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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北干旱地区建设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是从根本上高效配置流域水资源，彻底化解流域上、中、下游利益冲突，

实现利益共享，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推进流域可持续发展，全面实施国务院黑河流域分水方案的重要途径。通过对黑河

流域生态经济带上9中9下游投入产出效益的比较分析和流域上、中、下游生态9生产9生活系统发展分异及互动协调关系的

分析，提出了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9中9下游多维互动的协调耦合发展模式，进而提出了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与发

展的主要途径，包括推进黑河流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和集成管理公司化，大力推行全流域水资源的差异化有偿使用制度，

实施流域上、中、下游的水权转让贸易，实行规范的流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流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经济的整合帐户

体系，实行跨行政区域河流边界水量水质达标交接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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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发源于南部祁连山区，横跨山地、绿洲、荒漠E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单元，是我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内

陆河流域和甘蒙西部最大的内陆河流域［B］。黑河流域本是以物质流和能量流整合而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单

元，但在自然生态系统单元之上叠加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之后，黑河流域就变成了一种由物质流、能量流、

信息流、资源流和价值流等各种流耦合而成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单元，由于这种复合单元从形

态上表现为一种不规则的条带状区域，称其为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毫无疑问，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中的

各种“流”如水流、能流本该按照自然规律从上游向中、下游有序自由流动，但由于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价值

流”，“价值流”受到人为干扰和流域各段地方“截流”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其自由流动的“流量”与方向，从

而形成本地成本与本地效益、以及异地成本和异地效益，成本与效益比较产生的流域上、中、下游利益冲突

加剧着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不平衡性［F］，客观上需要以流域为单元，打破行政界限，通过建立黑河

流域生态经济带，实现流域上、中、下游的互动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本文选取甘肃境内黑河上游肃南、中游

张掖、下游金塔为典型研究区域，分析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区域分异协调规律和耦合发展模式。

)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性与建设目标

建立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就是要从根本上高效配置流域资源，提高流域综合开发效益，彻底化解流

域上、中、下游利益冲突，最大限度地减少流域灾害，避免河流断流引发经济断流，保护流域生态环境，推进

流域可持续发展。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在经济带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实现四个一

体化，建成四个共同体的目标。

（B）黑河流域经济发展一体化 即要求以全流域为单元，通盘规划流域上、中、下游经济发展目标与方

向，集中进行流域上中下游的产业分工与空间布局［E］，形成统一规划、共同开发、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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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面开放、统一面对国内外市场、甚至统一价值核算的利益共同体和流域经济共同体。

（!）黑河流域资源配置一体化 要求以全流域为单元，统筹制定流域上、中、下游的水资源供求计划，

集中进行流域上、中、下游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统一调度、统一调整用水结构、统一进行水利工程建设、

共同开发、资源共享的流域资源配置共同体。

（"）黑河流域集成管理一体化 要求以全流域为单元，统一制定流域上、中、下游的水资源管理与经济

发展政策，共同建立流域重大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机构与管理制度、实行全流域统一水价制度、统一水权有

偿转让制度、统一核算用水定额标准制度和统一法规制度，建立全流域行政单元首长联席会议制度等等，

形成流域集成管理共同体。

（#）黑河流域生态建设一体化 要求以全流域为单元，统筹制定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

设规划，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统一进行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统一进行全流域环境污染治理

的流域绿色生态廊道与生态保育共同体。

通过上述四个共同体建设，将最终在黑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形成生态$生产$生活系统发展的一体

化，确保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山地、绿洲、荒漠系统之间、生态、生产、生活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共同发

展，实现全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生产系统持续高效、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三赢”目标，这就是黑河流域

生态经济带的建设目标。

!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投入产出效益的分异分析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作为干旱区一种带状经济区域，由于其跨度大，水量少，沿途穿越山地、绿洲、荒

漠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干旱自然人文景观，导致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在水资源、用水量、人口与经济总量分布、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大多

