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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gtze River takes possession of abundant water resource in its total quantity, but it doesn’t gain 
advantage in per capital. Now the river is enduring enormous pressures from water utilized, con-
sumed and polluted. Although we gaine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 in water utilization and pro-
tection, it remained several large deviations in past decades. At present Yangtze River is facing se-
rious challenges of shortage of water and water pollution. For striving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economic zone and water resource protection, we must firstly keep 
sober-minded to the situation of Yangtze water resource; then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us to take 
re-evaluation, re-planning and re-demonstration against all kinds of previous planning and pro- 
jects drawn up by local governments or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whole valley, comprehensive 
and overall view. We have to emphasize that overall, valley, systemic and far-sight benefits are 
higher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enefits of region, department and near-sight, meanwhile to 
make unity between the former and the latter. Finally we suggest drawing up a Yangtze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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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水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水资源量并不具有优势。水资源正承受着利用、消耗和纳污等巨大压力。

几十年来对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虽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出现若干重大偏差。当前，长江流域面临着缺水、

水污染等严峻挑战。为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能与水资源保护协调，应该从流域全局出发，对各地区、各部

门以往规划和拟建的水利工程进行评估或再规划、再论证。强调流域、全局、系统、长远的利益高于地

区、部门局部利益，做好流域、综合规划与区域、部门规划的对接，强化管理；建议制定《长江法》，

为长江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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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笔者曾经在“长江水资源开发急需全局统筹”[1]一文中对长江水资源保护面临的挑战提岀预警。言

犹未尽。在学习习总书记关于长江大保护的指示精神和新战略思维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长江水

资源的保护战略。为此，在前文的基础上，又成此文，希望作为姐妹篇把问题说得更清楚，内容更丰富，

更有参考价值。 

2. 长江水资源特点及对其再认识 

这里所谓特点是指长江与其他大河流域相比较的某些殊异之处，即除了河流的共性外，某些其他河

流没有或较不突出的状态与功能。 

2.1. 水资源丰而不富 

说“丰”，指的是其年均径流总量约达 9610 亿 m3，在世界大河中仅次于亚马逊河，多于密西西比

河，更为尼罗河的 11 倍。在全球四大河流流域中，长江是唯一一条非国际河流，一国之内独具这么大的

水资源量的河流实为凤毛麟角，更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大河，比黄河、珠江、海河、辽河、淮河、黒龙

江的总和还多。说“不富”，指的是流域人均拥有水资源量，少于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和珠江。仅为

世界人均的 1/4，近年人均占有量随着人口增加而下降，2012 年降至 2100 m3，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其流

域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都高于所有国际和国内其他大河流域。因此，长江水资源承担的人口压力、经济

压力、环境负荷都远远超过其他大河流域。当前，长江流域养育着 4 亿多人口，拥有全国 4 个中央直辖

市中的两个，拥有全国最大的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拥有华中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是横贯我国东、

中、西部的最长产业密集带。水资源成为长江经济带最重要的资源支撑，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日趋短缺的

资源(见表 1) [1] [2]。 

2.2. 水资源分布与人口和产业分布不对称 

长江上游面积 100 万 km2，其人口和经济密度较低，但水资源量却占长江总量的约一半，其中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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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everal rivers at home and abroad 
表 1. 国内外几条河流资料 

河流名称 河流长度
(km) 

水资源总量 
(108 m3) 

流域面积 
(104 km2) 

人口 
(104人) 

GDP 
(108美元) 

人均水量
(m3) 

亚马逊 6400 69,300 691.5 1700 970 407,468 

尼罗河 6670 810 287 22,172 3740 365 

密西西比河 6021 5800 322 9798 52,585 5920 

长江 6300 9600 180 40,825 41,800 2352 

黄河 5464 580 79.5 11,368 8186 510 

珠江 2214 3360 45.37 11,700 15,535 2872 

辽河 1345 222 21.9 4374 4602 508 

黑龙江 4440 3465 
(境内 1351.8) 

184.3 
(境内 90.34)   2630 

(境内) 

 
山脉和横断山脉以西属青藏高原，人口稀少，水资源却最丰富。四川省川西北(甘孜、阿坝两州)面积约

23.6 km2，人口不到 200 万，水资源量却达 1859 亿 m3；人均水资源量 67,000 m3，是四川人均的 21 倍。

而四川盆地腹地人均水资源量仅 825 m3，差异更大。长江中下游人均水资源量就更少。经济最发达的上

海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150 m3，江苏省不足 500 m3。因此，水资源充足的区域产业不发达，需水量相对

