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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勤劳的结晶，它的建成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
年”的天府之国，2000多年来都江堰成为全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最伟大的水利
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能有如此重大的成就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效的“治理”是让都江堰能够历2000多
年而弥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治理”是目前公共管理领域中一个十分活跃的概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得到了良
好的运用。
水资源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不可缺少的稀缺资源，对其进行调配和管理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
向，世界各国概莫如是。
我国对水资源的管理起步较早，但一直不是十分系统，而且也较多地体现在工程技术方面，对其进行
综合性的全面管理尚在探讨中。
由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李翊博士所著的《都江堰灌区“良治’’管理模式及应用研究》一书，就是
把“治理"理论用于我国大型灌区水资源管理的一个有益的理论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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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以深厚的文化功底结合先进的科技思维，站在都江堰灌区管理者的视角，对如何让千古名堰
——都江堰这一古代水利奇葩在新的世纪重放光芒提出了崭新的“良治”发展思路。
作者深入研究和阐述了国内外灌区的管理发展现状和都江堰灌区的发展现状，从管理模式、水资源优
化配置、水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数字都江堰”四大方面综合剖析了“良治”管理模式在都江堰灌区
的实际应用，并采用大量实际数据和运行经验对“良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实用性研究。
全书涉及文化、管理、经济、水利、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各项学科，并在“良治”模式中综合应用
，适合广大水利系统领导、水资源管理人员、灌区工作人员、科研工作者、水利技术爱好者参考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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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3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1）公平性（Fairness）。
这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本代人的公平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性。
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
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性。
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本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
满足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
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三是公平分配有限资源。
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而且也要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公平
，向所有的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机会。
这是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区别之一。
　　（2）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可持续性是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
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离开了资源与环境就无从谈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保持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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