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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导向的水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

赵钟楠,张　 越,黄火键,田　 英,袁　 勇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北京　 100120)

摘要:分析了我国水环境问题的特点、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机理与表征,探讨了水生态文明的概

念内涵及其主要特征,认为水生态文明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

现水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为目标,形成用于规范人类涉水行为,贯穿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
节约、保护等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等各环节的一整套理念、技术和管理成果体系;人水和

谐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健康是水生态文明

建设的两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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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problem orientation∥ZHAO Zhongnan, ZHANG
Yue, HUANG Huojian, TIAN Ying, YUAN Yong (General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Planning and
Design,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120,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s in China,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are analyzed.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re discussed. It is believed that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iming at ensu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stable and healthy aquatic ecosystem,
forming a system of concepts,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achievements to regulate human behavior of using water, which
runs through all aspects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governance, allocation, con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as well as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water is the soul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su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ing stable and healthy
aquatic ecosystem are two basic poi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quat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ter resources; water environment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人类意识到不能一

味地向自然索取,需要确立人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

发展观[1-2]。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提

出了“生态文明” [3-4]。 水是最重要的生态要素之

一,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自 2013 年

我国提出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以来,关于水生态文

明的理论研究不断涌现[5-14],但总体来看,目前对于

水生态文明的认识仍存在一定的偏差,或过于理论

化,把水生态文明看成一种文明形态;或过于片面

化,认为水生态文明等同于水生态保护治理或是水

生态工程建设。 生态文明以及水生态文明的提出,
始终是针对解决系统复杂的生态问题的现实需求。
认识水生态文明,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

笔者在系统总结中国水生态环境问题特点的基础

上,从机理上分析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

表征形式,以问题为导向,提出了水生态文明的概念

内涵与主要特征,旨在为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理论借鉴。

1　 我国水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

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水资源量不足、水资源

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匹

配,这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水情。
1. 1　 水生态涵养空间和能力不断退化

近年来,我国水源涵养区、河湖湿地、蓄洪滞涝

洼淀、水生生物栖息地等水生态涵养空间不断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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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功能不断退化,水生态空间格局变化显著。 根

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水蚀、风蚀)为 295 万 km2,占国土面积的 31% 。
根据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北方地区调

查的 514 条河流中,2000 年有 49 条河流发生断流,
断流河段总长度7 428 km,占断流河流总长度的

35% (图 1)。 河湖面积大量萎缩,对比 1950 年,面
积大于10 km2的湖泊现有面积仅占原先的 72% ,萎
缩面积达到1. 4 万 km2;在 230 余个萎缩的湖泊中

89 个彻底干涸。

图 1　 中国河流断流长度

1. 2　 河湖水沙循环条件变化显著

人类活动对下垫面影响剧烈,许多河湖的水文

条件、泥沙输移状况较之历史有较大变化,河湖水文

生态过程变化显著。 根据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调查

评价成果和水资源公报,我国部分流域水资源量减

少,北方的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 1991—
2010 年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比 1961—1990 年分别减

少 19% 、17%和 8% 。 海河、黄河主要控制站 1980—
2010 年平均径流量比 1950—1979 年分别减少了

65%和 56% 。 江河径流减少导致其输沙能力减弱,
部分河段淤积加重;同时水沙条件变化改变了原有

的径流、泥沙、河床边界之间的动态平衡,导致河床

下切、河岸崩塌、河势摆动严重,甚至河湖连通关系

发生变化。
1. 3　 水生态环境承载约束日益趋紧

特殊的水情条件、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加上不

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带来了水资源短缺和水污

染严重等问题,使得我国大部分区域水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 北方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

利用问题较为严重,海河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 106% 、82% 和 76% 。
全国 32%的河流、11%的湖泊和 35%的水功能一级

区,其污染物承受量超过了纳污能力。 全国有 21 个

省(市、区),近 30 万 km2 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年
均超采地下水约 170 亿 m3。
1. 4　 水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不完善

我国目前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依然不健

全,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的编制、实施、投资、护理

运行等缺乏区域间、部门间的协调和统筹,相关工作

主要还是依靠行政推动。 水生态保护监测体系尚不

成熟,无法为水生态状况的监控、预警、追责、评价提

供基础支撑。 敬水爱水护水的传统意识理念淡化,
自觉节约水资源、保护水资源、亲近水资源的理念与

意识缺失。 水文化传承延续问题突出,水文化遗产

遭到破坏,部分文化传承的载体不复存在,水环境保

护宣传较为滞后。 综上,当前中国水生态环境问题

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问题的关联性,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等新老问题相互交织、互相