少；而经济和人口聚集的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虽说河流发源地和上游大多是山区，人口少，经济

发展不如中下游，是国内外河流的普遍现象，但长江流域更突出、更典型。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尼

罗河等大河的上、中、下游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密度就较均衡[1] [2]。 

2.3. 长江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已远离天然状态 

长江水资源经历过或经历着围湖造田、引水工程、水电开发等大规模人类活动，河流形态与功能已

发生了巨大变化。空间上，天然河流的“流”在成千上万的水库中已成为“库”，即使洞庭湖、鄱阳湖

这样的天然大湖，其库容和功能也已今非昔比。时间上，其变化就更大，河流洪枯、水位高低在季节上

与天然河流已大不相同。众多水电站将上游及大小支流切成众多独立相隔的库区，活水变成死水。夏季

降水季节为避天然洪水，一般都把水库水位放低，腾出库容容纳洪水，成为一年中的低水位季节。而在

枯水期，为蓄水发电，一般会在九月或十月提前蓄水，使水位达到最高。形成枯水季水位高、洪水季水

位低的反自然格局。中下游已完成的南水北调工程、围湖造田等引起的水文变化和时空分配与原来的天

然格局也已不可同日而语[3]。虽然此现象在其他河流也存在，但像长江这样上、中、下游，干支流一起

开发，到处梯级电站相连的情况却不多见。 

3. 多年对长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得与失 

长江是中国现代工业的诞生地，近、现代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和商业最发达地带。近几十年来

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横贯我国东、中、西部的产业密集带。对此，水资源起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长

江流域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开发过

程中已出现若干大的偏差，给现在和未来的保护和利用带来困扰。 

3.1. 重防洪、轻抗旱 

长江流经我国三大地形阶梯，从海拔 6000 米直至海平面，地貌类型众多，各地降水模式迴异，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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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分布不均，发生洪涝与干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纪录表明，洪旱一直是长江流域的常客，不仅遍布

全流域，而且几乎年年都发生，不仅一地一省一市受洪灾威胁，也受旱灾危害，而且同一年分或同一季

节在流域里不同地区发生。这边抗洪，那边抗旱，或刚抗了洪，不久又抗旱的情况时有发生[4] [5]。但长

江流域旱灾的面积更广，上游干旱率和干旱持续时间高于中下游，三峡库区伏旱发生率达 80%以上。近

年来，干旱在全流域频发且旱情重。2013 年夏，湘、鄂、皖、赣、黔、渝干旱极严重，仅贵州省就有 80
个县市、1511 万人口受灾，246 万人饮用水缺乏；鄱阳湖见底成草沙滩[6]。但是几十年来防洪的呼声很

高，而防旱的意识却较淡薄。无数的水库基本上都为发电和防洪，却很少为灌溉。防洪十年一遇，二十

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如数珍宝，可抗旱却没有这个思维。因此，长江流域

广大山区乃至丘陵区，包括许多大水库旁的山区，别说抗百年一遇干旱，即使碰到十年一遇干旱，就连

饮水都困难了。 

3.2. 重水电、轻生态 

长期以来有一个潜藏不露的观念是：水能是资源，水生态、水生生物不是资源，珍稀水生生物更不

是资源。保护无利可图，吃力不讨好。可水电开发既有经济效益，又有政绩。现在，整个长江流域究竟

有多少个水电站？恐怕连水利部门的人也说不清楚，至多只能说装机容量大的多少座，而实际的小型、

微型电站，满山遍野，都无确切统计数字。水电开发热已持续很长时间，现在还没有降温的迹象。反过

来，看看长江的水生态却是另外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中华鲟、白鳍豚、江豚、白

鲟灭绝了，或濒临灭绝。长江上游百种特有鱼类产卵场所遭严重破坏，灭绝的命运也在逼近，谁也不痛

心，好像除了几个科学家、专业人士和环境保护者在呼吁外，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3.3. 重排污、轻治理 

水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加之，一直认为长江流量大，自然净化能

力强，因此，长江被作为免费的排污口，纳污池。长江水质污染源来源多，类型复杂，主要包括工业废

水、农业面源污水、城乡生活废水、陆地径流污水、水运废水、养殖渔业、旅游污染、沿江矿业废水等。

现在水污染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全流域污水排放量 80 年代为 150 亿 t，现在已达 340 亿 t。长江干流运输

