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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水环境现状及流域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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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流域尺度研究北京市水环境时空特征,综合分析流域水环境现状。 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
流域水环境质量时空异质性显著,上游流域地表水水质显著优于下游流域,地表水体流经中心城区
后,水质开始恶化,表明中心城区仍是流域污染的主要来源。 2018—2019 年地表水水质类别月际
间波动明显,表明地表水体并未持续改善,为陆域非点源和点源污染输入、内源污染释放与河流生
态环境用水严重不足等多重因素所致。 提出加大流域污染源头整治力度、全面推进中心城区海绵
城市建设、继续增加河流生态环境用水补给、探索水环境治理领域市场有效引入机制、强化流域水
环境综合协同管理等北京市流域综合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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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environmentstatus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watershed in Beijing∥LUO Xiaolin1,2, YIN
Changwen3, ZHANG Guoxin1,2, LIU Yi1,2, NIU Cunwen1,2, HAN Feng4(1. Department of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Hydropower Development, 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 Beijing 100038,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im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Water Cycle in River Basin, Beijing 100038, China; 3.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enter of Shandong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Jinan 250100, China; 4.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Beijing were studied at the watershed scale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water environment status of the watershed. The results show a pronounce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in the Beijing watershed. The surface water quality in the upstream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downstream. After the surface water flowing through the central urban area, the water
quality began to deteriorate, indicating that the central urban area was the main source of watershed pollution. The inter-
month fluctuation of surface water quality categories from 2018 to 2019 was notable,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surface water
bodies had not continued to be improved. It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combined factors of non-point and 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put from upland area, the release of internal pollution as well as the lack of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ter.
In the e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watershed in Beijing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source
control of watershed,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nge city in central urban area,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riv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ter, exploring effective introduction mechanism of w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market, intensifying comprehensive an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of the watershed water environment and so on.
Key words: water environment;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water conservanc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watershed scale; Beijing City

　 　 北京市城市化进程较快,长期以来水资源消耗
强度位居全国最高水平[1],面临着城市供水、水资

源短缺、水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诸多资源与环境问
题。 北京市水资源短缺的高度随机性归因于可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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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多变性:人口驱动下水资源短缺趋势加剧;而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用水效率提高,再生水、外调水
的使用以及家庭节水等措施,需求驱动下水资源短
缺趋势则略有下降[2]。 2018 年,北京市再生水供应
量已占总供水量的 27% ,主要用于城市绿化,河湖
补水所占比例较小。

近年来,北京城市河流污染已达临界水平。
Peters等[3]揭示了北京市 2013 年河流污染现状:丰
水期和枯水期分别有 28%和 34%的河流水质为Ⅳ
类及更差的类别。 同位素分析表明,城市废水为北
京城市河流主要污染源,城市污水对下游南部农村
河流影响更大。 2016 年研究数据表明,生活污水是
流域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北运河子流域硝酸盐的最主

要来源,丰水期和枯水期污染负荷高达 77． 59%
和 89． 57% [4]。

国家层面,2014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首
次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新时期 16 字治水方针,指出治水领域市场和政府的
作用都很重要。 2019 年 10 月 16 日,第 20 期《求
是》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5],指出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
子在流域”,强调治水应从流域整体出发,指明了治
水方向。 城市发展应遵循“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和要求,在全国水环境形
势非常严峻的背景下,2015 年,为切实加大水污染
防治力度, 国务院下发了 《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北京市非常重视水生态建设和水污染治理,
2013 年开始逐步执行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 / 307—2013《水污染综合排放标准》,处理后
的污水排放浓度显著降低。 2014 年以来,北京市应
用各类治水工程加大污水治理力度。 如北运河水系
的亮马河,2018 年 5 月、6 月的水质为Ⅲ类水体,7
月水质急剧恶化为劣Ⅴ1类水体。 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进京水为优质的Ⅱ类水体,能稀释河流的污染水
体,促进河流恢复水体的自净功能。 部分结余来水
已用于河流生态环境补水,增加了北京市河流的水
环境容量[6],但目前尚未有研究揭示调水工程对北
京市水环境具有整体提升作用。