数外流流域相比又表现出强烈的特殊性（表%、图%）。

表" 黑河流域水资源与人口、经济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比较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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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资产：上游!中游!下游；用水量：中游"上游、下游

由表!看出，黑河上游地区的水资源资产最大，占全流域的比重高达"#$%&’，下游地区水资源资产最

少，仅占全流域水资源总资产的()$(&’。表明水资源资产呈现出从流域上游*中游*下游逐步减少的变化

规律。流域上游地区的水资源资产虽然最大，但用水量却最低，平均仅占全流域用水量的!$%#’，而中游

地区却是用水量最大区域，所占比重高达+#$),’。因此，从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用水量呈现出先增大

到中游后逐步减少的规律。

!"! 经济发展总量：中游!上游、下游，经济发展水平：上游!中游!下游

从-./的分异状况分析，经济发展总量主要集中在黑河中游地区，-./比重高达,+$",’，呈合测度

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复合模拟，得知黑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上游!中游!下游的变化趋势，

具体表现为：黑河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为!$)()0（肃南县），是中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

!$)&倍（张掖市），是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倍（金塔县），如表(所示。

究其原因在于上游地区人口较少，仅占全流域人口的!／&左右，而经济发展又以牧业为主，人均经济

发展总量明显高于中下游地区，如上游肃南县人均-./为&#0(元（!,,,年），是中游张掖市的!$!(倍，是

下游金塔县的!$!)倍。

!"$ 人口总量：中游!上游、下游，社会发展水平：中游!上游、下游

从总人口的分异状况分析，黑河流域上、中、下游总人口比重分别为!$%)’、,#$0)’和)$%"’，约有

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流域地势相对平坦、生存条件相对较好的中游地区。从社会发展水平分析，黑

河中游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为)$!,&"，是其上游地区的!$(%倍，是下游地区的!$##倍，见表(所示，说明

中游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发展等方面优于上、下游地区。

!"% 投水、投资效益：中游!上游、下游，上游!下游

从投水效益分析，黑河中游地区单方水平均产出率为#$!((0元／10，分别是上、下游地区平均值的

!$!,倍和0&$##倍，表明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将水资源集中使用于中游地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比上游

地区和下游地区大，把水投放到中游地区比投放到上、下游地区合算得多。这种利益驱动是造成下游地区

河流断流、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主要原因。从投资效益分析，黑河中游地区单位投资平均产出率为!#$%,
元／元，分别是上、下游地区平均值的!$!#倍和($+,倍。表明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将资金集中使用于中

游地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比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大，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中游地区比投放到上、下游地

区合算得多。

!"& 单方水对财政收入贡献：中游!上游、下游

从单方水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分析，黑河流域中游地区单方水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平均贡献为

)$(0%(元／10，分别是上、下游地区平均值的!$!,倍和"$0+倍，可见，将水资源集中使用于中游地区对地

方财政收入的贡献远比上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大，这种地方利益驱动是造成下游地区河流断流、生态环境严

重恶化的又一主要原因。

!"’ 生态环境良化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游!中游!下游

通过选取的人均-./、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个经济发展水平测算指标、林草面积变化率、林草面积变

化对水资源响应系数等!&个生态环境良化能力测算指标和!(个社会发展水平测算指标［"］，采用多层次

多目标模糊综合测度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复合模拟，求出黑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良

化状况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指数，如表(所示。从生态环境良化水平分析，黑河流域上游地区生态

环境良化水平指数为($!,&"，是中游地区平均值的&$0"倍，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良化水平指数变为负值

2)$"%#)，表明从流域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好于中游地区，而中游地区又好于下游地区。

从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位于流域上游的县市基本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高的地区，然后从

上游开始，逐步向中下游地区递减，到流域下游地区的县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降至最低。计算表明黑河上

游的肃南县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数为!$0%+&，依次经过民乐县递减为)$,!%&，再到中游张掖市递减为

