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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国内外湖泊流域水质恶化和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而跨国、跨行政区的大型湖泊流域跨界水污
染问题尤为严重，不但加速了流域水质恶化，而且频繁引发跨界污染纠纷，甚至引发上下游地区之间
的群体性事件。
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问题已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各地区共同关注和
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书以太湖流域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应用行政、税收等手段解决我国湖泊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推
动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
本书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章介绍了国内外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通过
对太湖流域自然、经济、社会、水环境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的总体特征，对太湖流域跨行政
区水污染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是流域环境管理系统性偏差所致，必
须进行系统创新，构建以生态补偿体系为核心的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模式。
第二章分析了湖泊流域的结构特点，定义了描述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的六个基本假定。
提出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双向付费”的理论框架，并构建了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
管理结构描述模型。
以太湖流域为例，分析了流域跨行政区污染纠纷的产生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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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第一章
介绍了国内外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的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通过对太湖流域自然、经济、社会、水环
境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水环境的总体特征，对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指
出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是流域环境管理系统性偏差所致，必须进行系统创新，构建以生态补偿体
系为核心的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模式。
　　第二章分析了湖泊流域的结构特点，定义了描述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的六个基本假
定。
提出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双向付费”的理论框架，并构建了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
管理结构描述模型。
以太湖流域为例，分析了流域跨行政区污染纠纷的产生机理，构建了太湖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
理结构描述模型，提出建立流域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区域补偿体系是解决流域跨界污染纠纷、实施流域
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的核心和关键的论断，并具体提出了生态环境区域补偿体系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构建了我国工业污水、城市污水削减成本函数，并通过太湖流域环境统计数据分析，得到
苏浙沪两省一市的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总磷（TP）三种主要污染物的削减成本
函数，结果表明两省一市三种主要污染物的削减成本函数差异很大。
　　第四章提出了应用行政手段建立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行政协调模型，行政协调模型由流域环境成
本最小模型和生态环境区域补偿模型两部分组成，其中流域环境成本最小模型归结为一个带有多约束
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其解为流域各地区的污染物最优削减量，生态环境区域补偿模型采用“节余成本
均分法”确保补偿地区和接受补偿地区的利益均衡。
构建了面向COD、NH.—N、TP削减的太湖流域行政协调模型，太湖流域的实证分析表明行政协调模
型不但有效解决了湖泊流域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而且使上下游地区达到“双赢”效果，较好地解决了
流域跨行政区污染纠纷问题。
　　第五章通过对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各地区的博弈分析，提出了应用转移税（费）手段建立流域跨
行政区水环境转移税（费）协调模型，并把转移税（费）协调模型转化为一个两层优化问题，上层是
一个非线性优化问题，下层是一个多地区均衡问题，采用理想点法求解这个两层优化问题的数值解，
即为转移税（费）协调模型的最优税率水平，也是流域生态环境区域补偿标准。
构建了面向COD、NH3—N、TP削减的跨行政区水环境转移税（费）协调模型，太湖流域的实证分析
表明转移税（费）协调模型和行政协调模型具有相同的成本节约效果，都优于目前执行的现状模型以
及地区内部优化模型。
综合比较分析，提出转移税（费）协调模型既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发挥流域各地区污染物削减成本差
异优势，降低流域污染削减成本，又具有强制执行、公平感强等优势，因此，选择转移税（费）协调
模型推动我国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比较合适。
　　第六章以太湖流域为例从体制、机制、组织、技术、标准、监测、法律等十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我
国湖泊流域跨行政区协同管理的具体政策建议。
　　第七章总结了《我国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的主要理论创新成
果、具体政策建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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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框架分析2.1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的基本假设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湖泊流域跨行政区的流域结构特点，揭示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污染的产生机理，定
量分析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模型，提出促进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的对策建
议，将首先定义以下六个基本的假定，这些假设将贯穿本书的整个研究过程。
假定1：水环境容量作为流域各地区的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水资源与空气一样，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
可以无限量获取、无价格使用的公共财产资源。
它往往是在不考虑对生命保障系统的长期影响或对后人的潜在危害的情况下被用于经济活动。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遭受到破坏，环境已由免费品变成了稀缺资源。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环境已成为一种稀缺物品。
稀缺则意味着对环境的使用存在一定的竞争，并且不是所有的使用者都能得到满足。
基于此，环境的使用其实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
如果经济的发展缓慢、污染物排放量较少，这种配置上的问题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各国、各地对环
境容量的需求日益扩大，这种配置上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协调好，大家可以共同使用、共同保护环境容量；协调不好，就会引起争端，甚至导致流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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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湖泊流域跨行政区水环境协同管理研究:以太湖流域为例》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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