影响;二是问题的全局性,水的流动性、循环性特点

所决定的单一、局地的水问题往往与多种、多地的水

问题相互连接,形成了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三是

问题的复杂性,从单纯的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
水生态退化等问题,向更为系统、复杂的形态演变,
很多问题已经难以通过简单具体的指标表征。

2　 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机理与表征

水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演化,从根本上来说

是人类活动影响了水与其他生态要素耦合形成的水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产生的结果[15-17]。 人类

活动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水循环

的路径、强度而实现的。 影响的结果,则可以用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来表征。
2. 1　 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

水作为一种生态要素,其自身运动转化规律决

定了水生态系统具有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显著特征。
水通过水循环的方式,经由蒸发、降水、渗透、地表的

流动和地表下的流动等多种途径,在自然界中不断

转换其状态和位置[18]。 水循环把水这一生态要素

与其他生态要素相结合,形成了各种以水为载体或

为重要要素的生态系统。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的产

生、发展和演化,都是通过水循环方式进行关联:通
过水循环,水支撑着不同水分赋存条件下的生态系

统;通过水循环,水在塑造地貌、维持生境以及调节

净化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水循环,水不断进

行能量转换和物质迁移,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动态演

化。 在没有人类活动之前,水循环主要以天然的方

式进行,称之为“天然水循环”。 有了人类之后,人
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水的开发、利用、治理、
配置、节约、保护等形式,与水发生关系,产生了涉水

行为,形成了人水关系,产生了“天然—人工”二元

水循环[19]。 这种二元水循环模式,改变了原来天然

水循环的一元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人
类的各种涉水行为改变了水循环的路径,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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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水循环”:通过大规模取用耗排水,在自然循

环的“降雨—蒸发—径流”的路径之外,增加了人工

侧支循环;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影响了水循环的动力

条件:通过改变下垫面条件,改变水循环的参数特

性,影响水循环通量(图 2)。

图 2　 人类活动对自然水循环的影响

人类活动深刻影响了自然水循环,打破了原有

自然水循环的稳态,加上水循环各要素、各过程之间

的相互关联、相互传递,逐渐从单一影响变成系统影

响,产生了全局性的变化,进而导致一系列水问题的

出现。 可以说,目前众多的水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由于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打破了原有自然

水循环的稳态而形成的。
2.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水生态环境问题的表征

生态系统服务又称“生态服务”,由 20 世纪八

九十年代由 Costanza 等[20]提出,他们认为生态服务

即“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福利”。 根据联合国《千
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支持服

务、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 4 类。 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其
本质就是水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不健全、不完

整、不可持续。 以供给功能为例,如果对水资源的开

采速度超过了水资源更新的速度,则水资源供给这

一服务功能将不断退化,或无法提供经济社会需要

的水量,或无法长时间稳定供给经济社会用水需求

等。 而水问题的解决,其表现就是水生态系统提供

的服务功能健全、完整、可持续。 从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角度来看,人与水的关系要更加系统、全面。 而为

了维持和保护水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就需要采取

多种手段,从更加系统、全面、均衡的角度来处理人

水关系。
因此,从水循环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角度看,水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活动影响

了自然水循环的过程,打破了原有系统的稳态,并且

由于水循环的相互关联和传递,形成了整个水循环

的系统性变化,从而使得稳态下的水循环提供的各

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结果就是各种水生态环

境问题的产生。

3　 水生态文明的概念与内涵

3. 1　 概念

从有关机理和现实背景出发,水生态文明回答

的是如何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破解水问题,以及如

何围绕“水”这一生态要素来推进和保障生态文明

建设。 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水生态文明是以

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为目标,形成用于规范

人类涉水行为,并贯穿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
置、节约、保护等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管理等各

环节的一整套理念、技术和管理成果体系。
3. 2　 内涵

水生态文明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理念,即人与自

然共生,落实到水上即“人水和谐”。 其基本要求是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健

康,一方面保障人类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保障水生态

发展需求;根本方法是“两个贯穿”,即贯穿于水资

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等各方面和水

利规划、建设、管理等各环节,即所谓涉水行为的全

过程;内容实质是理念、技术和制度“三位一体”。
人水和谐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 人是社会

经济活动的主体;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性和战略性自然资源;和谐是和睦协调之意,是对立

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具体、动态、相对、辩
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助合作、互
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 人水和谐就是

人类社会与自然水体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状态,即
自然水体在维持和更新水体循环能力的前提下,能
够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久远的

水源支撑和保障。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水生态系统稳

定健康是水生态文明建设两个基本点。 这两个基本

点通过人水和谐的核心实现辩证统一。 一方面,水
生态文明不是抛弃经济社会发展,而是更好地保障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既是“以人为本”这一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要求使然,也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落