)$,)!"，临泽县递减为)$%"#)，再到高台县递减为)$#""0，最后到下游金塔县递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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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可持续发展能力比较分析表（!"""年）

"#$%&! ’(#%)*+*,(-.&*/*-#+(#$%&0&1&%,23&(-#$+%+-+&*,4-.&/22&5，3+00%&#(0%,6&55&#7.&*+(-.&&7,8&7,(,3+79,(&+(

:&+.&05#+(#;&#5&#

区 段

#$%&’()

典型地区

*+,’%-./$0’()

经济发展水平

1%()(2’%

3$4$.(,2$)&

生态环境良化水平

52,/(4$2$)&(6

$%(7$)4’/()2$)&

社会发展水平

#(%’-.

3$4$.(,2$)&

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89&-’)-:.$

3$4$.(,2$)&-:’.’&+
上游地区

*;$8,,$//$-%;$9

肃南县

#8)-)<(8)&+
!=>?>@ ?=!"AB >=!A?C !=@DEA

中游地区

*;$2’33.$/$-%;$9

张掖市

F;-)0+$<’&+
>="C!" >=B!!! >=!"AB >=">!B

下游地区

*;$.(G$//$-%;$9

金塔县

H’)&-<(8)&+
>=DAA! I>=BDC> >=!!>@ >=D>E>

<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区域分异与互动协调的基本规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黑河上游地区地形以山地为主，经济发展以林牧业为主，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水

资源开发利用对中下游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微弱，但却充当着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

“蓄水池”和“生态屏障”，成为全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的地区；黑河中游地区地形主要以山前冲积洪积

平原、风积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经济发展以农业经济为主，是全流域人口最集中、经济最集中的地区，也

是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和总量最大的地区。根据国务院黑河流域分水方案，?>>!年中游要给下游增加过

流@>>>万2@的水，任务十分艰巨，既要确保下游用水，又要保障当地用水，这就需要通过建立黑河流域生

态经济带的建设来协调解决流域上、中、下游用水矛盾和生态矛盾等问题。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自

然分异规律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上，具有如下区域分异的规律性：

（!）由上游!中游!下游地区，水资源总量越来越少，直到下游地区河水断流干涸为止，这种分异变化

趋势与外流流域地区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如表@和图!（J）所示。

（?）由上游!中游地区，用水量越来越大，投水效益、投资效益、投劳效益和单方水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等经济效益指标值越来越高，由中游!下游地区，用水量越来越小，投水效益、投资效益、投劳效益和单方

水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越来越低，形成倒“K”字型分异规律。这种分异变化趋势与大多数外流流域地区由上

游!中游!下游用水量越来越大、经济效益越来越高的变化趋势不尽一致（表@，图!（L），图!（<））。

（@）由上游!中游地区，人口总量越来越大，社会发展水平等反映社会效益的指标值越来越高，由中游

!下游地区，人口总量越来越小，社会效益指标值越来越低，形成倒“K”字型分异规律。这种分异变化趋势

与大多数外流流域地区由上游!中游!下游人口总量越来越大、社会效益越来越高的变化趋势不尽一致

（表@，图!（M））。

（B）由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反映生态环境效益的生态环境良化水平值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值越来越

低，与外流流域地区的变化趋势相反（表@，图!（1），图!（N））。

（A）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区域分异的特殊性表明，从经济效率考虑，应按照“抓中游，带两头”的原则，

把水资源、资本和劳力更多地配置到中游地区；但从区域平等和流域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应按照“抓两

头，补中游”的原则，把水资源、资本和劳力更多地配置到上、下游地区。但流域开发的实践表明，过分追求

效率的决策和过分追求公平的决策最终都不利于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

一，必须以流域为单元，建立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推行流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和流域管理一体化，形成流域

上中下游地区分工合理、开发有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

=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7中7下游耦合发展模式

=>? 耦合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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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区域分异规律

