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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9年召开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指出：“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速全社会
的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加强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的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的江西省山江湖工程，是以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及其流域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的流域工程，也是我国实施流域综合管理以及生态经济建设的一项探索与实践。
该工程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的优先项目计划，获得多项国家级及部级、省级科技奖励，在海内外
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及广泛的影响。
科技创新是山江湖工程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也是该工程发展的基础与标志。
本书系统总结了山江湖工程历时20多年科技创新的探索与实践，聚焦于流域管理及区域生态经济建设
两大领域，涵盖该工程在两大领域中的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成果，重点放在工程技术创新方面。
流域综合管理与区域生态经济建设是当今涉及流域、区域发展的前沿学科。
本书集中介绍山江湖工程在流域工程规划、流域综合管理以及区域生态经济建设、循环技术研发与应
用等领域的创新技术与方法，进而阐述该工程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探索，
对我国乃至于国外类似流域以科技创新为基本手段，弓J领与支撑流域、区域可持续发展事业，将提供
有用的借鉴与参考。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鄱阳湖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研究”以及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鄱
阳湖流域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研究”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所论述的创新技术与方法涉及面较广，囿于编著者的科技素养及实践水平，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希望得到从事流域管理、区域发展、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循环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与实际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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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江湖工程是以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及其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流域工程，也是我国
实施流域综合管理战略的一项成功探索与实践。
    本书系统总结了山江湖工程20多年来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创新实践，集中介绍该工程在流域工程规
划、流域综合管理以及流域、区域生态经济建设、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等方面的创新技术与方法，进
而阐述该工程在科技创新领域内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实践，对我国乃至国外类似流域的管理
与创新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书可供流域管理、环境保护、区域发展以及流域工程研究的管理人员，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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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08～2020年，山江湖工程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是着力建设五大科技创新体系。
1）流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体系营造安全健康的生态环境，是实现鄱阳湖流域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
科技创新的主要任务在于促使鄱阳湖流域的洪水调蓄功能、湿地生态功能、森林生态功能、农田生态
功能等逐步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
按照保护、恢复、建设、治理相结合的原则，将工作重心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
主向自然恢复转变。
重点遏制环境点、面源污染，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救助能力，使流域生态环境安全化、优质化，
防灾减灾能力得到明显增强。
该体系的创新重点在于研究与推广流域森林、湿地与土壤生态系统功能保护与恢复技术、流域环境污
染控制与治理技术等。
2）流域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科技创新体系按照“保护优先、开发有序”的原则，研发流域不可再生
资源的节约与高效利用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资源技术，持续提高流域资源供给保障率与可持续利
用能力。
该体系的创新重点在于加强资源保护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研究、加强资源持续、高效利用技术开发，构
建流域“绿色资源技术”体系；优化能源结构，努力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等。
3）流域循环经济科技创新体系研究与推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低碳导向”的循环技术体系，加
快流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工业化与生态化有机结合。
该体系的创新重点在于建设符合国情、省情的前沿性、创新性的循环经济技术体系，因地制宜选择多
种运行模式，利用科技创新机制与平台扶持环保产业和环境科技，发展多领域的“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综合技术。
4）流域和谐社会建设科技创新体系营造流域和谐文明社会的重点，在于认真贯彻“生态文明”建设
的基本战略，紧紧抓住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别要关注山区、湖区贫困
县、乡的脱贫与发展问题，实现到2020年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
此外，流域科技、文化、医疗、人居环境及生态文明水平也要上升到与经济发展相对称的高度。
该体系创新重点在于致力宣传与实践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注重推广扶贫开发系列技术，增强贫困地
区的发展能力；增强贫困县的综合科技实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科普与人力资源的科技开发，实施
“生态扶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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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江湖工程创新技术与方法》可供流域管理、环境保护、区域发展以及流域工程研究的管理人员，
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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