船达 10 万余艘，每年约数百万吨含油废水；5 亿 t 生活垃圾排入长江。长江沿岸集聚约 40 余万家化工厂，

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还有无数的造纸、食品、纺织、

印染等污染型工业，都以长江为取水口和排污口。农业、养殖业污染面广、量大；生活污水排放量快速

增加，凡此等等，长江纳污形势确实不容乐观。而对于污染水体的治理却严重滞后，或处理能力严重不

足，或有设备不运行，偷排盛行。至今局势并没有好转，治理能力大于排污的拐点何时出现还是一个问

题，其所埋伏的危机将是严重的、长期的。 

3.4. 重局部、轻流域 

人们经常谈到“九龙治水”。殊不知“九龙”不是同心“龙”，而是异心“龙”。“九龙”少的是

合心、合力、合作；多的是分心，分力、分治。长江流域四亿多人口都要利用、消耗长江水资源。水利、

能源、农业、交通、环保、旅游、国土、住建、工业等部门都在利用长江水资源，按理不论区域或部门

都有责任保护长江水资源，但长江水资源仍然没能避免“公地悲剧”的命运。条条多只关心条条各自的

利益，块块多只关心块块各自的权利，众多的条条交叉众多的块块，各自的利益就多如牛毛。这些各自

的利益在水的多功能、多属性、多目标的管理、治理上，未能统一协调、系统规划、权责分明、利益分

享、弊难分担，齐心协力用好水、保好水、治好水；而往往是有利相争、有害相推，隔行如隔山、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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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隔国，各自为政、换届易政，块不成整体，条不能持续。因此，“龙”越多，利益的争夺就越多，协

调就越困难，纷争越厉害，部门利益、地方保护的问题越突出。这样，“九龙治水”在某种意义上就变

成“九龙”污水、争水、耗水。水的公共资源属性就成了唐僧肉，谁都想要，谁都想多要，谁都想长水

不断，长耗不限；该节约的不能节约，该治理的无人治理，该禁止的禁不了，该限制的限制不成。过去

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现在是“一个和尚乱耗水，两个和尚互争

水，三个和尚忙圈水”。 

3.5. 重规划、轻落实 

几十年来，要说不重视对长江水资源的保护似乎不公正。毕竟先后出台过《长江流域综合规划》 (2007)、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2002)，多部委还先后编制了《长江中下游水资源保护规划》、《长江水生

物保护规划》、《长江特定区域水资源保护规划》、《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保护规划》等，长

江沿江各省市也都编制了一系列省级的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保护规划、条例，加起来不少于几十

项，不可谓不多不全，也不能说没有发挥作用。但这么多条条块块的规划没能管好一条长江，却也是事

实。水资源在浪费、水污染在加重、水生态在恶化、水短缺在加剧的局面还没扭转，这就不得不引起人

们的深思，究竟我们的规划是拿来实践实施的，还是拿来空谈汇报的？规划如何落实无人过问，不实施

兑现无人问责，反映了水资源保护的无奈。 
显然，水的问题发生在江河、湖库里，但根子却在岸上，在岸上的不同利益集团里。监管不过硬，

奖惩不分明，措施不落实，部门关系没理顺，区域利益分配没摆平，国家全局观念没确立，执政为民的

理念没兑现，使长江水问题堆积如山，陷入困局。 

4. 长江水资源面临的挑战 

4.1. 水资源的损耗与缺水 

笔者已在文献[1]中对南水北调、水库群枯水季蓄水、未来各省用水增加造成的长江水资源消耗作了

较详细论述，此处不再重复。只着重指出，全江性缺水已是长江的常态，并且缺水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资源性缺水、污染性缺水、工程性缺水都已发生或将要发生。包括上海、苏州、常州、无锡、贵阳、重

庆在内的上下游沿江城市已进入严重缺水行列。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年缺水几十亿 m³。四川省

已有 23 个城市严缺水，包括成都、德阳、绵阳、内江、自贡、资阳、泸州、南充、广安、遂宁等，影响

4711 万人口，占全省总人囗的 55%。 

4.2. 长江水质污染 

概括起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 长江沿岸各大中城市的内河水质基本上属 V 类或劣 V 类，为臭水沟渠，如成都的锦江、府河，

重庆的清水溪、花水溪，武汉的汉江段，南京的秦淮河，上海的黄浦江等。 
2) 长江的不少中小支流水质也很差，达不到Ⅲ类水的要求，不少河段为Ⅳ类水或 V 类水，或水环境

