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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蕴含诸多的河流伦理问题。通过介绍河流伦理的内涵及内容，分析黄河

“八七”分水方案、新安江生态补偿方案、小水电清理整改方案、都江堰生态水利工程、淮河“水量-水

质-水生态”联合调度等案例，重点研讨了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面临的河流伦理问题，包括流域水资源

分配的公平，河流健康权利，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公平性、正义性和责任性等。案例表明，河流伦理思想

和相关研究将在流域水资源分配、流域生态保护及流域治理中起到重要的基础与支撑作用。展望未来，

变化环境下的流域智慧管理与河流伦理的交叉研究，将会产生更加深入结合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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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of river basin encompasses numerous ethical elements 
related to river. With introduction of meaning and contents of river ethics and case studies of Yellow River 
Water Allocation Plan in 1987,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lan of the Xin,an River, small hydropower clean-
up and rectification plan, Dujiangyan ecological water project, and joint operation of “water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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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地球上径流水资源形成与输送的最重要通

道和关键系统。河流提供人类生存的饮用水水源，支撑

农业灌溉，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为生物多样性提

供栖息地，对维持生态平衡、调节地区气候以及经济社

会发展都起着关键作用。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高强

度人类活动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河流进行无序开发

与利用，导致了严峻的河流水环境与水生态问题，这些

问题已成为区域水安全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焦点，

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关注，也迫切呼吁

开展河流伦理研究，强化其在流域水资源管理中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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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例如，2004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了“维

