖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正在逐步实施，然

而，出于对艾比湖生态环境未来演变趋势及其对经

济社会即将产生的影响和理性思考，人们从资源配

置层面反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从制

度层面反思如何构建既能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又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制度保障体系［9］。

%&"" 年起，奎屯河流域已完全拦截地表水，奎

屯河在平枯水年份已无水入湖。艾比湖水域基本依

靠博河、精河流域地表水入湖水量维持，艾比湖的湖

面面积主要受降水丰枯变化以及博州经济社会引水

量制约。据资料分析，%&""—!$$: 年基本上为一个

降水丰枯周期，%&"" 年之后，各项水文观测资料开

始建立，笔者因此选择 %&""—!$$: 年为本文分析的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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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艾比湖最小水域面积 !"#

年份 $%&& $%’( $%’) $%’* $%’+ $%’& $%%( $%%) $%%& $%%’ $%%% #((( #(($ #((# #(() #((* #((+ #((,

面积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已有卫星图片资料，$%&&—#((, 年艾比湖

%—$( 月即年内最小水域面积值如表 $ 所示。

按 $%&&—$%%& 年平枯水期和 $%%’—#((, 年丰

水期两个时段分析艾比湖平均面积及时段变化，如

表 # 所示。

表 $ !"##—$%%& 年艾比湖分时段水域面积与入湖水量

时 段

面积

变化 -
!"#

年内最小

面积 - !"#

较均

值增减

变化 - .

入湖

水量 -
亿 ")

较均

值增减

变化 - .
$%&&—#((, 年

)( 年平均
*&&/* 0
$($’/* +’,/#, +/+$

$%&&—$%%& 年

枯水期平均
+$’ 0 ,$+ +)’/$$ 1 ’/#$) */’& 1 #%/&,

$%%’—#((, 年

丰水期平均
*&&/* 0
$($’/* ,)*/*# ’/#$+ &/(( #&/(*

由表 # 可知，丰水期与平枯水期对艾比湖入湖

水 量 和 水 域 面 积 的 影 响 显 著，湖 水 面 积 相 差

%,/)$ !"#，但是，两个时段与均值偏差基本一致，均

为 ’/#.。

自 #((# 年起，开始对艾比湖水面积进行全年各

月卫星图片监测解译，掌握水面面积年内变化状况。

#((#—#((, 年艾比湖各月水面面积见表 )。

表 ’ $%%$—$%%& 年各月艾比湖水面面积 !"#

月份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全年平均 ’)& ’’* ’#’ &&& ,*+

艾比湖水面面积年内变化特征为：秋季 % 月水

面面积最小，进入冬季，逐渐增大，自 , 月开始逐渐

缩减，至 % 月完成 $ 个周期变化。#(() 年 + 月 #+ 日

水面面积达到自 $%+( 以来的最大值 $ ($’/*( !"#，

#((, 年 % 月 ## 日水面面积为有资料以来的最小值

*&&/*( !"#。

$ 艾比湖水域面积变化主导因素

艾比湖水域面积变化的主导因素为入湖水量，

而决定入湖水量大小的主导因素则为降水量和经济

社会用水量。以下分别对降水量、经济社会用水量、

入湖水量对艾比湖水面面积的影响进行分析。

$ 2! 降水量

笔者对降水量的分析，首先是利用 $%+,—#((,
年长系列资料分时段分析，并将分时段资料与多年

平均值对比分析降水量与入湖水量和水域面积关

系。同时还将分析降水量年内分配对入湖水量和水

域面积年内分配的关系。

表 ( !")&—$%%& 年艾比湖流域降水量

年 份

降水

总量 -
亿 ")

径流深 -
""

地表水

资源量 -
亿 ")

地下水

资源量 -
亿 ")

水资源

总量 -
亿 ")

$%+,—#((( 年平均 &)/#( #%$/, #)/#$ $/%+ #*/(+
#(($—#((, 年平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艾比湖流域降水总量、径流深、地

