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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旨在从多维视角观察和分析水电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并寻求科学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主要运用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典型调查方法、逻辑推理与抽象方法、哲学史方法以及系统分析方法
。
首先，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水电资源开发的内部性和外部性问题，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提
出了水电资源开发外部性问题的消解之道。
其次，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水电资源开发产生的水库移民，以及代际公平、地区发展等社会问题，基
于社会和谐的要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再次，从生态学视角分析了水电资源开发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了基于生态平衡的水电资源开发方
式和基本措施。
接着，站在哲学高度，探寻人类自然观和人类发展观的演进轨迹，思考水电资源开发这一关乎人类命
运的重大社会实践活动如何适应人类通向更高的文明的要求。
然后，从系统论的角度，统筹多维视角研究的结论和观点，将水电资源开发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对其
结构特征及其功能协调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了水电资源开发综合评价体系。
最后，在制度安排、政策工具和操作流程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从法制健全、体制完善和机制创新
着手完善水电资源开发制度；从融资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以及对开发主体征收“资源租”等
入手，注重激励性和约束性两类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严格按照论证与决策、规划与实施、监测与反
馈等环节，规范水电资源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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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　　1.2　基本概念　　1.2.4　水利工程、水电工程、水力发电企业　　水利工程：
指为了控制和调配自然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达到除害兴利目的而修建的各种工程。
包括水力发电、水运、防洪保安、输水调水、灌排供水、农田水利等工程。
水利工程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实现水资源有效保护、利用与开发，满足人类生
产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设施①。
　　水电工程：指利用水能进行发电的工程，它既是水利工程的一部分又有一定的特殊性②。
水电工程与其他水利工程的最大区别在于：水电工程的实施结果不是水而是另外一个产业——电力。
而其他水利工程实施结果都是水，从少水到多水、从清水到污水、从污水到清水、从多水到少水。
目前水力发电已大大超过水力的直接利用，成为水利工程的主要形式，其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致人们
将水电工程从水利工程单独分离出来。
　　水力发电企业：指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从事水力发电（部分从事直供）经济活动的营利性组
织，具有特定的生存空间、独立的经营财产和一定的规则等特点，其基本职能是向社会提供电能产品
与服务，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实现企业赢利。
尽管在水电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多个主体：开发主体——投资者，施工主体——建设者，监管主体—
—政府，相关主体——其他各利益方，但无论是投资、建设、运营还是收益分配，开发全过程均可视
为一种企业的经营行为，因此借助于水力发电企业来进行开发的经济学分析是可行的。
　　水利工程、水电工程、水力发电企业这组概念相互交叉的地方不多，水电工程是广义的水利工程
的一部分，而水力发电企业是水电工程的载体和平台，水电资源开发的一系列活动基本上由水力发电
企业来体现。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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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相信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水电开发的方方面面，防止我们干出愚蠢的事情。
我们将很大地得益于他的著作。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经济学家茅于轼　　对水电资源开发社会学视角的透视，折射出
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气息，也体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社会学家郑杭生　　任何形式的水电资源开发都将对生态系统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关键是看这些影响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阈值范围之内。
本书对水电资源开发的生态平衡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生态学家刘建康　　该著不仅直接诉求哲学解析水电资源开发问题，而且
全书洋溢着哲学智慧，体现了时代精神。
代表着人类价值观念新走向。
　　——国际价值研究会（ISVI）副会长、哲学家江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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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向更高的文明：水电资源开发多维透视》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水电资源开发的内
部性和外部性问题，基于经济学相关理论提出了水电资源开发外部性问题的消解之道。
旨在从多维视角观察和分析水电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并寻求科学有效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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