"#$%! &’$#()*+,#-./’0*).1+*2-()2*3’//’-(4/.’-*),’.()(5#.，-(.#*+*),’.(6’)7#/()5’)3*+8’)’9#3-(9

3:’400’/，5#,,+’*),+(2’//’*.:’-#)3:’’.(6’.()(5#.;()’#)<’#:’,/*#)*$’*/’*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资源配置、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严重不平衡性、极大差异性和严重

的利益分割是流域经济效益低下、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发生的主要根源［=］。必须建立合

适的模式进行整合，包括资源整合、资本整合、利益整合、生态环境整合和管理整合，通过整合确保流域上

中下游互动协调发展。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大致分别对应于山地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绿洲生态6生产6生活

系统和荒漠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在特定条件下，这三大不同类型的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可实现结构与功能

的结合，产生新的较高层的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它不是原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量的扩大，而是产生了新质

的新的结构6功能体、较高一层的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这就是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的耦合，由此产生的新系

统为耦合系统，系统耦合是生态6生产6生活系统进化的主要表现之一。系统耦合的结果在于释放生态潜

力、生产潜力和生活潜力，提高系统耦合的综合效益。据任继周院士对河西地区山地6绿洲6荒漠系统植物

生产层和动物生产层实现耦合的研究结果分析，耦合后的综合效益可能提高生产水平>倍以上!）。可见，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上6中6下游互动协调耦合的发展过程，就是优化系统并提高耦合效益的过程，这种优

化耦合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的逐层耦合，最后形成耦合发展模式的基本框架，如图?所示。

!）任继周，侯扶江%中国西部草地资源及其发展战略《西部资源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年报》（!@@A!!@@>），西部资源环境科

学研究中心，!@@B年>月，0BA

（!）第一层次的低层耦合主要完成三大耦合模式 一是黑河流域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的交

互整合构成的“三段”耦合模式；二是黑河流域山地系统、绿洲系统和荒漠系统的交互整合形成的“三片”耦

合模式；三是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的交互整合形成的“三生”耦合模式。

（?）第二层次的中层耦合主要完成五大耦合模式 一是“三段”耦合模式与“三生”耦合模式进一步整

合形成的流域复式耦合模式；二是“三片”耦合模式与“三生”耦合模式进一步整合形成的流域复式耦合模

式；三是“三段”耦合模式与市场系统整合形成的流域上游6中游6下游6市场系统复式耦合模式；四是“三片”

耦合模式与市场系统整合形成的流域山地6绿洲6荒漠6市场系统复式耦合模式；五是“三生”耦合模式与市

场系统整合形成的流域生态6生产6生活6市场系统复式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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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生态"生产"生活系统发展分异及互动协调关系分析

#$%&’! ()$&*+,+-)./’0,+12’3$)1*$)0./’/$24-)*-5./’’1-&-6*"32-071.,-)"&,8,)6+*+.’4,)./’733’2，4,00&’$)0&-9’2

2’$1/’+-5:’,/’02$,)$6’$2’$

项 目 !"#$

上游（莺落峡
以上）%&#
’((#))#*+&#,

（*-./#
01234’.51*
6*44#7）

中游（莺落峡8
正义峡）%&#
$1994#)#*+&#,

（:).$
01234’.51*
6*44#7".
;&#237151*
6*44#7）

下游（正义
峡以下）%&#
4.<#)
)#*+&#,
（-#4.<
;&#237151*
6*44#7）

黑河流
域合计
=’$’(

生态系统
>+.8,7,"#$

土地 沙 化 面 积（?$@）A)#*.:"&#,.14<&1+&1,
-#+.$1239#,#)"

BCDEFG
（小=$*44）

HIJHEHK
（较大L*)3#)）

JCFJH
（最大L*)3#,"）

C@H@GED@

土地沙漠化面积年平均增加速度（M／?$@）N#)
7#*),(##9.:"&#12+)#*,#.:"&#*)#*<&#)#"&#,.14
1,-#+.$1239#,#)"

