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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三角洲地区跨界水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该地区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治理是当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黄德春、华坚和周燕萍编著的《长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研究》将长江三角洲跨界水污染治理
作为一个兼有经济学和政治学特征的命题来加以交叉研究，将长江三角洲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视为介
于行政方式和市场方式之间的第三种机制，并做了有益的探索。
　　《长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研究》全面总结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理论基础，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
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现状和现有治理机制，借鉴国际、国内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长江三角
洲地区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机制建设目标，构建长江三角洲地区跨界水污染治理的交易机制、生态补偿
机制、预警应急机制，并给出了相关的实施政策建议。
　　《长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研究》结合大量案例进行分析，可读性较强，相关政策建议可为中
央及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长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研究》可供水利、环保行业从业人员，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相
关领域研究人员，以及关心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广大社会公众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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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保护立法与执法三、完善行政考核制度四、加强公众和民间保护组织广泛参与五、建立流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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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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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现行管理体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与环境间矛盾　　政府间区域环境合作的可能源于环境责
任压力、非零和博弈利益驱动力的双重作用。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全球及区域性环境改善，积极参与了国际环境合作。
而国内行政区划间的环境合作进展缓慢，主要是省级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合作，跨省、市的，以区域为
平台的区域环境合作仅处于构思酝酿阶段。
　　现行环境行政管理体制要求本地政府对本地环境负责，这很容易形成只扫门前雪的心理。
这种心理对环境治理，特别是对由于跨界污染而引发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无益。
通过改变独善其身的环保思想，树立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互利互信基础
上合作，可以使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最大化。
因此，各地的环保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环境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环境合作有利于缓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竞争与环境保护矛盾。
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一个完全互补的产业链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产业结构的趋同引发的竞争将长期
存在。
加之以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导向的竞争，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地方，特别是
经济水平较差的小城市以吸引投资为目的，不惜牺牲环境利益追求经济目标的做法，加强地区间的合
作和相互监督无疑会对此类现象起到扼制作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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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德春、华坚和周燕萍编著的《长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机制研究》以制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
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跨界水污染发展历程及其成因和危害，借鉴国内外跨界
水污染治理的相关经验，力图从多角度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水污染治理机制。
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水污染治理机制的治理目标，从排污权交易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以及预警应急系
统三个角度，构建一个完整的长江三角洲水污染的治理机制。
最后在此基础上给出长江三角洲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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