表水资源量、地下水资源量、水资源总量平均增长率

分别为 $)/’*.、$)/&#.、%/,(.、$%/$+.、$+/**.。

$%%’—#((, 年为丰水期，#(($—#((, 年年平均

降 水 量 较 $%+,—#((( 年 年 平 均 降 水 量 增 加

$)/’*.，降水量增加 $(/$) 亿 ")；地表水资源量增

加 #/#) 亿 ")，增加 %/,.。

由表 $ 0 * 可知，水域面积与年降水总量相关密

切，降水量增长，水面面积亦随之增大。

根据温泉站、博乐站、精河站和阿拉山口站降水资

料，依照加权平均计算 * 站平均降水量，分析博州平原

区年内降水量分配以及与多年平均降水量对比分析。

由表 + 知，博州平原区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呈

现随季节积温同向增长的趋势。夏季降水量最大，

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 年夏季降水量占

全年总量的 *)/,$.，较好地满足了植物需水；#((,
年夏季降水量仅占全年总量的 #*.，较多年同期平均

值减少近 $,.，较 #((+ 年同期值减少近 #+.，造成全

州夏季严重干旱缺水。春季降水量次之，占全年总量

的 )(/’(.，不能满足作物春季需水量约占总需水量

#+. 0 )+.的需求，存在春旱问题。

$ 2$ 经济社会用水量

经济社会用水量对艾比湖入湖水量和水面面积

影响很大。$%*%—$%&# 年的 #* 年间，艾比湖流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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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博州平原区 "##$—"##% 年与多年平均降水量

年份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降水

量 ! ""
占全

年 ! #
降水

量 ! ""
占全

年 ! #
降水

量 ! ""
占全

年 ! #
降水

量 ! ""
占全

年 ! #

全年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年

平均
&+(*, &%(’* +’(*- ’%(-% ,*(’% +%(’% $)(’’ &-(, &+$(&)

口增长迅猛，灌溉面积快速扩大，经济社会总引水量

随之激增，艾比湖流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但是，大

量的引水造成生态用水急剧减少，艾比湖及其湖滨

生态系统加速衰败。&.+.—$%%+ 年的 ,) 年间内，人

口年均增长率为 +(..$#，灌溉面积年均增长率为

,($$#，总用水量年均增长率为 ’(.’#。,) 年间灌

溉面积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表明流域内农业增

长以种植面积扩张的方式未发生实质性转变；总用水

量增长率低于人口和灌溉面积增长率，人均用水量年

均递减 &(%+#，表明用水效率与效益不断提高。另一

方面，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达可利用量的极限，亦无

增水余地。如果不进行结构调整，按照目前的经济增

长方式，经济社会用水量短期内不会显著减少。

表 % 艾比湖流域 $&’&—"##’ 年人口、灌溉面积与引水量

年份
人口 !
万人

时段增量 !
万人

年均

增长 ! #
灌溉面积 !

/"$
人均灌溉

面积 ! /"$
时段

增量 ! /"$
年均

增长 ! #
总引水量 !

亿 "’
人均用水量 !

"’
时段增量 !

亿 "’
年均

增长 ! #
&.+. )(*- $$)%% %0’’’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1 %(,$ 1 %(+’

表 ( $&((—"##% 年艾比湖入湖水量 亿 "’

时段
&.**—

$%%) 年

平均

&.**—

&..* 年

平均

&..-—

$%%) 年

平均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入湖水量 ,(,& +(-* *(%% *(+* )(,’ ,(+, ,(.% &$(& *(,+ *(%’ ,(-$ ,(&’

