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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疏治结合的治水战略

——从国内外治水观念中引发的思考

贲克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北京100732)

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自然灾害、尤其

是特大洪涝已成为当前和平时期中华民族生存

与发展的祸首之一。1998年1月1日至10月

12日止，我国雪灾、冰雹、旱涝、沙尘暴、

泥石流和低温冻害等各灾种危害，洪涝为最：

一方面，洪灾直接经济损失2642亿元，亡

3656人。分别占各类灾害损亡总和的86％和

79．3％。另一方面，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元

年)到公元1949年的两千多年间，我国共发

生较大水患1029次，平均每年0．6次，1949

～1998年10月，共发生洪涝284次，平均每

年5．8次。像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流域近乎

同期暴发的南北两方特大洪灾，更是数百年罕

见。

针对我国洪涝的灾变周期缩短、成灾规模

扩大和成灾程度愈趋严重的严峻态势，就更加

迫切地需要借鉴国内外的治水观念，制定符合

科学规律的战略，以为今后成功治水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奠。

两种治水观念与不同做法

在中国。具有代表性、较为普遍的观念

是：我国当前淡水资源愈趋短缺，而科学发展

和现代技术手段却在日新月异，因此，不宜采

用单纯疏导的方式，将宝贵的水资源放纵入

海。而要尽量采用科学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

水利水电工程和林草生态工程效能的基础上，

拓展治水治山和防洪减灾的思路。

当前，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等大型水利

水电枢纽正是体现了这一治水观念的具体运

作。

英国于1998年初率先推出“可持续发展

治水观”——突出强调并大力提倡人们尽可能

放弃“洪水是敌人，而要与之作战到底”的思

维方式。大自然间歇地突发洪水，是其自身调

节生态平衡的特殊方式，并沿循一定规律。在

这一自然法则下，人类要与大自然和平相处，

保护生态，疏导洪水。因此，大规模植被建

设、行洪主干道疏浚和对分洪区的合理使用在

现实操作中尤为重要。

美国为保护生态的自然基础，并有益鱼类

繁殖，现已拆除了一批小型坝体，1999年计

划拆除肯纳贝克河的爱德华兹大坝。美国政界

要员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价值观念

和技术手段都在演进，这便大大动摇了大坝是

埃及金字塔，并会永存的信念。

在借鉴中、英、美治水观念主体思潮的前

提下，笔者建议，针对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治山

治水的现状，应全面实施“生态管护与疏堵兼

筹”的战略。

“生态管护”是该战略的一类核心内容。

之所以将其放在战略部署之首，是源于长江中

上游地区森林、尤其是原始林和天然次生林与

其主干道过洪能力相关性的科学监测：1931

年，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森林覆被率约为55％；

1954年前后。覆被率下降到40％左右；1998

年，则进一步跌至20％～30％，且人工林占

了相当数量的比例。而1998年长江主干道过

洪能力同1931年相比，下降了60％左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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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相比，过洪能力下降约45％。长江主