FEIC／FEDI
（慢=4.<）

FE@K／@@EG
（较快O*,"#)）

BEJ／@I@EG
（最快O*,"#,"）

IECI／@JGEDI

绿洲面积（万?$@）A)#*.:.*,1, — GBEHD
（增加!2+)#*,#）

JJE@H
（速减P#+)#*,#）

绿洲 面 积 增 减 速 度（M／万 ?$@）!2+)#*,#*29
9#+)#*,#,(##9.:"&#.*,1,*)#*

— @EI／IEID
（增!2+)#*,#）

FEB@／FE@I
（减P#+)#*,#）

土壤盐碱面积（万&$@）A)#*.:"&#,*4"*29*4?*41
,.14

FEFFDI
（小=$*44）

@FEI
（较多L*)3#)）

@GEIK
（最多L*)3#,"）

CGE@H

盐化耕地面积（&$@）A)#*.:"&#(4*2"*"1.2<&1+&
1,-#+.$123,*4",.14

FEFF@J JEGC FEJ JEHC

天然林地面积（?$@）A)#*.:2*"’)*4<..948*29 @BFF
（增!2+)#*,#）

BH @BI
（减P#+)#*,#）

@D@D

人 工 林 地 面 积（ 万 ?$@）A)#*.:$*2$*9#
<..94*29

Q @DJ Q

草地面积变化情况及超载率（M）R&*23#.:"&#
3)*,,4*29*)#**29"&#)*"1..:./#)4.*9123

面积减少
P#+)#*,#
@G!JF

面积减少
P#+)#*,#
@G!JF

面积大但减少
L*)3#)-’"
9#+)#*,#，
JG!CG

面积
减少
P#+)#*,#
JF!JG

生产系统
N).9’+"1.2
,7,"#$

草场 退 化 速 度（M）=(##9.:3)*,,4*299#3#2#)*8
"1.2

FEJ@ @ECG @EHC IEBH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SPN（&’29)#9$1441.27’*2） JEGJ GGEDH JEBI BJEI@

第一产业产值（亿元）T’"(’"/*4’#.:"&#()1$*)7
129’,")7（&’29)#9$1441.27’*2）

IEJ@ @CEGF IEBJ @KECG

第二产业产值（亿元）T’"(’"/*4’#.:"&#,#+.29
129’,")7（&’29)#9$1441.27’*2）

FEDC IBEJF IEI@ IHEJB

第三产业产值（亿元）T’"(’"/*4’#.:"&#"#)"1*)7
129’,")7（&’29)#9$1441.27’*2）

IE@K IGEIH FEHB IKEJI

财政收入（万元）O12*2+#12+.$#（&’29)#9$1441.2
7’*2）

@FDK @GJIG KH@@ JG@JC

生活系统
L1/123
,7,"#$

粮食总产量（万"）%."*4.’"(’".::..9 IEFC DDE@D JEBI IFJEDC
大小牲畜头数（万头）U’*2"1"7.:41/#,".+? HBECG ICJE@H @JEHG @GJE@H
单方水效益（元／$J）N#),"#)#<*"#)-#2#:1"（7’*2／
$J）

BEFFFF KEI@@J FEIDDI CEGD@H

单方水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元／$J）N#),"#)#<*"#)
+.2")1-’"1.2".:12*2+#12+.$#（7’*2／$J）

FE@FFH FE@JH@ FEFGCB FEIH@C

经济发展水平>+.2.$1+9#/#4.($#2" IEF@FJ FEDKID FEHGGI FEDCDI
总人口（万人）(.(’4*"1.2（"#2"&.’,*29(#),.2） GEDH I@IE@I BEBJ IJJEHI
居民消费水平V#,19#2"1*4+.2,’$("1.2,"*29*)9 IDKFEJI ICHBE@B IFJKE@D II@JEDJ
恩格尔系数>23#4+.#::1+1#2" FEGBKF FEC@@F FEBKJD FECGGF
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元）N#)+*(1"*42#"12+.$#.:
(#*,*2",（7’*2）