&..% 年至今，虽然人口和灌溉面积继续增长，

灌溉用水量逐渐趋于稳定，灌溉用水量对入湖水量

的影响也由直接的高强度影响弱化为间接的过程边

缘化作用。其间经历了掠夺性的非理性资源配置过

程，使艾比湖生态系统产生剧烈振荡，而后带来的严

峻风沙天气迫使人们引水量逐渐受到控制，艾比湖

生态环境维持在十分脆弱的平衡状态。

" 0) 入湖水量

&.**—$%%) 年基本可为 & 个降水量丰枯周期，

加之奎屯河自 &.** 年之后，在平枯水年份完全断

流，无地表水入湖，而博河精河流域由于调蓄能力很

低，经济社会引水量增加不大，入湖水量基本与降水

量高度相关。&.**—$%%) 年入湖水量详见表 *。

由表 ) 知，在 &.**—$%%) 年 ’% 年期间，艾比湖入

湖水量随降水周期也经历一个相应的周期性变化。

枯水期较丰水期入湖水量减少 $(&’ 亿 "’，较多年平

均值减少 %()- 亿 "’。目前，由于周期性变化，降水处

于丰水期向平水期和枯水期过渡，降水量将逐渐减

少，入湖水量也将逐年减少，湖水面积将继续干缩。

入湖水量与水域面积值年内变化和降水量年内

分配不一致。这是由于受灌溉引水的影响，占入湖

总水量 $ ! ’ 的博河存在夏季干旱缺水，虽然夏季降

水量大，但是五一水库以下河道基本断流，无水入

湖；博河在秋季、冬季和春季非灌溉季节保持较大的

入湖水量。这一特点使得艾比湖水面在夏秋季节处

于较小面积，有利于减少夏秋季节高蒸发势期内的

蒸发量；冬春季节水面处于年内较大面积，既可减少

蒸发量，又可在春季多风期覆盖易于起尘的疏松湖

底，对于减少风沙天气十分有利。

入湖水量年系列值与水面面积年系列值相关性

较高，但年内过程由于受蒸发因素与湖容积调蓄变

化影响，水面面积呈现出滞后变化的特点。

艾比湖入湖水量年内分配如表 - 所示：)、*、-
三个月入湖水量为年内最小值，但 $%%$ 年却为最大

值，绝对值为 ,(&) 亿 "’，占全年总量为 +$(.&#，均

为历年最高值。$%%’、$%%,、$%%) 年夏季入湖水量较

小，仅 有 %()’ 2 %(.- 亿 "’，占 全 年 总 量 为 &$# 2
&’#。$%%) 年 - 月入湖水量仅有 -,% 万 "’，为历年各

月最小值，$%%) 年 . 月 $$ 日，湖水面积降为最小值

+** 3"$。$%%) 年全年入湖水量已降为 ,(&’ 万 "’，全

年平均湖水面积也随之降为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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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艾比湖入湖水量

年份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入湖

水量 !
亿 "#

占全年

总量 ! $

入湖

水量 !
亿 "#

占全年

总量 ! $

入湖

水量 !
亿 "#

占全年

总量 ! $

入湖

水量 !
亿 "#

占全年

总量 ! $

全年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综上所述，%&&, 年 * 月 %% 日，湖水面积出现最

