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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治理水土流失的主要形式。随着可持续发展

理论的迅速兴起和广泛传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方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由过去的单一防护型转变为

现在的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型, 并呈现出向可持续发展轨道靠拢的趋势。在剖析了可持续发展、小流域

综合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重点对实现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进行了深刻阐释,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共同推进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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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Several Quest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Watershed

DUAN Wen-biao1, REN Cu-i mei2, YAN Yong-qiang2, FENG Wan-zhong2

( School of For estry , Nor theast For estry Univer sity , Harbin 150040, H eilongj ia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mall w atershed has been a main type of controlling soil and water loss in

the w orld today . With rapid upsurge and w ide spreading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the manner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small w atershed has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from the forms of simple preven-

t ion and protect ion in the past to those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 use and protection today, and presents the

tendency of approach to the orbit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w atershed w as put forw ard based on a deep definit ion analy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 ent and the small w atershed

comprehensive m anagement . Several key questions about how to realiz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mall w atershed

w ere emphat ically explained. Authors� aim w as to give rise to more attent ions to the quest ions by academic circle

and deep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mall w 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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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流域综合治理是世界治理水土流失的主要形

式。近 10 a 来,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日益普及和

逐渐渗透,小流域综合治理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以

及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

识和接受,实现小流域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当今小流

域综合治理的发展趋势和追求目标。

但是作为哲学理念被人们接受的可持续发展同

将进入可操作层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之间依然存在

相当大的差距, 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和

探讨,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如何

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评判某个小流

域的发展是否达到可持续经营的标准和要求,可持续

经营的程度怎样? 与可持续经营的差距表现在哪些

方面? 问题的症结何在? 采取什么样的综合经营的

对策和措施才能使一个不可持续的小流域逐步转变

为可持续经营的小流域,使一个可持续经营水平比较

低的小流域转变为可持续经营水平比较高的小流域?

要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必须首先对小流域综合经营

可持续性涉及的几个理论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

答,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议题。

1 � 可持续发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小
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 1 �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迄今为止, 对可持续发展作出明确界定、最具权

威性并得到世界范围内广泛认可的定义,是由挪威前



首相 G�H�布伦特兰夫人主持, 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 WCED)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U NEP)合作研

制并于 1987年向第 42届联合国大会�环境与发展会

议�提交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中提出的定义。该报告给出的可持续发展的

定义为: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

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 ithout compr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 enerat ion to meet their needs)。虽然此定义仅阐述

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意图, 并不是一个可操作性的

定义, 但是它是目前惟一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的定

义[ 1]。并在 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得到

全球范围的共识。WCED给出的定义强调了 2个基

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展;二是发

展要有限度,特别是要考虑环境限度, 不能危及后代

人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作为学术定义, WCED的定义很明显具有一些

缺陷: 其一是偏重于发展的时间维, 即强调了发展的

代际公平,未提及发展的地区平衡和国际公平; 其二

是该定义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变通余地较大。叶文虎

等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

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

满足其需求能力的, 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

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

的发展� [ 2]。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们共同

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规定了可持续发展不是任意

的一种发展,而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

能力条件下的一种发展; 明确提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发展,不能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1. 2 �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内涵

自从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概念提出以来,经过了多

次不断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其内涵变得日趋丰富。

其中文名称已由最初的小流域综合治理,逐步演变为

小流域经营管理和山区流域管理或集水区经营,其英

文名称也相应地由 comprehensive harness of small

w ate-r shed, 演变为 small w atershe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和 mountain watershed management 或

sm all watershed management。山区流域管理或集水

区经营的定义是:为了持续获取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流域为单元,在全

面规划的基础上, 合理安排农、林、牧、副、渔各业用

地,因地制宜地布设综合治理措施, 对水土资源及其

它再生自然资源进行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小流域

经营的实质是实现山区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

经营[ 3 � 5]。习惯上人们仍然称其为小流域综合治

理,但其内涵已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治理�的实质

是�经营�( management )。

1. 3 � 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随着小流域综合治理步伐的加快和可持续发展

思想的兴起、渗透与传播,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方式也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已由过去的单一防护型转变为

现在的综合开发、利用和保护型, 并呈现出逐步向可

持续发展轨道靠拢的趋势。小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

涵即小流域可持续经营。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最终目标也应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导小流域综合治理

的基础。因此,将小流域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不断提

高小流域人群生活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既满

足小流域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小流域后代人满足其

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满足一个小流域人群需求又

不损害别的小流域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此

定义阐述了�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基本意图。小流
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即小流域可持续经营。

