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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文明的内涵及评价体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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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水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由两个系统(水生态系统及社会经济系统)、6 个对

象类型及 20 个指标共 3 层构成的水生态文明多层评价指标体系。 在评价方法方面,引入了弹性分

级评分系统。 分级评价标准考虑了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和经济社会特点,将水生态文明状况划分

为五级,以体现不同地区水生态文明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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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cept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NG Kewang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 hierarchic three鄄layer indicator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a system layer, an object layer, and an indicator layer, is proposed for assessment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five鄄grade elastic classification system is developed to address various degrees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atus. Natural and socio鄄economic condition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classification
of th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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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水不仅是人类生存和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也
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是生态保护的基础和

前提。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社会

发展的新阶段,水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

体体现,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天人合

一冶这种中国哲学思想的最新诠释。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也给水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压力,建设水生态文

明是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国人口增加了 1郾 5 倍,经济更是实现跨越式发

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再加上相对落后的工业产

业结构,对水土资源的需求快速增长。 现状的水资源

开发利用量已是解放初期的 6 倍[1]。 1949 年全国水

库仅 20 多座,目前已经超过 8郾 78 万座[2],2010 年的

全国有效灌溉面积是 1949 年总灌溉面积的 4 倍。 但

是,在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同时,水生态方面的代价

也是很显著的。 我国水资源禀赋条件并不优越,人
均、单位土地占有水资源量少,地区分布不均且与生

产力布局不相匹配,年际年内变化大,水资源开发利

用难度大。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 28 412 亿 m3,列世界

第 6 位,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28%;单位耕地占有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50%。 一些地区尤其是一些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已经

过度开发并诱发了生态环境问题,工业化及城市化带

来的污染压力有增无减,水功能区达标率不足 50% [1],
水生态系统保护的形势十分紧迫。 如何协调好生活用

水、生产用水和生态用水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战略课题。 水生态文明建

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战略性任务。

1摇 水生态文明的内涵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概念的延伸。 文明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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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生态文明是指人

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

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水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

保护水生态系统、实现人水和谐发展方面创造的物

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水生态文明指的是人类的行

为,而不是仅考虑水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随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人向自然界的索取越来越多,不断影

响和改变自然,而大自然的退化又对人类生存和发

展形成制约甚至惩罚。 因此,水生态文明建设比水

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具有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视

角、更丰富的内容。 水是各类生态系统(以生物为

核心,生物都需要水)最重要控制因子,人类不合理

的用水、耗水、排水以及河湖占用引发了生态系统尤

其是水生态系统的退化,并危及社会的长远发展。
因此,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
其核心和灵魂。

为了创建生态文明,需要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基本政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 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

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水生态文明既然是人类在保护水生态系统、实

现人水和谐方面的各种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与
此无关的不应该归为水生态文明范畴。 例如,防洪

安全是保护人类社会安全的重要工作,但其本身可

能存在对自然水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水库与水

电站建设同样属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其对水

生态健康也可能存在不利影响。 供水、防洪、航运、
水力发电等都不能算水生态文明建设,但在这些工

程的建设及管理中,兼顾水生态系统保护的工程设

计、施工、管理等方面内容却属于水生态文明建设范

畴,例如,大坝的鱼道设计、生态堤防、滞洪区的生态

管理模式、水库的生态调度等。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建设节水型社会、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加大

水污染防治力度、改善水环境治理、实行清洁生产、发
展绿色产业、开展水土保持,以及水教育等,都属于促

进人水和谐的重要工作,是水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
总之,水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了保护水生态系统

所做的各种努力及其成果,是对传统的侧重强调社

会经济服务的纠偏,是水利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不可

将与水相关的各项工作均列入水生态文明的建设。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传统水利工作内涵的升级,是落

实新时期民生水利、生态水利建设的重要方向。

2摇 水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我国有关部门曾进行过生态省、生态市等的评

价和评比[3]。 山东省出台了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地

方标准[4]。 总体上,水生态文明状况评价技术方法

还处于探索阶段,实践检验较少。 国外研究的较多

的是河流健康方面的评价。 水生态文明状况需要进

行科学客观的评估,通过评估,识别在水生态文明方

面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的工作提供方向指引。
2. 1摇 评价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

建立水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需要考虑如下原则。
2. 1. 1摇 系统性及针对性

水生态文明状况评价要以经济社会系统为重

点,以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为标尺,遵循人水系统作

用的规律。 社会经济系统的评价不仅要考虑水的

供、用、耗、排等全过程,也要考虑人的水生态保护意

识和爱水护水的理念。 自然水生态系统也要兼顾陆

面产水过程以及河道、地下水、湖泊、湿地、河口的系

统水循环过程。
2. 1. 2摇 因地制宜,分区分类

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区域气候及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差异很大。 在评价水生态文明状况时,应考虑不