JGFJ @KGH @BIG @DBF
社会发展水平=.+1*49#/#4.($#2"4#/#4 FEIG@C FEIDGC FEIIFJ FEIG@K
在全流域中的作用与功能O’2+"1.212"&#<&.4#
9)*12*3#*)#*

蓄水池和生态
屏障=4’1+#(.29
*29#+.8-*))1#)，

粮仓和肉库
S)*2*)7*29
$#*"

,".)#)..$

肉库W#*"
,".)#)..$

协调耦合
X*)$.27
*29
+.’(4123

!本表部分数据根据水利部编制的《黑河流域水资源评价》（@FFF年D月）、以及黑河流域各地市统计资料计算%&#
*-./#9*"**)#-*,#9.2《>/*4’*"1.2.:<*"#))#,.’)+#,12X#1&#9)*12*3#*)#*》<&1+&1,+.$(14#9-7P#(*)"$#2".:Y*"1.2*4
Z*"#)R.2,#)/*2+712@FFF*29"&#,"*"1,"1+*49*"*.:"&#91,")1+",12X#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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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次的高层耦合主要完成两大耦合模式 一是“三段”耦合模式与“三生”耦合模式进一步整

合形成的流域复式耦合模式与市场系统的整合，具体包括流域上游地区生态"生产"生活系统交互耦合模

式、流域中游地区生态"生产"生活系统交互耦合模式和流域下游地区生态"生产"生活系统交互耦合模式分

别与市场系统的整合，最终形成流域“三段”系统"“三生”系统"市场系统复式耦合模式；二是“三片”耦合模

式与“三生”耦合模式进一步整合形成的流域复式耦合模式与市场系统的整合，具体包括流域山地系统生

态"生产"生活系统交互耦合模式、流域绿洲系统生态"生产"生活系统交互耦合模式和流域荒漠系统生态"生

产"生活系统交互耦合模式分别与市场系统的整合，最终形成流域“三片”系统"“三生”系统"市场系统复式

耦合模式。

图# 黑河流域生态经济带耦合发展模式的设计思路

$%&’# ()*%&+,-%+.%+&/+,-)0/123%+&4)5)3/26)+,27,,)8+*/9,-))0/")0/+/6%0:/+)%+;)%-)487%+7&)78)7

#）《人民日报》，#<<=年!月>日

通过三大层次的层层耦合，确保流域上、中、下游之间、山地、绿洲、荒漠系统之间、生态、生产、生活系统之

间的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实现黑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一体化、资源配置一体化、集成管理一

体化和生态建设一体化［?］，形成全流域经济共同体、资源开发共同体、管理共同体、市场共同体和生态环境

保护共同体。

!"# 耦合发展模式的建设途径

!"#"$ 推进黑河流域经济发展一体化和集成管理公司化 多年来黑河流域实行的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

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以往形成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

的管理模式，必然造成强调条块和部门利益、争抢水资源的局面，最终导致一些地区水资源浪费严重，而另

一些地方用水困难，甚至地面下沉、河流断流的困境#），这种水资源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打破。黄河、黑

河和塔里木河“三河”调水的成功经验表明，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科学调度、改变水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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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状况是实现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和完善统一

集约管理、综合利用、滚动开发的流域管理新机制，打破行政界限，以流域为单元，建立流域一体化管理委

员会，赋予管理委员会相应的财权、行政权和法权［!］。既然水是干旱区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那么管

水机构也应是干旱区最大的法人和最权威的高效协调决策机构，流域一体化管理委员会可考虑将现有的

黑河流域管理局作为其执行机构，并使其企业化，然后履行取水、调水、防洪、排水、发电、流量控制、水质保

护，同时征收水资源税、水费、排污收费并进行统一核算，以保证其运转费用和建设新的水利工程与污染治

理工程项目。在管理过程中，必须明确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的事权划分，理顺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的关