容量已趋于饱和，如沱江、綦江、大宁河、沅江等。 
3) 长江沿江城镇岸边污染带已达 700 km，直接威胁着各城镇的生活用水与饮用水安全。江苏省 2/3

的河流水质低于Ⅲ类，该省长江沿江地区水功能达率仅为 56%。 
4) 沿江各大、中、小湖泊基本上都已富营养化，城市内湖基本上为 V 类水质，许多著名湖泊，如洞

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等富营养化已很严重[7] [8]。 
5) 水污染事故不时发生。新世纪以来，每年都有水污染事故，大的如 2004 年 2 月沱江水污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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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上百万人生活；2006 年 9 月，湖南岳阳县水源地砷污染，超标 10 倍，影响 8 万居民饮用水；2007 年

太湖、巢湖、滇池曝发蓝藻危机；2009 年，湖南省大面积受重金属污染，几千万人饮用水受影响；2011
年 7 月，四川沱江受松藩岷江电解锰厂矿渣场溃坝污染；2013 年 3 月，上海黄浦江漂死猪 10164 头；2014
年 4 月，武汉汉江段氨氮超标，30 万居民受影响。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再列出 2015 年头 4 个月的水

污染事件(见表 2)。 

4.3. 上海危局 

笔者在文献[1]中已指出，长江水资源无序开发的最大受害者是上海。对此，至今仍未引起足够的重

视。为此，笔者不得不再强调一次。上海作为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的终端，是全流域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变化的最终承受者，长江水资源的无序开发和水质的恶化，最大的受害者是上海。理由是： 
第一，上海的优质水资源量减少了。河口以上，由于南水北调，枯季三峡库区和长江上、中游众多

水库蓄水，入海口的来水量大幅减少。 
第二，上海上游入海的泥沙减少了。过去靠大量长江泥沙(平均年 5.3 亿 t)，淤积滩塗，再成宝贵的

土地资源。现在水变清了，成陆的条件丧失了。反过来，却还要承受海岸冲刷的压力，海岸退缩的压力

[11] [12]。 
第三，有用的物质减少了，有害的物质增加了。长江原来携带的泥沙、悬浮物、营养物质减少了，

而污染物、废弃物、有害物质增加了。东海渔场的营养物质减少，上海饮用水源水质变差。 
第四，随着长江上游用水量减少和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加剧。对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

将构成巨大威胁，对引发的土壤盐碱化更将成为长久之患。 
我们应该像三峡工程考虑长江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遇洪水一样，考虑上海二十年、

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一遇干旱缺水的危险，即考虑枯水年 + 枯水季 + 南水北调 + 大量水库蓄水 + 
未来沿江各省耗水 + 海平面上升 + 地面沉降 + 大潮入侵的叠加影响，引起足够重视，未雨绸缪！ 

4.4. 不确定性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影响是全球性、系统性、综合性的。长江流域地处中纬度，上

游上千公里河段处于海拔 4000~5000 m 的世界第三极，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响应区。长江水资源的利

用与维护，不论是量、质、时空分布或极端事件，都存在着许多变数。对长江水文、气象、水质等的记 
 
Table 2. 2015 1-4 months of major pollution accide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9] [10] 
表 2. 2015 年 1~4 月长江主要污染事故[9] [10] 

时间 地点 事故简况 

1 月 27 日 重庆市 花溪河遭严重污染，水面布满白色泡沫 

2 月 3 日 南昌市 艾溪湖遭污水严重污染 

2 月 25 日 重庆云阳县 汤溪河遭污染，河道出现绿油油一片 

2 月 28 日 河南南阳市 书香苑小区因雪水倒灌污染供水，致 35 人呕吐腹泻 

3 月 1 日 安徽东至县 池塘水污染，致数十村民上吐下泻 

3 月 2 日 武汉市 汉口宗关水厂取水口附近的江面漂一头死猪 

3 月 7 日 江苏扬州市 上游河流开闸放水，导致污水下泄，致使邗江区蒋王街道附近一条河流出现大量泡沫 

3 月 28 日 江西鄱阳县 一车辆危化品车侧翻，造成小面积二氯化烷泄漏 

4 月 27 日 南京市 运输柴油的货油发生泄漏，污染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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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虽然历史已较长，总结有不少规律，可作为决策的依据，但随着新的情况变化，以往的认识或已陈旧，

或已不全面，或仍为空白，需要我们去重新观察、认识、评价、应对。 
1) 河源区冰川的萎缩，近期可增加上游淡水资源补给，长远则降低长江上游固体水库的容量，降低

长江流域水资源的调节能力，冰川退缩会达到什么程度？冰期是否存在？升温到什么水平？都是直接与

长江水资源关联的不确定因素，对长江水安全有着直接影响。 
2) 海平面上升是对上海市及长江三角洲的直接威胁。海平面上升至多高？幅度多大？发生期多长？

也都是未知因素。如与强台风叠加的可能性有多大？危及区域多大？都是需要关注的内容。 
3) 降水量的时空分布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引起降水量的分布变化已有共识，降水带北移是可能的结