2 � 小流域是实现流域可持续经营最基
本的操作单元

� �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要落实到一个特定

的空间,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区域, 它们均表现为一个

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紧密耦合的综合

体[ 6]。然而,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其

它问题,无一例外地都要在�区域�这个舞台上, 被充

分地表现出来。而区域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对象,

究竟以多大的空间尺度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

单元, 目前在理论界尚有争议。大体上说主要有 2种

观点:一种是按行政区来确定[ 7] ; 另一种是以流域为

基本单元
[ 8]
。

以行政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等级系统

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 1) 无论是哪一级的行政区划,

在空间尺度上一般不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和

地理单元,因而以行政区划为单元,难以确保其生态

完整性和在一定时间尺度上维护环境的相对稳定性,

无法提供资源利用的评判标准和规范实践主体行为

的基本价值尺度; ( 2) 由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化

学循环和水文循环的影响不会遵循行政边界原则, 所

以行政区划难以控制环境影响在空间上的扩散;也就

是说,同一行政区域内一般没有同一的径流出口, 不

便于水土流失量、各项水体污染指标和径流量等生态

因子的监测与调控。由于以上 2个不利因素的存在,

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等级单元难以确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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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流域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就可

以克服上述弊端。因为流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

和地理单元,特别是一个相对完全的水文过程空间。

以相对完整的生态和地理单元的流域划分出来的区

域就能克服前者的不足, 不但有助于实现社会和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也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以流域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可

以克服以行政区划带来的不足,但其本身也有一些缺

陷。因为,一般来说,流域的边界并不与行政级别的

边界完全重合,二者之间的矛盾给管理与调控、利益

与责任的分配等带来诸多不便。看来单纯以流域或

行政区划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单元,都是不合

适的。因此,在建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系统框架

时,应该兼顾流域的自然边界与行政区划界限, 把二

者有机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发挥优势, 是问题的关键

所在。以基本流域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单元,

建立国家、省(自治区)和河流三级空间等级系统, 是

符合中国国情和改革趋势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单元和层次体系的。

流域是一个以分水岭和出口断面为界形成的自

然集水单元。流域按空间尺度可分为小流域、中流

域、较大流域和大流域。小流域是流域构成的基础,

是其它各级流域的源头, 一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实际

上可归结为若干个小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小流域的

可持续发展是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实现小

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推动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

展。因此,小流域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操

作单元。

3 � 构建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是实现小
流域可持续经营的基本途径

� �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最终目

标,也将会成为小流域所普遍接受的理想发展模式。

如何理解和把握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内涵,如何将小

流域综合治理与可持续经营融合在一起,如何利用已

有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在小流域综合

治理与可持续经营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理论与方

法来实现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如何评判一个小

流域可持续经营的程度, 怎样得知其与可持续经营目

标距离的远近, 如何判断一个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有

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对策和

措施才能使一个不可持续经营的小流域转变为可持

续经营的小流域,这些都是实现小流域可持续经营面

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只有构建一套科学、完整和严

密的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指标体系,才能通过可衡量

的结果来了解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目标达到的程度, 也

才能对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

较,找出存在的现实问题,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因

此,构建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才是实现小流域

可持续经营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关键步骤。

4 � 坚持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
构建原则是关键

� � 由于小流域可持续经营内涵的广泛性及其系统

的复杂性, 构建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必须遵循

一定的原则。但迄今为止,由于研究者对可持续发展

的定义和内涵的理解不同,研究地域的差异以及所处

的学科领域和研究的角度等方面的不同,对建立可持

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原则认识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套

公认的建立原则。

4. 1 � 科学性原则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以科学

的理论为依据,指标的概念、指标的权重和计算方法

必须明确, 能够反映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科学内涵和

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且能够度量和体现小流域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现状以及

发展的趋势。

4. 2 � 可操作性(可行性)原则

指标的设置要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料。指标要有

可测性和可比性, 容易获得,易于量化。每一项指标

不但要有代表性,而且应尽量能选用目前统计制度中

所包含的或通过努力可能得到的。在实际调查评价

中,指标数据易于通过统计资料整理、抽样调查、典型

调查以及直接从有关部门获得。评价的结论应能起

到促进小流域未来的发展。

4. 3 � 层次性原则
它是由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特点所决定的。可持

续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可分解为若干个不

同等级的分支系统,用相应的指标加以描述。由于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主要是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可

靠的信息和基础资料,由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必须由各级政府在各层次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的

