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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言

国内有些专家对于我国西南河流的国内有些专家对于我国西南河流的
水电开发计划提出了质疑，主张水电开发计划提出了质疑，主张
““保留一条生态河流保留一条生态河流””。。
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
大坝建设的利弊之争，经过大坝建设的利弊之争，经过3030年后年后
终于波及到中国。终于波及到中国。



1. 1. 重视重视 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河流是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和河流是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和
信息流的载体。河流的连续性，不信息流的载体。河流的连续性，不
仅包括水流的水文连续性，还包括仅包括水流的水文连续性，还包括
营养物质输移的连续性、生物群落营养物质输移的连续性、生物群落
的连续性和信息流的连续性。的连续性和信息流的连续性。



1. 1. 正视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正视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大坝将河流拦腰斩断，形成了河流大坝将河流拦腰斩断，形成了河流
的非连续性特征，改变了连续性河的非连续性特征，改变了连续性河
流的规律。形成流的规律。形成““生态阻滞生态阻滞””。。



1. 1. 正视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正视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

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是客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迫是客
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回避。观存在的事实，不容回避。
在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中，应该正视在我国水利水电建设中，应该正视
这种负面影响，主动研究对于河流这种负面影响，主动研究对于河流
生态系统的补偿的政策、技术和管生态系统的补偿的政策、技术和管
理措施问题，探索与环境友好的大理措施问题，探索与环境友好的大
坝建设的新模式。坝建设的新模式。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资源主义资源主义 （（ResourcismResourcism），主张最大），主张最大
限度持续地开发可再生资源。限度持续地开发可再生资源。
保护主义（保护主义（PreservationismPreservationism），主张），主张
对于自然界中的尚未开发区域，反对对于自然界中的尚未开发区域，反对
人类居住，反对经济开发。人类居住，反对经济开发。
两种理论都在处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两种理论都在处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
与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关系具有与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关系具有
片面性。片面性。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现实的思维方法是把问题放到现实的思维方法是把问题放到自然自然
－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中去考中去考
察，分析如何在既满足人类社会经察，分析如何在既满足人类社会经
济需求又不损害或较少损害生态系济需求又不损害或较少损害生态系
统健康中寻找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统健康中寻找平衡点，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发展的目标。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简单地反对一切大坝建设，主张大范简单地反对一切大坝建设，主张大范
围地拆坝，肯定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围地拆坝，肯定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
实际，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观点。
但是，回避大坝给生态系统带来的胁但是，回避大坝给生态系统带来的胁
迫问题，忽视对于生态系统的补偿，迫问题，忽视对于生态系统的补偿，
无疑会给人类长远利益带来损害。无疑会给人类长远利益带来损害。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世界上不存在百利而无一害的工程世界上不存在百利而无一害的工程
技术，技术，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是辩证是辩证
的思维方法。的思维方法。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建设大坝满足社会的防洪、发电、灌建设大坝满足社会的防洪、发电、灌
溉、供水和航运等多种需求，溉、供水和航运等多种需求，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大坝和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大坝和水
库。库。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发展水电筑坝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发展水电筑坝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
那么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能源形式呢？那么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能源形式呢？
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国的能源结构，20022002年我国一次能年我国一次能
源产量为源产量为13.8713.87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
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我国在能源发展上面临着环境污染的我国在能源发展上面临着环境污染的
严重挑战。严重挑战。
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
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
二位。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二位。造成大气质量严重污染的主要
原因是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原因是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据专家预测，据专家预测，2020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的年我国一次能源的
需求在需求在2525--3333亿吨标准煤之间，至少是亿吨标准煤之间，至少是
20002000年的两倍。年的两倍。
如不采取严格技术措施，二氧化硫将如不采取严格技术措施，二氧化硫将
达到达到40004000万吨万吨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会面临更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我国会面临更
大的国际压力。大的国际压力。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为什么发展水力发电？为什么发展水力发电？
中国的能源资源结构中国的能源资源结构
水能资源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水电开水能资源居世界第一位。我国水电开
发的程度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目前为发的程度相对发达国家较低，目前为
2323％。而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已％。而发达国家的水电开发程度已
经很高，平均在经很高，平均在6060％以上。％以上。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我国水能的技术可开发量约我国水能的技术可开发量约44亿千瓦，亿千瓦，
如果开发其如果开发其5050％，相当于减少年烧煤％，相当于减少年烧煤
约约66亿吨，接近于亿吨，接近于20022002年我国实际燃煤年我国实际燃煤
总量的总量的1/21/2。。
这对于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意义这对于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意义
重大，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也将是对重大，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也将是对
全球环境保护的重大贡献。全球环境保护的重大贡献。