脚点;另一方面,水生态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水生态

系统的健康稳定,一个良好、健康、稳定的水生态系

统,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外部环境,也是

人水和谐理念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过于重视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忽视了水生态系统自身发

展的需求,从而导致了各种水问题的出现,最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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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社会发展。 水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扭转这种

失衡,把保障人类发展需求和保障水生态发展需求

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两个贯穿”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法。

水的特点决定了人类涉水行为必然要遵循水循环的

规律,在水循环的不同阶段和环节,发生不同类型的

涉水行为,也产生相应的水问题。 要实现人水和谐,
必然要全面、系统地规范这些涉水行为。 这些涉水

行为从水循环的阶段来看,包括水的开发、利用、治
理、配置、节约、保护等方面;从先后顺序来看,包括

规划、建设、管理等环节。 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环节

相互嵌套,形成了一种二维结构的涉水行为全图。
“两个贯穿”正是从不同维度入手,对整个涉水行为

进行调整。
理念、技术和管理涵盖了人水关系的 3 个方面。

理念涉及精神层面,体现在涉水文化的自觉自律;技
术涉及物质层面,体现在涉水资产的充盈高效;管理

涉及制度层面,体现在涉水制度的完善有力。
涉水文化的自觉自律也反映在 3 个方面。 一是

公民认知水平较高。 公民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

源泉,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事做起,点点滴滴

地爱水、惜水、护水,就可以汇成蓬蓬勃勃的水生态

文明建设力量。 只有全民真正做到节约用水、珍惜

水资源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二是企

业自觉遵守水公德。 水生态环境问题与企业活动密

不可分,企业既是造成水资源浪费的用水大户,也是

水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 企业理应承担起保护环境

的重要责任,“谁污染、谁治理”,企业的责任不言而

喻。 热爱自然、保护环境是当今时代社会公德的重

要内容,对每个企业都是一个严肃的公德课题。 企

业应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水环境,承担起与

其利益相对应的社会责任。 三是政府有效担当责

任。 水生态文明建设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

在水生态文明建设中负有财政责任、制度责任、监管

责任、社会整合责任。 政府的财政责任在于建立稳

固持续的财政投入机制,确保水环境治理的资金到

位。 政府的制度责任体现在构建水环境治理制度体

系、解决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上。
政府的监管责任通过强化对水环境问题的监督和管

理责任,以保证监管的效力。 政府的社会整合责任

在于统筹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参与和支持,实现水

生态文明的社会共建。
涉水资产的充盈高效主要反映在 3 方面。 一是

水资源保障的充足。 一方面满足经济社会用水的需

求,即通过水资源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使经济社会

发展有充足、洁净的水资源;另一方面满足生态环境

用水的需求,保证生态环境健康和良性发展所需的水

资源充足。 二是水利工程设施的充足高效。 水利工

程是一种重要的涉水资产,是人类水资源开发、利用、
保护、治理的主要载体。 水利工程设施的充足高效,
一方面是各类水利工程数量充足,运行高效;另一方

面水利工程体系完整,布局合理。 三是河湖生态空间

的充足。 河湖空间是除了水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

水域资产,对维系水循环完整、输移物质能量、提供生

物栖息地等具有重要作用。 河湖生态空间的充足和

保护有力,也是涉水资产充盈的一个重要方面。
涉水制度的完善有力也反映在 3 方面。 一是制

度健全。 制度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

了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的正常

开展而制定的具有法规性、指导性与约束力的应用

文。 为保障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健全

的水管理制度,形成涉及水生态保护、治理、修复的

体系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落实有力。 制定的

各类制度可操作性强,能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和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

引。 三是监管得力。 要确保制度取得实效,监管得

力是重要的保障,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构
建完善的监测体系,加强实施效果相关指标的监测;
另一方面是建立完备的追责机制,要把对水生态环

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和问责制度作为评估相关领导

政绩的重要内容,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

的,要依法追究监管责任。

4　 结　 语

水生态文明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保障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为

目标,形成的用于规范人类涉水行为,贯穿于水资源

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等各方面和水利

规划、建设、管理等各环节的一整套理念、技术和管

理成果体系。 人水和谐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水生态系统稳定健

康是水生态文明建设两个基本点,根本方法是“两
个贯穿”,内容实质是理念、技术和制度的“三位一

体”,涉及精神层面,技术涉及物质层面,管理涉及

制度层面,涵盖了人水关系的 3 个方面。 未来将通

过对实践的总结和研究,进一步完善充实水生态文

明概念内涵,把握水生态文明的理论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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