北京市城市污水处理率高达 93． 4% ,但污水总
量基数大,污染排放负荷大,流域内仍残留大量的污
染负荷[7]。 水环境治理的根源是流域综合治理,存
在涉及范围广、所需资金大、治理要素多、治理任务
重、治理周期长等客观困难,管理上是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农业、水利、环保、园林绿化等多部门共

同承担,且流域治理过程监管严格,因此流域综合治
理被认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8-9]。 当前,亟须
全面客观评价北京市水环境质量变化,梳理北京市
近两年来的水环境治理措施和行动,提出水环境治
理的精准施策建议。 本文从流域水文过程和污染物
迁移的视角,运用河流空间信息叠加最新的水质监
测数据,对北京市近两年的水环境质量开展综合
评估。

1　 研究区概况

1． 1　 流域自然属性
北京市位于 39°23′N ~ 41°05′N,115°20′E ~

117°32′E,流域总面积 16 410． 54 km2。 北京市地处
华北平原西北部边缘,是平原与高原、山地的交接地
带,山地和平原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 61． 9% 和
38． 1% 。 北京市地处中纬度,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
季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雨、秋季秋高气爽、冬季寒
冷晴燥。 多年平均气温约为 11． 5 ℃,冬季、春季、夏
季和秋季的平均气温分别为 - 3． 1 ℃、13 ℃、24． 5 ℃
和 11． 4℃,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540mm。 密云区降水
量最多,顺义区最少。 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
南风。 城市绿化方面,北京市从 2012 年起连续大力
拓展绿色生态空间,受地貌影响和人类活动干扰,主
要有发育针叶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阔叶灌丛、灌草
丛、草甸 5 种植被。 2018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3． 5% ,森林蓄积量达 1 798 万 m3[10]。
1． 2　 流域的生态空间布局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将空间布
局设为六大功能区,划定总面积的 26． 1%为生态保
护红线区域,生态目标分别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
生物多样性维护和重要河流湿地,空间格局呈“两
屏两带”,即北部燕山生态屏障和西部太行山生态
屏障,永定河沿线生态防护带、潮白河 古运河沿线
生态保护带。 北京有 16 个市辖区,空间布局划分出
的一核、一主、一副、多点是人类活动最密集的城市
空间:一主为中心城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
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一副为城市副中心通
州新城区,是大城市病治理规划的关键区。
1． 3　 流域水资源概况

北京市属于海河流域,流域面积 10 km2及以上

河流共有 425 条;常年水面面积大于 0． 10 km2的湖

泊有 41 个,水面总面积 6． 88 km2。 大型水库有密云
水库、官厅水库、怀柔水库、海子水库。 北京市流域
河系由西向东依次为:大清河系、永定河系、北运河
系、潮白河系、蓟运河系五大水系,只有北运河发源
于北京市,其他均为过境河流,河流总体走向是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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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东南,最终汇入渤海。 北京市 2001—2017 年多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5． 1 亿 m3,其中地表水资源
量为 9． 1 亿 m3,地下水资源量为 17． 0 亿 m3。

2　 北京市流域地表水水环境现状及问题

2． 1　 黑臭水体现状
2015 年底北京市普查黑臭水体,调查发现全市

共有 141 条段黑臭水体,总长度 664． 77 km。 2018
年北京市对建成区 57 条段黑臭水体、非建成区 84
条段黑臭水体整体整治并公示了整治结果,约 90%
的黑臭水体均向好改善,黑臭水体的治理取得了初
步成效[11]。
2． 2　 地表水环境的时空变化

从流域视角来看,北京市北部流域地表水水质
显著优于南部地表水,西部地表水水质优于东部。 流
域内被划分为生态涵养区的地表水大部分为Ⅱ类水
体,水质既能满足涵养区生态功能的要求,也保障了
城市水源地的水质需求。 但地表水流经中心城区后
水质恶化,表明中心城区是流域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近年来,流域水体的时间变化趋势为 2018 年 1 月水
质较差,7 月有所好转,11 月变差;2019 年 1 月水体
继续恶化,7 月水质有所改善,11 月水质继续保持改
善趋势。 相较 2018 年,2019 年北京市地表水环境
主要污染指标平均浓度降低,劣Ⅴ类水质明显减少,
主要污染指标是氨氮、化学需氧量(COD)和生化需
氧量(BOD),北京市地表水污染类型属有机污染。