2. 2. 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选择优化策略统中选择优化策略

水力发电不污染大气，不产生废料，水力发电不污染大气，不产生废料，
只要太阳不熄，水能资源不断。毫无只要太阳不熄，水能资源不断。毫无
疑问，水电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疑问，水电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
源。源。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寻找相对优化的方案。寻找相对优化的方案。
在全球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在全球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
统中研究中国筑坝问题。统中研究中国筑坝问题。



3.3.对筑坝河流进行生态补偿的可行性对筑坝河流进行生态补偿的可行性

不建设大坝或者拆除大坝，并非是保不建设大坝或者拆除大坝，并非是保
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唯一选择。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唯一选择。
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管理措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管理措
施，对于筑坝河流进行生态补偿，避施，对于筑坝河流进行生态补偿，避
免或减轻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免或减轻大坝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胁
迫，建设与生态友好的大坝工程是完迫，建设与生态友好的大坝工程是完
全可能的。全可能的。



3.1 3.1 大坝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大坝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

20032003年年99月开始实施月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评法环评法》》指出：指出：““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环境影响评价必须
客观、公开、公正、综合考虑规划或客观、公开、公正、综合考虑规划或
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
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
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响，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需要制定对于需要制定对于大坝工程评估实施细则大坝工程评估实施细则



3.1 3.1 大坝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大坝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

目前大坝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是从个别目前大坝环境影响评价往往是从个别
学科需要出发，孤立地研究水库淹没学科需要出发，孤立地研究水库淹没
区的濒危或特殊动植物的保护问题，区的濒危或特殊动植物的保护问题，
或者孤立地研究对于水质的影响问题或者孤立地研究对于水质的影响问题
等，缺乏对于生态系统各个组分之间等，缺乏对于生态系统各个组分之间
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系统评估分析。系统评估分析。



3.1 3.1 大坝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大坝工程项目的环境评价

大坝环境评价的大坝环境评价的重点重点应是筑坝对于河应是筑坝对于河
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的影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的影
响，主要是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响，主要是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更和功能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更
多关注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变化。多关注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变化。



3.2 3.2 探索与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探索与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

生态工程学（生态工程学（Ecological Ecological 
engineeringengineering））
19931993年美国科学院所主办的生态工程年美国科学院所主办的生态工程
研讨会对研讨会对““生态工程学生态工程学””定义为：定义为：““将人将人
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结合，以达到类社会与其自然环境相结合，以达到
双方受益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设计方双方受益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设计方
法。法。””



3.2 3.2 探索与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探索与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

““生态水利工程学生态水利工程学””作为水利工程学的一作为水利工程学的一
个新的分支，是研究水利工程在满足个新的分支，是研究水利工程在满足
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人类社会需求的同时，兼顾水域生态
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与技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需求的原理与技
术方法的工程学。术方法的工程学。