小值 +-- /"% 的原因为：夏季降水量仅占全年降水量

的 %,(-)$，较多年平均值减少 +%(’.$；因作物生

长 旺 期 降 水 量 减 少，年 灌 溉 用 水 量 相 应 增 加

*(,%$；由于降水量减少与灌溉用水量增加，夏季入

湖水量仅有 &(,# 亿 "#，较 %&&’—%&&, 年夏季平均

入湖水量减少 ’(’+ 亿 "#，减少 ,+(+’$。

& 艾比湖水域面积变化趋势分析及其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

自 %&&. 年起，艾比湖水面面积呈现出快速减少

趋势，%&&. 年较 %&&+ 年萎缩 ,(’,$，%&&, 年较 %&&.
年萎缩 ’,(**$，如果按 %&&+—%&&, 年平均衰减速

率 *$ 计算，预测 %&&- 年艾比湖年均水域面积为

.)- /"%，较 %&&, 年减少 .) /"%。最小 * 月份水面面

积为 +#+ /"%。这一预测结果是按降水量不变的条

件计算的，如果降水量减少，按 %&&.—%&&, 年平均

衰减速率预测 %&&- 年艾比湖年均水面面积为 .-&
/"%，较 %&&, 年减少 -. /"%，最小 * 月份水面面积为

+%% /"%。如果按 %&&, 年衰减速率计算，预测 %&&-
年艾比湖年均水面面积为 .#. /"%，较 %&&, 年减少

’’& /"%，最小 * 月份水面面积为 #*, /"%。

’*)-—’**- 年为艾比湖湖面面积最小也是风沙

最为肆虐的时期，风沙天气高达 ,# 0，其中浮尘天气

,’ 0。期间艾比湖年内最小面积为 .&& 1 .-& /"%，由

于在 多 风 的 春 季，湖 水 面 积 不 能 覆 盖 湖 西 北 部

’&-(. /"% 易于起尘的疏松盐漠湖底，为阿拉山口大

风输送尘源。因 ’**- 年入湖水量少，’**) 年春季湖

水未能覆盖起尘的裸露湖底，风沙天气依然猖獗。

’***—%&&, 年为丰水期，春季湖水面积均在 )&& /"%

以上，风沙天气次数骤降。

%&&, 年最小湖水面积仅为 +-- /"%，为历年最小

值，但是，%&&, 年春季湖水面积在 )’& 1 ))& /"%，能

够基本覆盖易于起尘的疏松的盐漠湖底，因此风沙

天气仍然较少。考虑到 %&&,—%&&- 年冬季较往年

积雪深度大，春季融雪水能够使裸露湖底增加湿度，

并使湖水面积有所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
年春季风沙天气的危害。

如果 %&&- 年降水量趋向平水年，%&&- 年降水量

将较 %&&, 年减少 ’&$左右，经济社会引水总量因降

水量 减 少 而 增 加，入 湖 水 量 将 进 一 步 减 少，预 计

%&&-年年内最小湖水面积在 #*, 1 +#+ /"% 范围。

%&&-—%&&) 年冬季入湖水量按 %&&’—%&&, 年平均

值 %(& 亿 "# 计算，预计 %&&) 年春季湖水面积在 .,&
1 ,&& /"% 之间。%&&) 年春季的湖水面积不但不能

覆盖 ’&-(. /"% 易于起尘的疏松湖底，而且，还将会

新增 ’’& 1 ’.& /"% 面积的裸露疏松盐漠湖底，起尘

的裸露湖底将达到 %&& 1 %+& /"%。在阿拉山口大风

次数相同的条件下，%&&) 年春季的风沙天气将超过

历史上最强的 ’**- 年的次数和强度，风沙天气对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危害程度之大和危害范围之

广，将是前所未有的。

’ 明确生态保护目标，确立生态水权

’**+ 年开展的博河精河流域规划确定艾比湖

生态保护目标为：在平水年即 ! 2 .&$来水条件下，

艾比湖水面面积维持在 .&& /"%。%&&% 年博河精河

流域修编规划对艾比湖保护目标做了调整：立足于

本流域水资源，在平水年即 ! 2 .&$来水条件下，艾

比湖水面面积维持在 .&& /"%；在跨流域调水条件

下，艾比湖水面面积维持在 )&& /"%。%&&+ 年中国工

程院在《中国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提出艾比湖保护目标为：在跨

流域调水条件下，艾比湖水面面积维持在 )&& /"%，

力争达到 ’&&& /"%。

自 ’**+ 年以来，博州较好地实现了艾比湖保护

目标。对于保护目标确定的艾比湖保护面积，两次

流域规划和中国工程院都没有具体指出是全年平均

值或年内最小值。根据确定保护目标的依据是以往

历年 *—’& 月份艾比湖水面面积的卫星图片解译数

据分析，保护目标应当是年内最小值。依此标准判

断，%&&, 年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没有得到实现。

%&&, 年无论是降水量或是水资源总量都高于

’*.,—%&&& 年的平均值，然而，入湖水量减少，表明

经济社会用水总量增加。实现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的相应的生态需水量没有得到满足，被经济社

会需水挤占挪用。%&&, 年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没有实现的原因，从自然层面分析是由于夏季降