北京市有 4 条河流从通州区出境,分别是潮白
河、凤港减河、港沟河和北运河[12]。 根据《北京市地
面水环境质量功能区划》,4 条出境河流水质均为Ⅴ
类水体。 根据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基本项目的浓度值不能满足Ⅴ类水水质标准
的称为劣Ⅴ类水,对劣Ⅴ类水体进一步细化为劣
Ⅴ1、劣Ⅴ2、劣Ⅴ3、劣Ⅴ4类。 2018—2019 年的达标
情况(表 1)为:潮白河 2018 年 1—3 月、8 月,2019
年 1—2 月不达标,其他月份均达标;北运河 2018 年
1—2 月、5 月,2019 年 1 月和 4 月不达标,其他月份
均达标;港沟河 2018 年 1 月、2 月、4 月、5 月、7 月、
12 月,2019 年 1 月、3 月不达标;凤港减河 2018 年
只有 7 月和 9 月达标,2019 年达标月份增加至 7 个
月,自 4 月开始,水质开始有所改善。 从出境河流达
标的整体情况来看,2019 年较 2018 年有显著改善,
凤港减河持续改善效果最显著。 港沟河和凤港减河
水质改善的重要原因是属地政府“河长 +检长 +警
长”联手治理排污口,支流所在地区新建污水处理
设置,以及启动了凤港减河、港沟河水质提升项目河
道综合治理工程。

表 1　 2018—2019 年 4 条出境河流水质达标情况
Table 1　 Water quality compliance of
4 outbound rivers from 2018 to 2019

时间 潮白河 凤港减河 港沟河 北运河

2018 年 1 月 Ⅴ1 Ⅴ3 Ⅴ3 Ⅴ1

2018 年 2 月 Ⅴ2 Ⅴ1 Ⅴ1 Ⅴ1

2018 年 3 月 Ⅴ1 Ⅴ1 Ⅴ Ⅴ
2018 年 4 月 Ⅴ Ⅴ2 Ⅴ1 Ⅴ
2018 年 5 月 Ⅴ Ⅴ1 Ⅴ1 Ⅴ1

2018 年 6 月 Ⅴ Ⅴ2 Ⅳ Ⅴ
2018 年 7 月 Ⅴ Ⅴ Ⅴ1 Ⅳ
2018 年 8 月 Ⅴ1 Ⅴ3 Ⅳ Ⅴ
2018 年 9 月 Ⅴ Ⅳ Ⅳ Ⅳ
2018 年 10 月 Ⅳ Ⅴ1 Ⅳ Ⅳ
2018 年 11 月 Ⅴ Ⅴ1 Ⅳ Ⅳ
2018 年 12 月 Ⅴ Ⅴ1 Ⅴ1 Ⅳ
2019 年 1 月 Ⅴ1 Ⅴ1 Ⅴ3 Ⅴ1

2019 年 2 月 Ⅴ1 Ⅴ1 Ⅴ Ⅳ
2019 年 3 月 Ⅴ Ⅴ1 Ⅴ1 Ⅳ
2019 年 4 月 Ⅴ Ⅴ Ⅳ Ⅴ2

2019 年 5 月 Ⅴ Ⅴ Ⅴ Ⅴ
2019 年 6 月 Ⅳ Ⅴ1 Ⅳ Ⅳ
2019 年 7 月 Ⅴ Ⅴ1 Ⅴ Ⅳ
2019 年 8 月 Ⅴ Ⅴ Ⅳ Ⅴ
2019 年 9 月 Ⅳ Ⅴ Ⅴ Ⅴ
2019 年 10 月 Ⅴ Ⅲ Ⅳ Ⅳ
2019 年 11 月 Ⅳ Ⅴ Ⅳ Ⅳ
2019 年 12 月 Ⅴ Ⅲ Ⅲ Ⅳ