果之一，作为长江水源补给的降水模式如何变化，不仅对长江水量、水资源分配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

洪涝、干旱灾害的格局也将重新构建，现有的抗洪救灾模式是否适应？也将成为问题。特别是极端气候

的增多，极端干旱、缺水年份的增多，我们的许多设施和控制工程、缓解措施，都是不适应，不适时的。 

5. 对策与建议 

5.1. 各级决策者对长江水资源的态势应有科学、清醒的认识 

1) 长江水资源是有限的，而耗水是无限的，缺水是确实的，提早警觉、未雨绸缪是必要的。 
2) 对长江水质不能乐观。现在有关领导者、主政部门，总喜欢说长江水质基本上属于Ⅲ类水，上游

许多河段是Ⅱ类水、Ⅰ类水，言下之意就是很放心，还可以有大的排污接收力。其实，作为一条超大河

流，如果连总体上Ⅲ类水质都达不到，那中华民族的厄运也就要到了，Ⅲ类水是全江大断面的概说。长

江水质在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城镇河段、中小支流早已不是Ⅲ类水，在Ⅲ类水江段，实际上与人类活动

密切相关的岸边、港口、内河，已是 V 类或是劣 V 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3) 对于极端气候降雨年份，即五十年一遇、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的洪旱灾害要有应对方案，要对

百年一遇的缺水有防患措施，特别是上海市。 

5.2. 尽快对若干重大问题作新的科学论证  

当前长江水资源利用的重要任务是支撑长江经济带的健康发展，并逐步实现水资源利用、配置和保

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但现在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远未进入科学、公平、合理的状态，各地从局部出

发，已经跃跃欲试，要在长江上一批解决自身需求的工程。而这些工程如何影响长江未来全局利益，却

未深入论证。如各省市拟建一地引水、拦水、蓄水工程，引(长)江济汉(江)工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引

大(渡河)济岷(江)工程、鄱阳湖与洞庭湖建闸工程等，对此，需从全流域综合高度进行第三方论证。其次，

对全流域水电建设进行全面清理，确定合理开发程度，划定严禁开发河流或河段。再次，应对沿江污染

型产业的发展与布局提出新的规划。重新评价、完善水生态保护体系，包括鱼类、珍稀濒危物种、水源

保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等。对全江各省市水资源分配与管理提出的公平合理方案。今后，各省市、各

地区、各类工程项目，各类水资源利用规划，都应该超出地区、行业范围，组织非利益相关方专家论证，

动员民众参与讨论，任何决策过程要公开化、民主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在进行工程项目可行

性论证的同时，进行非可行性论证。要站在全流域、全局、综合系统高度上，论证各项具体工程的利弊，

可行与不可行。对许多从局部利益上可行，但对全流域、综合利益有害的工程，要坚决制止。 

5.3. 重新评估长江流域各类与水资源相关的规划 

包括《长江流域综合规划》、《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等。对各类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必要时进行修编或重编。新规划除了明确利用与保护的目标外，重点是处理好局部与全局、部门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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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与长远、专业与综合、区域与流域、利益与责任、利用与保护、矛盾与协调、分配与公平等的关系。

关键是找到上述关系的结合点，落实到行动上、效果上。对各地区、各部门涉及到的利益再分配，一旦

确定就应维护、执行。制定的流域和各地区、部门的用水限线、生态红线、污染底线都应严格遵守，不

能放空炮、打虚枪，保护责任一旦确定就要负责到底，问责到底，就得交出合格的成果、效果账。 

5.4. 建议制定《长江法》 

长江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牵连到长江经济带的持续发展和四亿多人口的安危，牵连到各地区、各部

门、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和重新分配。多年来的经验表明，长江水资源的利用、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而

危害长江水资源整体利益和安全的局部行为或规划，随处可见，愈演愈烈，造成各取所需，谁先抢占，

谁得利，成本低，得利多；谁守规矩，不抢占或慢抢占，成本高，代价大的局面。许多破坏水资源的行

为，因缺乏法律作准绳，无法可依，禁而不止。浪费、污染、破坏水资源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甚

至将为一地一业之利而破坏流域整体功能和利益的行为视为政绩。因此，对长江立法势在必行。建议制

定《长江法》，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各利益集团乃至每个公民对长江的利益、责任与法律担当，使靠

行政干预、规划许纳、私下沟通、屡教不改、处理不了或处理偏差等问题，以法律为准绳予以解决，作

为长江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法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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