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

会提出了“健康长江”口号，进而发展为“重塑人与河

流关系的伦理”以及“河流伦理”的基本概念。

伦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传统上隶属哲学和法学

范畴。河流伦理这一概念论述的是将人类道德对象的

范围扩展到人与河流的和谐关系，强调了河流作为生

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权利。河

流的价值包括其服务于人类活动的经济价值及其维持

生态环境健康的环境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河

流伦理思想将河流视为一个生态环境主体，意味着认

识到河流本身就应享有一定的权利，例如维持其流动

性的权利、保持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权利以及不受污染

的权利。这种观点也推动了包括新西兰旺格努伊河和

印度恒河在内的多条河流被赋予法律人格，这标志着

河流权利观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认可。同时，河

流的“发展权利”涉及其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权利，不

仅是避免被污染和退化，还包括复原和恢复的权利。

这意味着河流的治理和利用应当以不损害其自然功能

和生态服务功能为前提，对河流的任何开发活动都需

要在不破坏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谨慎考量。

河流伦理问题的研究涉及水资源的公平分配、流域

生态保护与恢复、流域综合管理、河流的法律地位、文

化精神价值等多个方面。主要目标是发挥道德功能调节

人类行为，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维

护河流生命的整体性。随着流域水污染和水生态退化等

问题愈加凸显，河流伦理迫切需要从科学技术和交叉领

域视角开展研究，以水文学、水生物学、工程学等学科为

支撑，通过法律、政策以及公众意识的加强，更好地保护

自然资源，确保其持续为人类和地球其他生命形式服务。

未来的河流管理策略需要综合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因

素，采取更加全面和持续的保护措施。

本文将讨论以水量、水质和河流生态健康为主体

的河流伦理构建理论和跨学科科学问题，包括考虑公

平与正义的流域水资源及生态资源公平分配、考虑河

流健康权利的河流连通恢复与生态水利工程建设、考

虑人与流域生态关系的流域综合管理等；探讨河流伦

理及流域智慧管理的未来发展，提出变化环境下构建

河流伦理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一、考虑公平与正义的河流水资源分配

流域水资源作为流域范围内的公共资源，存在多用

户的矛盾与博弈。例如，上游水资源利用或污染水体的

排放行为，将对下游的生产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如何

分配水资源，平衡上下游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是河流

伦理的重要议题。我国在流域水资源分配及流域水生

态保护等方面做出许多努力，将河流伦理的公平与正义

思想渗透其中。本文以黄河“八七”分水方案和新安江

生态补偿方案为例，为以河流伦理思想指导流域水资源

公平分配与维护流域生态平衡提供借鉴。

1.黄河“八七”分水方案
黄河，作为我国的第二长河，是我国西北、华北地

区农业、工业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水源。黄河流域幅员

辽阔，跨9个省（自治区），而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不仅稀

缺，且分布不均，加之人口众多，工农业需水量大，导

致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上游无节制的取用

水导致下游水质、水量达不到要求，既危及下游居民的

生活用水，也破坏了黄河生态系统。自20世纪70年代

开始，黄河流域用水刚性需求持续增长，水资源供需矛

盾加剧，下游频繁断流。

1987年，基于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科学研究和合

理评估，国务院颁布《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通称

“八七”分水方案），该方案是国内第一个全流域水量

分配方案。“八七”分水方案不仅考虑水资源量，也考

虑各省（自治区）的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

通过分水方案制定、取水许可总量控制等措施，规定各

省（自治区）具体的水量分配比例，有助于保证上游和

下游地区的水权平衡，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保障了

流域防洪安全，实现了黄河干流20年不断流，对缓解

黄河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流域供水安全、维持河流基

本生态流量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黄河流域管理的

关键技术支撑。

当前，变化环境正在持续改变黄河流域的水资源

分布格局。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贯通，黄河流域的水

资源供需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各省（自治区）用水特征

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需要运用河流伦理的理论，对流

域水资源分配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更公平地分配取用

水权，促进流域和谐健康发展。

2.新安江生态补偿方案
新安江地跨安徽和浙江两省，起自安徽省黄山市

休宁县六股尖，其干流经休宁县、歙县，至街口流入浙

江省新安江水库（即千岛湖），干流长373 km，流域面

积超 1.1万 km2，见图 1。其中安徽境内长 242 km，流

域面积6500 km2。千岛湖为国家一级水体，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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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丰富，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也是杭州市的主要水

源地之一。为满足下游经济发展的水质、水量要求，

新安江上游地区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丧失了一定的

发展机遇，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本不断增加，上下游地

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增大。相应地市统计年鉴显示，

2010年杭州市人均GDP为 71 007元，2010年黄山市

人均GDP为22 473元，杭州市的人均GDP达到黄山市

的3.16倍。

为追求流域资源分配的公平和正义，2012年，财

政部、环保部、安徽省、浙江省签订《新安江流域水环

境补偿协议》，基于“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共识，

以省界断面监测水质为依据，通过协议方式明确流域

上下游省份各自职责和义务。新安江流域成为全国

首个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通过市场机制和

政策手段，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成本与效益在相关

主体之间得到合理分配。2022年杭州市人均GDP为

152 588元，2022年黄山市人均GDP为75 505元，杭州

市的人均GDP为黄山市的2.02倍，收入差距正在不断

缩小。

“新安江模式”在安徽全省和全国其他10个流域、

15个省份复制推广，新安江流域成为生态补偿机制建

设的先行探索地。新安江流域通过生态补偿，弥补了

上游因保护生态而限制发展带来的经济损失，实现了

流域内部的水资源公平利用和生态保护，流域成为一

个共同守护的整体，加强了浙皖两省合作，实现了互

利共赢，体现了河流伦理思想的实践与应用。新安江

流域的成功为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

经验，2024年6月1日起，《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施行，

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法治化建设迈入新时代，为河流

伦理的制度化提供依据。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态补偿机

制需求，未来需要探讨新的上下游生态补偿发展机制，

需要从单纯的经济和金融补偿上升到如何促进上下游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二、考虑河流健康权利的水利设施建设