行为进行调控和管理, 因此, 考核人类社会的发展行

为与发展状况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在不同层

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标。

因此, 建立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时, 也应

根据小流域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运行的
机制和过程来设置不同层次上的指标体系。例如, 在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中的水土保持措施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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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中就应考虑不同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的配置和

其功能的实现以及它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小

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通常由 3~ 4层构成, 指标

向上综合,向下分解。

4. 4 � 完备性原则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不但应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反映小流域系统的

特征和状况,而且还要反映系统的动态变化, 并能体

现出系统的发展趋势,使评价指标体系构成一个层次

分明的有机整体。

4. 5 � 动态性原则和可比性原则
由于在不同的阶段, 小流域经营往往有不同的追

求目标和侧重点,因而所需考虑的指标项目、指标量

度及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可能会发生变动。因此,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建立应遵循动态性原

则。但指标体系包括的内容不宜频繁变动,在一定的

时间范围内,应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随着小流域综

合经营过程的进行和小流域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应及时对原有的指标

体系作相应的调整, 淘汰过时的指标,补充新的指标,

进一步完善指标体系,也就是说指标体系应具有动态

变化的特性。

指标体系的建立不是一劳永逸的, 应定期进行修

改、补充和完善。指标体系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除

了在所研究的小流域使用外, 还可以在具有相似特征

的同类小流域应用, 使不同小流域的可持续经营评价

结果具有可比性,使不同小流域综合经营的各项措施

具有可借鉴性, 以便取长补短,找出各自的差距,及时

发现小流域综合经营存在的问题, 确定下一步的具体

措施和对策,确保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能力和水平稳

步提高。

4. 6 � 相关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要求在任何一个时期,人群

的生活质量或消费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或自然资源

的消耗水平、环境的质量和承载状况三者之间应处于

协调状态。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 不管是

表征哪一层次和哪一方面水平和状况的指标,都应该

和表征其它层次的水平和状况的指标有密切联系。

否则就无法从中提炼出考察和判定这几方面的协调

程度的上一级指标体系。

4. 7 � 相对独立性原则

描述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状况和水平的指标往往

存在指标间信息的重叠, 因此, 在选择小流域可持续

经营具体指标时,在既要兼顾指标的整体完备性和相

关性原则的同时, 又要注意指标的相对独立性, 应尽

可能选择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指标,从而增加评价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4. 8 � 简明性原则
简明性原则要求指标必须简单和明确。指标不

同于统计数据和监测数据,它必须能够清楚明了地反

映现实问题和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指标的数量不能

太多, 如果指标太多, 既不便于数据的收集、加工和处

理,也不便于使用。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建

立要考虑指标间的内在联系,应降低指标信息的冗余

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简洁的指标。

作者认为,在构建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指标体系的

过程中, 除了要遵循以上八项基本原则外, 更要注意

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本质,突出可持续发展的系

统目标,在借鉴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原则

的基础上, 大胆探索, 锐意创新,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并能与世界接轨的指标体系。

5 �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是重点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评价就是依据可持续发展理

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评价可持续发展运行的

状况、实现的程度和取得的实际效果,为指导小流域

可持续经营提供决策依据。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小

流域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对小流域可持续经营评价

是可持续发展从理论阶段进入到可操作阶段的前提

和关键。

通过对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评价可以反映小流

域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以及

在运行过程中哪些方面的影响因素正处于良好的状

态,哪些方面的影响因素存在隐患。通过科学的评价

可以判断和测度当前小流域可持续经营的水平、有利

条件和不利条件,为当地政府和民众了解目前小流域

可持续经营运行的现状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

通过应用长时间连续性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数据,

可以反映小流域可持续经营各方面状态的变化趋势,

哪些方面向有利方向变化, 哪些方面向不利方向变

化,以及这些因素变化的程度。寻找不利变化因素的

原因,及时扭转不利的变化趋势, 使其回到小流域可

持续经营的轨道上来。

在小流域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中, 社

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合理

运行区间,如果超出正常合理的范围,可能会导致小

流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崩溃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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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此,根据所收集的数据, 运用小流域可持续经

营评价方法,参考有关专家依据各种影响因素建立的

小流域生态经济系统警戒标准,快速全面地对小流域

可持续经营作出评价,建立起可持续经营的预警系

统, 以便及时采取对策和措施,使小流域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能在安全区间内运行。

综上所述,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评价旨在寻求可操

作的和定量化的方法,用来分析小流域可持续经营战

略实施的进展和效果,以便更好地指导小流域可持续

经营的具体实践。因此, 小流域可持续经营评价对于

地方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

都是不可缺少的政策性工具, 也是小流域民众参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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