水量和入湖水量均较往年和多年平均值低造成；从

经济社会用水层面分析，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没有在年度用水计划中和具体实施中得到贯彻落

实，即根据流域规划确立的水资源分配总量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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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各种作物灌溉定额控制用水过程，在总量目

标中，首先满足人民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在 ! !
"#$来水条件下，满足艾比湖水面面积维持在 "##
%&’ 的生态用水需求，再次才是满足经济社会用水

需求。

艾比湖生态水权是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对

应的需水量得到满足，艾比湖湿地生态系统需水量

按需水又可分为艾比湖水域保护目标 "## %&’ 或

(## %&’ 的入湖水量和湖滨植被需水量。

尽管艾比湖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早已确立，各项

保护措施正在实施，但 ’##) 年在水资源总量高于多

年均值的条件下，而艾比湖生态环境的保护目标却

没有实现。说明：!执行保护目标的措施不到位，监

管力度不够；"缺乏生态补偿机制，各经济主体争取

内部效益最大化，将内部不经济性最大限度排向外

部，即掠夺社会公众共同拥有的资源并破坏社会公

众共同拥有的环境。

! 建议开征生态税，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由表 ) 知，艾比湖流域灌溉面积一直不断增长，

灌溉用水量在 *++# 年以前，随灌溉面积的增长而快

速增长，*++# 年至今，灌溉用水量增长趋缓。这表

明艾比湖流域农业增长一直以传统落后的扩大种植

面积为主要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是经济社会大

量引用水量，挤占挪用生态用水的主要原因。’##’
年开展的博河精河流域修编规划和奎屯河流域规

划，均限制农业种植业面积的扩张，只能适度发展灌

溉林草地面积，对今后新增灌溉面积必须实行高效

节水灌溉技术。目前，大多数灌溉面积增长是由于

经济实体或个人开垦荒地所至，土地管理部门管理

松懈，水利管理部门为增加收入，在水量许可的条件

下为这些实体或个人供水。在艾比湖流域水资源供

需矛盾加剧，生态环境用水日趋减少的状况下，这些

实体和个人的开发行为其实质是掠夺社会公共资

源、破坏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谋取一己私

利，将自己的生产成本隐性地转嫁于社会公众，将自

己内部不经济性投机性地外部化。

在生态保护领域，经济外部性大量存在。对生

态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一般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性，

而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建设则会产生外部经济

性。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这两类经济外部性都应

该内部化，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就是将经济外部性内

部化的有效措施。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后，就可以纠

正生态保护领域中因为经济外部性而造成的市场失

灵。制定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实质上是让生产者承

担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成本。

生态补偿收费大体可分为资源开发使用费、资

源生态和生态环境补偿费、资源生态保护管理费和

惩罚性收费。开发使用费是在单位或个人直接开

发、占用、利用、使用自然资源时所缴纳的费用。资

源生态和生态环境补偿费是为弥补、恢复、更新自然

资源的减少、流失或破坏而向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

收取的费用。资源生态保护管理费是为了解决培

育、维护、管理自然资源的费用支出而向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者征收的一定费用。惩罚性收费是行政管理

机关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不安规定要求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时而让其缴纳的带有制裁性的费用［,］。