河流伦理的核心之一是保护河流的生态完整性，

这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减少洪水和干旱风

险至关重要。通过对河流伦理开展研究，我们可以更

好地理解河流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从而开发

出更有效的保护和恢复策略。本文以我国小水电绿

色发展实践和都江堰水利工程为例，探讨如何利用河

流伦理思想指导水利工程建设，在水利工程建设中考

虑河流健康，保持河流生态流量，促进流域生态平衡。

1.小水电绿色发展实践
小水电的建设为提高我国偏远山区农民的用电率

及山区帮扶等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生态文明

建设和国家对环境保护提出新的要求，山区传统小水

电尤其是引水式小电站的过度开发，致使山区减水河

段干涸及生态系统破坏。这不仅阻断了河流的自然流

动，影响了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迁移路线，也破坏

图1  新安江流域示意图

省界

流域边界

河流

千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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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河流伦理中的开发和保护内容，

已经成为新时期河流生态文明建设中突出的挑战与问

题。2018年年底以来，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

环境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长江

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意见》《关于开展黄河

流域小水电清理整改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

小水电分类整改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小水电站进

行清理和整改。在清理违规小水电和整改未达标小水

电的同时，开展生态修复，通过修建生态流量泄放设

施、监测设施以及必要的过鱼设施等，减轻小水电对流

域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保障河流的生存权利和发展

权利。截至2023年年底，已完成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

理整改，黄河流域和其他区域正在有序推进，修复减脱

水河段超10万km，河流连通性、水资源条件得到有效

改善。

同时，陆续创建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对老旧小水

电站进行智能化改造，促进小水电行业绿色发展全面

转型。2018年以来，水利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

流量监管系列文件，建成生态流量监管平台，促进河流

生态修复。这些措施减少了小水电建设对河流生态的

干扰，恢复了河道的连通性，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体现

了生态文明建设中河流伦理的实际应用。

2.都江堰生态水利工程
世界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也称为都江堰灌溉

系统）位于四川省的岷江，建于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

251年，已持续运行了2000多年。在其创建时期，该地

区面临着洪水和干旱影响，以及成都平原农业灌溉需

求的重大挑战。在洪水季节，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

原容易受到岷江和大渡河洪水影响，给当地农业生产

和居民生活带来重大威胁。另一方面，成都平原的农

业在干旱季节需要可靠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以确保稳

定充足的水供应，保障粮食安全。

都江堰灌溉系统的建设旨在解决以上两个问题。

通过一个复杂的分水和灌溉系统调节水流，防御洪水

并为整个成都平原提供可靠的灌溉水源。迄今为止，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唯一保存至今的天然分水工程。

都江堰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

特殊的地形、水势，因势利导，自然灌流，不影响鱼类

洄游，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

充分发挥，并且至今仍造福于成都平原人民。都江堰

的建设和运行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是早期河流伦理实践的杰出代表，非常值得现代河流

在开发与保护过程中研究与借鉴。在现代，都江堰的

管理依然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体现了古代智慧与现

代生态文明的结合。

三、考虑人水关系的流域综合管理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及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

在确保水安全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水资源供给、

防洪抗旱、水污染及水生态系统退化等。为应对这些

挑战，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已经转向既要考虑减少水灾

害、保障供水安全，同时也要应对水污染和保护水生态

的流域综合管理新阶段。河流伦理，尤其是与流域生

态环境相关的伦理研究，在指导流域综合管理过程中

变得越来越重要。作者及其团队一直在研究我国河流

流域系统中与环境变化相关的流域综合管理和河流伦

理问题。淮河的流域综合治理是通过科学技术发展和

河流伦理思想指导实现流域“水质-水量-水生态”联

合调度的独特案例。

淮河流域面积达27万km2，地处我国南北交汇处，

见图2，因自然条件影响，常年遭受洪涝和干旱灾害。

此外，淮河流域的人口密度为611人/km2，是全国平均

人口密度的4.8倍，为我国各大江大河流域人口密度之

首，突显了其流域水安全的脆弱性。流域的经济社会

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的迅猛增长，使

公众对众多支流水质和流域范围内水环境保护迫切关

注。这在暴雨事件期间加剧了淮河严重水污染事件的

风险。

1994年7月，淮河发生了一起重大水污染事件，造

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损失。造成事件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一是淮河流域突如其来的大雨导致大量径流