干道67年间泥沙淤积、大幅度削穗过洪力的

恶果，摒除坡耕、过牧、山体采石和乱采矿藏

等因素，是与森林数量与质量的双向锐减密切

相关的。

“生态管护”的首要是：治水必治山，治

山是基础，山水兼治，统筹安排。治山先治

穷。社会贫困体系山区为首。仅长江上游地区

财政赤字县就高达92．6％，贫困入口占到全

国贫困入口总量的34．5％。因此，治山要宏

观山区社会全局，从促使当地脱贫致富切入，

全面展开工作。对长江上游重点林区县实行优

惠政策，并相应加大环境管理与其执法机构的

建设。对这类县，中央、省、地三级政府原则

上要多给予，少索取甚至不索取，实行减税或

免税，县财政不足部分主要由国家及省财政分

摊。林本全面禁伐后，一方面，无政府计划的

采金、开矿及偷猎等行为，将在当前市场经济

条件下更为猖獗，而长江上游重点林区县环境

管理与其执法机构建制极其薄弱。四川省阿坝

州只有瓶家环保局，一家在州府马尔康，一家

在汶川县，其余十多个县几乎没有环境管理及

其执法人员。另一方面，较长期存在的干部任

期4年内考核只注重经济指标。忽略甚至根本

不进行“生态管护”方面的考核与监督，更准

确地说，干部任期内，只要完成企业或地区以

产值为主体的经济指标，就可连任甚至晋升，

这辨必助长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和滥用资源为

推动力的经济发展，当权者既可求取急功，又

可获得近利。

从大江大河流域区的角度讲，当前“生态

管护”的重中之重是：江河源区的林草植被和

其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林及天然次生林。这些

植被在当前的国土保安中发挥着无与替代的生

态防护功能，是一笔巨大的生态财富，要像保

护大熊猫一样。护卫好仅存的、数量已经是很

有限的这类植被。除此，在非宜林荒I山区、尤

其是一些高寒、高海拔和土质贫瘠的江河源

区，要在加强现有植被立法保护力度的同时，

加快耐高寒、耐瘠薄灌草类品种的培育与推

广，以期以高科技含量的优良品种，实现对大

江大河源区的生态防护目标。在宜林荒山区，

要使脱贫与造林结合，在营造中尽可能实现

乔、灌、草栽植并重，并通过林业、草业、畜

牧业和林产品加工业等自我滚动发展，弥补政

府财力的不足，真正使广大农民在多种经营中

获取效益。

“疏堵兼筹”即是此战略另一类核心内容。

其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加强大江大河主干道及主要支流的

控制性工程建设。除在建的长江三峡、黄河小

浪底等大型工程外，还应在其上游或主要支流

建设一批控制性工程。有专家设想，长江除在

建的三峡工程外，如果用20～30年时间，在

其中上游主要支流上建成犬渡河的瀑布沟、岷

江的紫坪铺、清江的水布垭、沅水的兰板溪、

乌江的洪家渡和构皮滩等一大批水利水电工

程，这将使长江上中游滞洪总量约达到500亿

m3，并使我国的水能资源利用率达到50％以

上。这样，将有可能从根本上防御长江洪水，

并相应解决或缓解长江流域乃至相关省区电力

资源和淡水资源紧缺的局面。

第二，河道清淤、水毁工程修复、险工险

段除险加固、重要城市和重要堤段修筑钢筋混

凝土堤坝以及蓄滞洪区和民垸合理安聂并举。

大幅度提高我国内陆载水体的防洪与疏洪标

准。

①考虑到国家财政状况。不可能对大江大

河大湖及大型水库全方位提高堤坝设防标准和

清淤工作。根据政府现有财力。有计划并逐步

地对江河湖库重要险工险段和所在重要城市修

筑钢筋混凝土堤坝；并对大江大河主干道或主

要支流泥沙淤积严重、阻碍行洪的段落优先进

行清淤工作。

②民垸和蓄滞洪区不合理设置的主因：一

为众多入口压力，而人口安置与自然资源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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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又处于相对无序的状态；另一为低廉的地

价、以至通常无需支付便可获取建厂或居住的

权利。因此。要严格控制人口，搞好计划生

育；并以高价位地价遏制乱建工厂或经济开发

区，以阻断目前直线上升的分洪成本。与此同

时，平垸行洪，要迁村并点，移民建镇；蓄滞

洪区要尽早出台商业或非商业社会保险及淹后

的经济补偿政策。

第三，国家应尽早将治理水患及防洪的投

资额度按照占国民收入相对稳定的比例依法确

定下来，依据其法，逐年付诸实行，并随国民

收入的增长，适度提高其额度。

第四，加强气象、水文等非工程手段建

设，以加大“科技减灾”力度。今后，国家的

发展计划和财政部门应预留足够的资金，优先

解决好水文、气象等非工程手段的硬件建设；

软件则是国家事先研究好周密的防洪减灾预案

及相关政策6

(上接第41页)发展经济为借口进行破坏，必

须加强绿化管护，尽快研究恢复已被破坏地域

的天然植物群落。

5．4建议规划建设园林部门的植物园

昆明植物园对植物的研究，引种保存，作

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更进一步提高城市

园林绿化水平，‘有效地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

建议规划建设园林系统的植物园。突出对观赏

植物，环境绿化植物的研究、保护，以及古树

名木的保护，有害植物的研究，开展系统地、

有针对性地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工作，并

为城市园林绿化提供高质量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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