系。

!"#"# 大力推行全流域水资源的差异化有偿使用制度 流域一体化管理委员会除依法保护水资源外，要

依据市场规律合理调节水价，形成有偿用水、计划配水、超用加价、节约嘉奖的管水治水形式，不断提高用

水效益。同时，根据用水平衡状况，执行地区间、行业间和季节间的差别水价政策。根据不同地区间的水

文地质状况、水供求状况和供水成本等，制定不同的地区水价；根据水资源供求随季节的变化制定丰水期

平价、枯水期高价的季节水价；根据用水行业的不同制定行业差别水价，生活用水价格可基本不变，农业用

水多系一次性使用，可按成本计价，工业用水因重复利用率高且用水保证率要求也高，故可制定较高的水

价。形成“生活用水计划价、农业用水成本价、工商业用水市场价”的格局。

"）《人民日报》，#$$%年"月%&日

!"#"$ 强化水市场建设，实施上中下游的水权贸易 黑河流域水市场建设要以流域为单元，建立水资源

拦蓄市场、供应市场、季节调蓄市场，计划内供水与计划外供水、平价与高价相结合，真正发挥市场对水资

源配置的基础性使用。政府对水市场（一级市场）实行垄断"），建立、培育并逐渐放开二级水市场，进而为水

资源使用权的转让、供水的商品化和水权贸易奠定基础。水权贸易就是在规范化水市场形成与发育的基

础上，合理核算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水权，然后通过中游向下游地区购买水权的方式把资金转移到下

游，使事实上的下游水权显性化。一方面实现了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又可克服上游、中游节

水措施投入的资金短缺问题。在水权贸易过程中，要区别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建

立水资源使用权的招投标、使用权拍卖、专家评审和跟踪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同时要考虑水权

贸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另外，通过流域中游购买水灾与旱灾保险的方式

筹集资金，用于上游水源林的建设和下游生态环境的保护，既可解决单靠政府投资不足的问题，又可使营

造水源涵养林和保护生态环境变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促进经济落后的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

!"#"! 实行规范的流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由于黑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在政府的财政能力方面存在

着明显的差距，因此由全流域财政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缩小流域上、中、下游地区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

平差距，协调流域发展非常必要。出于建设流域经济带的需要，有必要动态核算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各县

市基准财政收入额和基准财政支出额，若支出高于收入，则由流域财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超支部分予以

补齐。通过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整个流域的生态良

性循环。

!"#"% 建立流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经济整合帐户体系，推进黑河流域集成管理一体化 在我国现行的流

域管理实践中，基本上运用了单一的行政管理手段，如淮河的污染治理，由国务院下令限期对污染源进行

关停并转，黑河流域开发治理由国务院批准甘蒙分水方案，等等。但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对中央的政

策、法规执行不力，监督不严，导致大江大河在上、中、下游开发中的利益冲突普遍存在。实践表明，缺乏利

益协调的行政管理手段勉强能解短期之痛，但无法根治长期之症，必须以市场规律为基础，主要依靠市场

手段，打破行政界限，推行黑河流域集成化管理体系。具体地讲，就是在对流域上、中、下游经济社会发展

情势和生态环境背景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起全流域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实物帐户与价值帐户体系，对流

域内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进行协调整合。在黑河流域一体化管理中，要把加大节水型产

业结构调整作为重点，在全流域推行“五严”：严禁扩耕垦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严禁水稻种植面积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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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高耗水工业与项目上马，严格控制城市发展规模。

!"#"$ 实行跨行政区域河流边界水量水质达标交接制度 在黑河流域跨行政区域的河流边界处设置水

量水质监测控制断面，依据上下水断面控制目标，各行政区的首长履行供水目标责任制和治污目标责任

制，以控制中游地区的用水量和中游地区进入水体的污染物总量，做到在下水边界水质、水量达标交接，不

达标缓接或不接，进而保护全流域水量的合理供应和水质的要求，促进全流域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

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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