建议开征生态税。为合理而有效地实现资源、

生态的价值补偿，建议将税收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并

且运用各种经济和政策工具、手段对造成生态、环境

破坏与污染的企业或个人征税，让责任主体的外部

成本内部化。生态税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源

与环境质量为主要目的，向所有因其生产和消费而

造成外部不经济的纳税人可征的税收。由于生态资

源消费者可以用过度消费生态资源———最低限度的

艾比湖生态需水竟然被继续挤占挪用，开垦破坏本

已十分脆弱的荒漠化土地系统中对绿洲具有保护作

用的绿洲荒漠交错过渡带，发展种植业获取短期利

润，将资源产业剩余利润隐性地转移到自己企业受益

中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开荒饥渴和加大对用于生态

需水量的掠夺，造成了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和水资源

的巨大浪费。开征生态税不仅增加了生产者和消费

者的成本，迫使他们减少污染和浪费公共资源，从而

达到维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国家可

将生态税收入用于生态与环境治理投入上，从而缓解

生态治理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问题［"］。

针对艾比湖流域土地开发过快增长的现实，开

征生态税，可以抑制不合理的开发行为并为生态环

境的治理提供费用。根据生态专家的研究结论，生

态资源的经济价值仅为其生态价值的 * - **，考虑到

恢复治理费用，则将更高，如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

为艾比湖生态环境的保护调水 ./# 亿 &.，直接工程

投资需 ,# 亿元，单方水投入高达 *./.. 元。根据博

州专家顾问团对 *++)—*++( 年 . 年风沙造成的经

济损失值为 ,,*+# 万元（当年价），占 *++)—*++( 年

. 年第一产业产值平均产值的 ,./0"$。预计博州

’##0 年第一产业产值为 *.’### 万元，按 *++)—*++(
年 . 年损失率预测，’##0 年风沙天气可能造成的经

济损失为 "00"* 万元。根据《博河精河流域修编规

划报告》计算，在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 亿 &. 条

件下，’### 年入湖水量应为 "/.# 亿 &.。而 ’##) 年

水资源量为 ’0/0) 亿 &.， （下转第 (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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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 !"% 万 &’ ( )&#。

! *" 建议

#$ 保障塔河生态用水比例。目前 + 条源流的

水资源开发利用比例已接近 ,-.，输入塔河干流的

水量仅占天然来水量的 ##"’.。有关专家建议，需

留出 %-. 的水保障生态需求，以维系沙漠地区的河

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 明晰水权，加强水权管理。加强水资源管理

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核算水资源使用价

格，通过合理配水和完善的水费制度，加快节水型社

会建设步伐，逐步建立起水资源利用的激励制度

———水市场，并在水资源的管理中注重加强水资源

利用的环境效益。

&$ 从政策上采取措施，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明

确塔里木河干流是一条生态河流的理念，以生态建

设为根本，农业开发和经济开发必须服从生态安全，

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实行严格的用水监督管

理。压缩平原水库减少蒸发；兴建山区控制性水库，

提高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的调控能力；在源流区以

农业节水为重点，新增各级防渗渠道，完成田间配套

工程面积，减少无效耗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

益；干流区以河道疏浚整治为重点，保证塔里木河干

流的输水通道畅通，长流不息。

’$ 加强科技手段，不断完善水文水资源、生态

环境监测体系，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监测和信息处

理现代化水平，增加投入和经费支持，建立长效机

制；加强生态演变规律分析研究和环境效应评估，为

塔河的生命健康和实现治理目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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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湖水量仅为 %"!’ 亿 &’，说明经济社会用水量与

#--- 年相比存在 ’",, 亿 &’ 的增量，若扣除不可利

用量，尚有 #"2 亿 &’ 引水增量。由此可以推算每增

加 !&’ 用水量，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就会给经济社

会产生 !"22 元的经济损失，同时造成 #!",2 元的生

态价值损失。因此，笔者建议将 #--- 年以后增加的

不在流域规划范围内的灌溉面积，全部退出，将其引

水量退还艾比湖；或者对其引水量收取 !"22 元 ( &’

经济损失补偿、-"-% 元的现行水费与 #!",2 元生态

补偿费之和 #’"2’ 元的水价，为现行水价的 +3,"1
倍。目前的土地开发行为，不属于农民集体行为，或

由农民受益；多属于个体行为，属少数人受益，其收

入无益于农民增收也无益于国家、社会，仅属于纯粹

个体侵占公共资源而破坏社会公众共有生态环境的

有害经济行为，应当征收高额税收或者生态补偿费

与经济损失补偿费予以限制，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予

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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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由于作者校对原因，本刊 #-!! 年第 + 期第 1!
页右栏的主要结论中的第 ! 句话“通过分析，可明显

看出在 78、78 未参评时⋯⋯”，应为“通过分析，可

明显看出在 78、78 参评时⋯⋯”，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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