2． 3　 地表水污染成因分析
自 2003 年以来,北京市工业用水总量逐年稳定

降低[7]。 近几年来,随着北京市加大工业企业腾退
进程,2015 年工业用水量急剧降低,工业污染源不
再是流域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在城乡结合地区及农
村地区,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生活污水难以纳入市政
管网,或生活污水处理能力难以匹配生活污水产生
量,导致生活污水直排,生活污染逐渐成为流域地表
水污染的主要来源。 中心城区是流域下游水体的污
染来源,污染途径有面源、点源和河道内源污染。

研究表明,北京市水体中 COD和总磷的面源负
荷贡献超过了点源负荷,氨氮点源负荷贡献超过面
源负荷[13-14]。 北京市流域降雨径流对总氮的输出
负荷为 2 679 t / a,对总磷的输出负荷为 19． 03 t / a。
空间分布上,北运河子流域的面源负荷最高,该子流
域降雨对总氮的输出负荷为 2 042 t / a,对总磷的输
出负荷为 14． 51 t / a,降雨对总氮和总磷的输出负荷
均占全流域的 76% 。 输出负荷占比其次为潮白河
及永定河[15]。 位于北运河流域下游的通州区,河流
水体面源 COD 污染输入的贡献比为 69% ,面源 TP
污染输入高达 74% ,而点源 NH3 -N污染输入的贡献
比为 64% [13]。 由于水生态功能的破坏,入河污染
物无法有效降解,沉降并富集于底泥中,当上层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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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条件改变,通过再悬浮、再溶解方式向水体逐步
释放污染物,成为水体最直接的污染内源。 河流长
期资源性缺水,蒸发和渗透逐步消耗河道水量,缺少
新鲜水量补给,内源污染加剧。 在外源输入尚未得
到根本遏制和内源污染加剧的双重压力下,河流生
态系统短期内难以恢复,北京市流域地表水体治理
仍是严峻的问题。 如位于通州区的萧太后河已于
2017 年完成河道清淤、护岸拦污等综合治理工程,
但 2018 年 12 月起,连续 3 个月水质恶化为Ⅴ1类水

体,2019 年 3 月再生水补给河道,水质得到短暂改
善且达标,但是同年 5 月,由于降雨径流面源污染输
入,水质再度恶化为Ⅴ1类水体,直到 2019 年 8 月,
无降雨径流污染负荷的输入后,持续再生水补给,河
流水质开始持续改善至Ⅲ类水体。

3　 改善水环境的措施和行动

3． 1　 制定科学的治污策略
2019 年是北京市落实第 2 个治污三年行动方

案的最后一年,治污重点是北运河子流域,采取了截
污纳管、雨污分流、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农村治污、
加快上游流域水污染治理等工程手段。 第 3 个三年
行动方案已于 2019 年 7 月开始,治理区域将由城镇
延伸到农村地区,治理对象从黑臭水体治理延伸到
小微水体整治,治污模式从点源污染延伸到面源污
染,工程措施转向运行管理[16]。
3． 2　 稳步推进河湖长制

河湖长制是我国对治水提出的一项创新制

度[17-18],明确了自然资源管理的责任人,可以实现
对水环境治理的定责、协调和监管。

a. 实现河湖长制的常态化。 属地政府以实施
河湖长制为契机,积极推动河湖长制的常态化。 落
实日常检查和常态工作,各级河湖长落实属地责任,
加强监督巡河。 加强对基层服务,基层有所呼,河湖
长办公室有所应。 明确责任分工,安排专人与专区、
各流域进行工作对接,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 明察
与暗访相结合,沉入基层,多到一线实地了解情况。

b. 推动河湖长制的精细化。 提出“八率”要
求,分别是“巡河效率、河道覆盖率、问题发现率、问
题重合率、问题遗漏率、整改率、巩固率、反弹率”。
属地政府组织加快编制“一河一策”方案:按规定时
间节点完成任务;提高方案质量,内容全面,符合实
际;对问题点位做好准确定位。

c. 夯实河湖长的民众基础。 全面加强宣传工
作:加强学校、机关、社区等对河湖长制的政策宣讲
解读。 号召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在线举报河湖问
题。 积极参与优美河湖评选:向市民展示 2020 年以