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例如森林覆盖率、人均水面面积、
人均绿地、河流生态流量等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2. 1. 3摇 定量可比性和相对性

一个地区的水生态文明状况是相对的,不是绝

对的,应确定定量指标并进行分级,而不能机械地确

定一个指标值,低于这个标准就是不文明的,否则就

是文明的。 尤其是经济社会指标方面,要考虑国际

国内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制定分级指标阈值,作为

评判一个地区水生态文明状况的参考。
2. 1. 4摇 指标的简单实用

水生态文明状况评价不仅为了评价人水关系状

况,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识别水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
分析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文明的要素,并为发展

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因此,评价指标应简

单实用,代表性和独立性强,有资料基础。
2. 2摇 评价体系框架

既然水生态文明是促进水生态系统保护和人水

和谐的工作,在评价一个地区水生态文明状况时,必
须考虑两类系统性指标。 一类是水生态系统健康状

况指标,另一类是经济社会系统指标。 前者已经有

很多的研究成果,包括澳大利亚的溪流状况指数、我
国水利部发布的河流健康评估标准以及很多学者提

出的河流健康评价方法[5鄄8]等,主要考虑自然水生态

系统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生物完整性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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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社会系统的指标,重点是人类节约用水、清
洁生产、保护生态意识等方面的水利用、水管理和水

文化教育等方面。 因此,笔者建议制定的水生态文

明评价指标体系由系统层、类型层和评价指标层共

计三层次构成,见表 1 所示。

表 2摇 水生态文明评价标准

评价
等级

当地地表
水开发

利用率 / %

城市
不透水陆
面比例 / %

地下水
超采

面积比 / %

水功能区
达标率 / %

城市水面
面积率淤 / %

水土流失
治理率 / %

生物栖
息地

状况评价

珍稀(土著)
鱼类损失

指数

用水总量
控制红线
达标率 / %

万元工业
增加值新鲜
用水 / m3

玉 0 ~20 0 ~ 40 0 ~ 5 100 ~ 95 20 以上 100 ~ 90 自然 0 ~ 10 100 ~ 90 0 ~ 5
域 20 ~ 40 40 ~ 50 5 ~ 10 95 ~ 80 20 ~ 15 90 ~ 75 良好 10 ~ 20 90 ~ 80 5 ~ 10
芋 40 ~ 60 50 ~ 60 10 ~ 20 80 ~ 60 10 ~ 15 75 ~ 60 一般 20 ~ 40 80 ~ 70 10 ~ 20
郁 60 ~ 80 60 ~ 70 20 ~ 30 60 ~ 40 10 ~ 5 60 ~ 30 干扰 40 ~ 70 70 ~ 50 20 ~ 40
吁 80 ~ 100 70 ~ 100 30 ~ 100 40 ~ 0 5 ~ 0 30 ~ 0 丧失 70 ~ 100 50 ~ 0 >40

评价
等级

生活
节水器具
普及率 / %

农田灌溉
水有效利用

系数

入河污染
物总量

达标率 / %

用水
计量率 / %

取水许可
实施率 / %

计划用水
实施率 / %

水资源
管理考核
合格率 / %

入河排污口
监控率 / %

公众对水
生态文明
认知度 / %

水文化的
挖掘及保
护程度 / %

玉 100 ~ 90 1 ~ 0郾 7 100 ~ 95 100 ~ 80 100 ~ 90 100 ~ 90 100 ~ 95 100 ~ 90 100 ~ 80 100 ~ 90
域 90 ~ 80 0郾 7 ~ 0郾 6 95 ~ 80 80 ~ 60 90 ~ 80 90 ~ 80 95 ~ 85 90 ~ 80 80 ~ 60 90 ~ 80
芋 80 ~ 70 0郾 6 ~ 0郾 5 80 ~ 60 60 ~ 40 80 ~ 70 80 ~ 70 85 ~ 70 80 ~ 70 60 ~ 40 80 ~ 60
郁 70 ~ 50 0郾 5 ~ 0郾 4 60 ~ 40 40 ~ 20 70 ~ 40 70 ~ 40 70 ~ 40 70 ~ 50 40 ~ 20 60 ~ 30
吁 50 ~ 0 0郾 4 ~ 0 40 ~ 0 20 ~ 0 40 ~ 0 40 ~ 0 40 ~ 0 50 ~ 0 20 ~ 0 30 ~ 0

摇 摇 注:淤水面面积率应按照全国分区制定,分别划分东北(黑吉辽蒙)、华北(京津冀鲁豫)、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华东及华中(苏浙沪湘鄂