进入水闸和大坝，促使相关管理部门使用水闸和大坝

进行泄洪；二是在非雨季期间积累的污水从水闸和水

库中释放，形成了长达 9 km的污水团，有2亿m3的污

水流入河中。污染事件迫使淮河主流沿岸的水厂停水

54天，150万人无法获得清洁的自来水，直接经济损失

达数亿元人民币。

为应对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及水污染问题，迫切

需要对淮河流域进行综合管理，不仅要加强河流污染

源的控制和受污染水体的修复，还要协调防洪和污染

防治的问题，这涉及淮河流域水管理中的关键技术开

发和河流伦理思想的应用。为应对这一关键挑战，满

足国家对流域水管理的需求，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

3个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上：一是了解高强度人类活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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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流域水循环与水质水量过程的耦合机制；二是确

定河流中多个因素之间的系统关系，如污染负荷、水

闸和大坝调度、河流水文过程与水质变化的相互作用、

水闸和大坝调度能力的分析等；三是建立一个早期预

警和预测系统，监测淮河水质和水量的变化。这涉及

防洪与污染控制，以此减少洪灾损失和重大水污染事

故的风险。

从河流伦理的角度来看，支持并指导流域智慧管

理的重要原则有3个：

①正义性：在淮河案例中，正义性在河流伦理中起

着关键作用。河流作为一个主体，具有生态系统完整

性和不被污染的权利，而流域尺度的水污染事件导致

流域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减少。天然的正

义性原则要保障河流的基本权利，制定河流生态系统

的恢复和修复策略，通过河流自我净化和人工干预措

施等，最大程度减轻污染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

②责任性：责任性是化解淮河流域洪灾风险时的

另一个关键方面，主要关注于尽量减少突发水污染事

件的发生。这涉及建设早期预警和预测系统，监测淮

河水质和水量的变化，并尽可能协调调度水闸和大坝

的运行。在非洪水期的流域管理中，还需重点关注流

域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污染源的控制。此外，还需采

取措施增强河网中的水循环，提高水系统的连通性，旨

在减少污染源，防止污染物在河流中累积。

③公平性：公平性是响应淮河上下游所有居民需

求时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包括环境治理、生态保护

和质量标准的改善。换句话说，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不应以牺牲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要实现公平，

必须将传统的水质、水量联合管理转变为综合管理，通

过协调水质、水量和水生态来实现。这包括加强流域

内的生态治理、湿地保护、水系统连通性改善，以及河

湖长制等制度创新。最终目标是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

展与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相一致。

过去20多年来，淮河流域在环境污染控制和河流

生态保护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自2005年以来未发

生大规模突发水污染事件，有效保障了沿河城镇的用

水安全。2020年，整个流域的水质达到了历史性的里

程碑，首次从轻度污染转变为良好，优良水质河段比例

达78.9%，全面消除了水质恶化。

四、结论与展望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视程度日益增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日益

突出。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涉及水安全和河流伦理

的问题在未来都会非常值得关注，如城市和农村河湖

水污染与修复的伦理问题、流域上下游协调发展中的

生态补偿伦理问题、缺水和丰水地区的水权问题等。

传统的伦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和法律层面，而河

流伦理则需要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

图2  淮河流域示意图

干流

河流

省界

流域边界

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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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应加强水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水安全和流域综合管理中河流伦理方面的交叉应用。

展望未来，变化环境下的流域智慧管理与河流伦

理的交叉研究，将会有更加深入的结合与发展。例如：

水利部积极推进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旨在增强流域的

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功能，提升流域综合管

理的科技水平；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资助了类似“长江模拟器”的研发和应用重大项目。

在通过加强数字流域的科学技术支撑应对全球变化带

来的资源和环境挑战的过程中，河流伦理研究将为其

发展应用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总之，随着现代水科

学和技术的发展，通过河流伦理等跨学科互动和实践，

许多创新型成果为流域智慧管理提供了更多可能，流

域智慧管理将会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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