来北京市河湖治理成果,提升百姓的获得感。
d. 强化对河湖长的督查考核。 在清河行动、清

四乱工作中将相关信息报送到执法部门,针对被媒
体曝光的排污行为进行分类、分区、分流域统计,每
月通报,作为年底考核河湖长的依据。
3． 3　 完善落实区域联动管理机制

生态和环境问题根源于资源的外部性[19-20],生
态环境的潜在破坏是无法直接进行补偿的。 流域上
游若为维护流域环境的清洁,其经济行为和社会行
为将受到约束或限制,流域下游则可从上游的清洁
流域中获益。 为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利益,迫切
需要构建一种公平、合理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 近
年来,探索流域生态环境的补偿是重点,也是难点,
环境、法学、经济等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术领域开
展补偿标准、补偿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论证[21]。 水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生态用水与社会经济用水的利益

冲突引起的,实践证明以行政区为单位的环境治理
方式并不能根治水环境问题,水环境治理倡导建立
区域合作机制。 北京市政府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试行《北京市水环境区域补偿办法(试行)》 [22]后,
全市各区应缴纳的水环境区域补偿金总额逐年减

少。 该办法有效督促了属地政府开展治水工作,并
取得了阶段性效果。 京冀两省市政府合作,开展联
防联控,共同划定官厅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签订
补偿协议,联合跨行政区的水环境专项执法行动和
执法检查。
3． 4　 加快推进水利环保工程措施建设

水利环保工程措施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北京市近年来加快推进利用水利环保工程
措施治理水环境,具体有:①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北
京市 2019 年新建设污水管网 200 km,升级改造原有
污水处理厂,中心城区的污水处理率达到 94% ,再
生水利用率达 11． 5 亿 m3。 ②继续推进雨污分流,
完成 36 km河流管线改造,完成中心城区 756 处雨
污混节点治理。 ③建设村庄污水收集处置设施。
④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包括河道治理、污染治理、生
态绿化、农田灌溉,既有水利设施也有环保设施。 如
建设连通城市滨水游憩通道、提供水工建筑物景观
设计、提升河岸绿化品质等工程。 ⑤推进海绵城市
试点。 北京市通州区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入选全国
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以来,采用“渗、滞、蓄、净、用、
排”等水利环保设施,消纳利用了 70%以上的本地
降雨。 海绵城市建设即是对洪水资源化利用,建设
水利环保工程设施需要考虑城市雨水径流中所含大

量污染物的净化问题[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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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推动调水工程发挥生态效益
周文华等[26]估算北京市城市河湖的河流生态

需水量最小值为 10． 45 亿 m3。 2018 年北京市处理
后的污水排向地表水体总量约为 8． 82 亿 m3,排放
水质满足Ⅳ类或Ⅴ类地表水水质要求;当年未处理
污水 1． 33 亿 m3,携带污染负荷极高。 与北京市城市
最小河湖生态需水量相比,水量缺口为 1． 63 亿 m3,
污染物负荷超过水环境容量。 再生水是北京市规模
第二的供水水源,但 2014 年以来数据显示再生水供
水量增长极为缓慢,未来新增空间有限。 92． 1%的
再生水用于生态用水,但限于城市绿地浇灌,河湖补
水比例很小,难以满足河湖生态环境需水的要求。
研究表明,河湖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确定首先要辨识
城市河流的综合功能,再进一步开发适宜的河流生
态环境水量模型[27]。 在控制断面采取分布式补水
方式也可以提高水质改善效率[28]。

作为国家重大的战略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生态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为受水区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强大外援,有效缓解了北京市资源型缺
水的难题。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
全线通水,2019 年 12 月,北京市累计接收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优质的Ⅱ类水体 52 亿 m3[29],部分优质调
水存入北京市的大中型水库和应急水源地,补充了
中心城区河湖的水量以及环境用水,北京市河流生
态环境正逐步恢复。 如截至 2019 年 8 月 25 日,累
计对永定河生态补水 2． 87 亿 m3,卢沟桥河闸累计
向下游补水 5 956 万 m3 [30]。 永定河的多年平均径
流量为 1． 47 亿 m3,若河流基础流量需水量取多年
平均流量的 10% [26],则永定河最小生态需水量为
1 470 万 m3。 可以认为永定河的生态调水满足永定
河最小生态需求量,对永定河生态恢复有显著贡献。
2018—2019 年,永定河平原段监测断面水质相对稳
定在Ⅲ类水体,可以认为永定河的生态补水效果非
常显著。