等)、华南(闽粤赣皖等)、西南(青藏桂云贵川),下同。

表 1摇 水生态文明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对象

类型层
指标层
序号

评价指标

水生态
系统

社会
经济
系统

水资源

水环境

水生生物

水利用

水管理

水文化

1 当地地表水开发利用率

2 不透水陆面比例

3 地下水超采面积比

4 水功能区达标率

5 城市水面面积率

6 水土流失治理率

7 生物栖息地状况指数

8 珍稀(土著)鱼类损失指数

9 用水总量控制红线达标率

10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11 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12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13 入河污染物总量达标率

14 用水计量率

15 取水许可实施率

16 计划用水实施率

17 水资源管理考核合格率

18 入河排污口监控率

19 公众对水生态文明的认知度

20 水文化的挖掘及保护程度

3摇 水生态文明评价标准及方法

3. 1摇 标准值

水生态文明是针对一个地区的相对的概念,这
个相对性既包括横向上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也考虑纵

向时间上与过去的比较。 因此,进行水生态文明评价

不可机械因为某一个约束性指标来判断是否文明。
笔者建议对上述指标体系中的 20 项指标进行

分区分级量化,考虑国际和国内水平,提出 5 个变化

范围,分别赋予玉、域、芋、郁、吁五级,见表 2。
上述指标既有对评价区总体评价的指标,也有

按单元分区评价的指标,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的考

核合格率是对该地区及其下级单元考核评价结果的

综合反映。 地表水开发利用率按照本地地表水的河

道外耗水量占当地地表水资源量的比例计算,用水

计量率等监控方面的指标宜采用监控的水量权重计

算监控率。
3. 2摇 评价方法

不同的评价指标其作用也有一定的差异。 应该

对重要的指标赋予更高的权重,综合评价一个地区

的水生态文明程度,见表 3。
表 3摇 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P

当地地表水开发利用率 0郾 10
城市不透水陆面比例 0郾 05
地下水超采面积比 0郾 10
水功能区达标率 0郾 10
城市水面面积率 0郾 05
水土流失治理率 0郾 05

生物栖息地状况指数 0郾 03
珍稀(土著)鱼类损失指数 0郾 05
用水总量控制红线达标率 0郾 08
万元工业增加值新鲜用水 0郾 05

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0郾 0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郾 05
入河污染物总量达标率 0郾 05

用水计量率 0郾 04
取水许可实施率 0郾 02
计划用水实施率 0郾 02

水资源管理考核合格率 0郾 05
入河排污口监控率 0郾 03

公众对水生态文明认知度 0郾 03
水文化的挖掘及保护程度 0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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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根据评价区的基础数据,评价得出该地区的水

生态文明状况指数 EECI。

EECI = 移 IiP i

其中 Ii 和 P i 分别为第 i 项指标的标准值(表 2)和
该指标的权重值(表 3)。 根据 EECI值评判一个地区

的水生态文明状况。
应该指出,水生态文明状况是相对的,因此,没

有文明和不文明的截然界限和标准,只有相对优劣

之分。 利用该指标体系,一个地区也可以评价随时间

的水生态文明进步情况,为考核评比提供技术依据。

4摇 结语与建议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继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后

更高层次的水利工作,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工作的

落脚点。 开展水生态文明创建和评比,有助于落实

“十八大冶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美丽中国的战略

指示精神。 同时,该项工作也是探索性较强的新挑

战,需要在实践工作中不断丰富、调整和发展。 笔者

提出的指标及分级方法仅是初步探讨,需要在工作

中不断修改和完善。
创建水生态文明的目的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维护河湖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实现人水和谐。 不

能偏离水生态文明正确方向,打着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旗号,脱离水资源条件,片面进行水景观建设。 城

市化是我国今后发展的重点,城市水生态文明是实

现新型城市化、建设蓝色城市文明的基础。 要积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资源利

用效率,减轻城市化进程中对水生态系统的压力。
因此,水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发展和保

护的关系,在保护中求发展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准则。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被动、消极地保护

水生态系统,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保护,在保护前提

下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通过经济发展反过来再

促进水生态保护等公益事业,实现发展和保护的良

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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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水污染防治计划正在拟定 两万亿投资护航美丽中国

随着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环保产业渐渐进入黄金期。 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测算,目前

我国环保产业产值已达 1 万亿元,至 2015 年,这一数字将达 4. 5 万亿元。
即将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对工业企业环保做出更严格规定。 “工业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一直是大难点,以前是‘谁污染谁负责爷,今后将是‘谁污染谁付费爷,将污染治理问题交给专业的第三方冶。
据悉,未来环境保护主要着重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制定过程中。 据测算,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资 1. 7 万

亿元,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 2 万亿元。
(本刊编辑部转摘自 http: / / www. epday. com / html / 83 / n鄄2648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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