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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水电资源的开发一言难尽，在不同时代从不同侧面观察水电站建设，
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在一个常态发展的社会，水电站建设收益的分配和风险的合理分担决定着水电开发的成功程度并具有
广泛的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而言，水电开发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都曾借助成功开发水电资
源而获得廉价能源，促成本国工业化步伐加快，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曾将发达之梦寄托于水电资源的开
发。
于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水电资源开发都曾被置于社会经济生活重要战略地位
。
虽然人类社会利用水的能量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但是，19世纪未以后，大规模水电资源开发与工业化
相结合使人类社会摆脱匱乏、追求富裕的进程发生重大转折，从某种程度说直至可替代的新能源开发
获得巨大进展之前，水电资源开发仍将是很多国家能源开发的重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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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地区大型水电资源开发研究》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的核心便是在水电
资源开发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保障各民族同团结，共享发展成果，达到各民族共同繁荣。
水能资源的自然分布与民族地区的相关性，使得水电资源开发直接与民族关系联系起来。
民族地区的大型水电资源开发活动涉及不同层面的利益分配和各类风险的合理分担，亦应是民族关系
协调的重要领域。
　　《走向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地区大型水电资源开发研究》适用于水电开发方面科学技术人员及
从事相关方面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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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利对农业社会经济与政治产生过巨大影响。
在古代社会经济规模和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下，农业生产产量的增加与充足和及时的水供应密切相关
，兴修水利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产量，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同时使得农作物种植的多样化水平提高，
促进了人类种植结构的改善，农作物品种显著增加，农业人口发展所需要的食品得到稳定的供给，为
人类社会生存条件改善提供了重要保障。
可以说，正是水利的发展推动了早期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作为一个古老农业大国，历史上的中国人就十分注意水利的开发，明代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
便全面介绍了治水方略、水利施工方法等，他还编译了《泰西水法》，交流东西方水利技术。
　　人类在驯服水、利用水与水害抗争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因此，治水或寻求水
之利成为人类早期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说时代的鲧、禹都是以部落首领的身份进行社会动员而领导治水，通过成功治水获得成就，从
而成为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防洪和灌溉已成为当时农业生产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水利建设工
程，而且那些兴修了水利工程，并发展水稻生产的诸侯国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力强盛。
也就是说，人类早期对水利的追求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当时社会政治和组织关系的发展。
由于人类社会追求的水利与社会组织关系和政治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性，以至于古代社会对兴修水利所
需劳动力征调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检验当时社会的动员能力和社会统治稳固程度的重要标
准。
一些衰落王朝正是在其政治统治衰落期，由于大规模地兴修水利而加速了灭亡和衰落。
无论如何人类社会对水利的追求最初就是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开发活动，事
实上也为水能的利用创造着条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各民族共同繁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