4　 水环境治理建议

4． 1　 加大流域污染源头整治力度
北京水环境治理持续性效果并不显著的根本原

因是源头污染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造成考核断面只
有部分月达标、水质反复恶化的现象,亟待加强污染
源头的整治力度。 流域内污染源具分散性、隐蔽性、
不确定性、监测困难、治理周期长等特性,污染物迁
移驱动力如降雨径流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造成水
体污染物指标上升、水环境改善的假象。 汲取通州
区萧太后河的经验,建议北京市流域治水加大流域
污染源头控制的力度,点源污染做好长期强监管、面

源污染多部门统筹治理、内源污染加大清淤力度,长
期跟踪流域污染源头整治,以河流断面持续达标为
考核手段。
4． 2　 全面推进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

中心城市仍是流域水环境污染负荷的主要来

源,北京市中心城市属于典型高密度老城区,建议将
海绵城市建设由试点范围延伸到广泛的中心城区。
鉴于老城区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应参考前人对高密
度老城区海绵城市设计和实践的经验,在北京市中
心城区设计修建不同类型的地下调蓄设施[31-32]。
此外,中心城市是河流水体有机有毒污染的主要来
源,建议蓄水工程配套相应的水质净化环保设施,防
止流域污染从陆域向水域转移。
4． 3　 继续增加河流生态环境用水的补给

北京市河流水体若要尽快恢复河流的基本功

能、提升河流水环境容量,增加河流生态环境用水补
给是关键和捷径。 北京市生态环境用水的补给量和
补给方式涉及的关键技术仍需科学研究作为技术支

撑。 建议北京市:①以问题为导向,面向水体功能,
围绕研究流域综合治理的关键技术体系(包括辨识
机理、定量综合模拟和优化决策等技术进行科研立
项) [27],研究不同河流生态环境用水的合理需求;
②通过调水工程优质来水、新建蓄水工程、修建闸门
等水利工程设施,设计环境调水补水实施方案,补给
河道生态环境用水。
4． 4　 探索水环境治理领域有效市场引入机制

前期流域治理,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市场尚
未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生态产品和环境治理的边际
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市场主体在生态产品和环境治
理中缺乏盈利空间,导致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 “谁污染,谁治理。 谁开发,
谁保护”的治理原则,难以明确界定水体污染的责
任主体,仍只能由属地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实
践表明,政府通过 PPP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在海绵城
市建设和环保水利设施建设运行维护上仍存在诸多

体制层面、监管层面或操作层面的问题[33-34]。 尽管
北京市在水利环保措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
从流域尺度看治理范围仍是局部的。 面对庞大的水
环境治理区域,投入建设资本和设施运行维护成本
巨大,工程启动缓慢。 建议北京市在开展水环境治
理工作时,应充分借鉴其他地区、其他领域的投资、
融资经验教训[33-34],创新活化市场机制,激励社会
资本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政府做好
监督考核,形成政府和市场主体双赢格局。
4． 5　 强化流域水环境综合协同管理

水利部原部长鄂竟平指出,我国水问题已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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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同水旱灾害做斗争转向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
害、水环境污染等常态问题。 现有区域协同治水仍
停留在小范围的试点区域,并未从流域层面统筹协
同管控。 建议:①基于属地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不
平衡,水环境治理支付能力、支付意愿差异性,构建
北京市与上下游行政区(河北、天津)污染控制和河
流跨界断面的考核机制;②推进国家层面的重大机
制改革,实现环保、水务等机构的垂直管理,打破流
域分割治理的局面;③从流域整体对水环境保护的
需求出发,聘请第三方监管机构监督属地落实水环
境治理任务。

5　 结　 语

本文对北京市流域地表水水环境质量现状进行

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中心城区是主要的污染来
源;通过污染途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奠定了北京市
政府污染治理手段的理论依据,对今后的污染治理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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