3.2 3.2 探索与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探索与发展生态水利工程学

河流生态工程的任务，河流生态工程的任务，
一是水文条件的改善一是水文条件的改善
二是河流地貌学特征的改善二是河流地貌学特征的改善
三是濒危或特殊物种恢复。三是濒危或特殊物种恢复。
总的目的是改善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总的目的是改善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
与功能，标志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提与功能，标志是生物群落多样性的提
高。高。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河流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维持着河流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维持着
人类生存条件，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各人类生存条件，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各
种福利。种福利。
这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食这包括：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食
品、药品和材料；淡水的净化；水分品、药品和材料；淡水的净化；水分
的涵养与旱涝的缓解；局部气候的稳的涵养与旱涝的缓解；局部气候的稳
定；废弃物的解毒和分解；种子的传定；废弃物的解毒和分解；种子的传
播和养分的循环；人类审美需求的满播和养分的循环；人类审美需求的满
足等足等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河流生态系统的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河流生态系统的
服务功能是大自然的无偿恩赐，是可服务功能是大自然的无偿恩赐，是可
以免费得到的。以免费得到的。
在商品社会中，有形的生态产品还能在商品社会中，有形的生态产品还能
为人们所计及，而大量的非实物型的为人们所计及，而大量的非实物型的
生态服务价值往往被忽视。生态服务价值往往被忽视。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这部分功能的价值如何计算评估，是这部分功能的价值如何计算评估，是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1992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年联合国环发大会（UNCEDUNCED）通）通
过的过的《《2121世纪议程世纪议程》》明确提出，明确提出，要开要开
展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评估研究。展生态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评估研究。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19941994年我国颁布的年我国颁布的《《中国中国2121世纪议世纪议
程程》》提出：提出：““传统的国民经济衡量指标传统的国民经济衡量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GDP）不反映经济）不反映经济
增长所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和增长所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和
资源代价，资源代价，……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资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的资
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来监控整个国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来监控整个国
民经济的运行。民经济的运行。””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对于河流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开展评对于河流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开展评
估并进行量化，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国估并进行量化，以法律的形式纳入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意义重大。民经济核算体系，意义重大。
1.1. 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立项决策时，在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立项决策时，
可以全面权衡工程的直接社会经济效可以全面权衡工程的直接社会经济效
益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之间的利益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之间的利
弊得失，以避免为获得直接经济效益弊得失，以避免为获得直接经济效益
的短期行为。的短期行为。



3.3 3.3 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河流生态服务效益价值评估

22 促使工程项目业主采取更多的生态补促使工程项目业主采取更多的生态补
偿措施，减少服务功能损失的总价偿措施，减少服务功能损失的总价
值。值。
33 可以定量地提出工程项目业主应该提可以定量地提出工程项目业主应该提
供的生态补偿资金数额。供的生态补偿资金数额。



3.4  3.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在环境保护管理领域，在环境保护管理领域，““誰污染，誰付誰污染，誰付
费费””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的原则，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
遍赞同。遍赞同。
参照这个原则，在大坝建设政策方参照这个原则，在大坝建设政策方
面，建议明确面，建议明确““誰损害，誰补偿誰损害，誰补偿””的原的原
则，明确大坝工程业主是负责生态补则，明确大坝工程业主是负责生态补
偿的主体。偿的主体。



3.4  3.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补偿的标准补偿的标准：应以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应以河流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损失总价值作为补偿标准的依功能损失总价值作为补偿标准的依
据，而不仅限于保护濒危、珍稀动植据，而不仅限于保护濒危、珍稀动植
物或者库区植被恢复等，物或者库区植被恢复等，
补偿的范围补偿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水库和：不应仅仅局限于水库和
大坝下游局部，应该是针对全流域大坝下游局部，应该是针对全流域
的。的。
补偿的时间补偿的时间：应与大坝寿命一致，：应与大坝寿命一致，



3.4  3.4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制定法规，明确规定水库调度方式要制定法规，明确规定水库调度方式要
有利于河流生物生长繁衍，由此造成有利于河流生物生长繁衍，由此造成
的发电量减少的经济损失，也确定为的发电量减少的经济损失，也确定为
一种补偿方式。一种补偿方式。



谢谢您耐心听完谢谢您耐心听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