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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世界各国古代就发生过多次争夺水源的战争，而今天水已经成
为世界性的稀缺资源，还将“最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和我们星球地球的生存”。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曾经预言：“今后某些地区的战争将不是政治的战争，而是水的战争。
”
水资源的保护和水的供应是一项公共产品服务还是私人营利手段呢？
近年来，随着水资源危机的日益严重，在世界范围内，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
议题。

本书从不同维度对全球水资源危机进行了深刻剖析，全面梳理了从公共生存保障到全球治理机制的发
展过程，详细介绍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学理论，是为数不多的对水的政治进行解读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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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用这一指标来衡量，2000年，全世界共有40多个国家存在周期性缺水现象（人均
年用水量低于1700立方米），其中大部分是亚洲或非洲国家，同时也包括波兰、丹麦和捷克等欧洲国
家。
①在上述国家中，有30个国家面临长期性供水短缺，即人均年用水量不足1000立方米，甚至有20个国
家已经出现严重供水短缺。
鉴于水消耗量与人口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因此，根据最悲观的预测，到2050年，将有60个国家的70亿
人口面临周期性或长期性供水短缺。
即使按照最乐观的判断，届时也将有48个国家的20亿人口面临危机。
“水稀缺指数”的优点在于，其分析方法简单而直观，因为它所衡量的仅仅是人口数量与可利用水资
源数量之间的对比关系。
但是，这同时也是这种分析模式的缺陷所在，因为它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人类对水资源的直接需求，
因而忽略了保护生态结构平衡的紧迫性。
环境破坏以及对河流的过度开发（有些甚至导致河流的阶段性枯竭）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从人类自身
利益考虑，必须保护水生态系统，防止河流在养育地球生命、降低洪涝风险以及排散外来污染物方面
的功能受到破坏。
“生态稀缺指数”则是将各水系的消耗水量与保持生态平衡所需满足的条件相互比较，从而唤起人类
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虽然目的相同，但与“水稀缺指数”计算方法所不同的是，生态稀缺指数不是以人类，而是以生态总
体需求作为衡量风险度的依据。
除了考虑满足人类需求所消耗的水资源数量外，该指数还需要考虑保持多少水资源储量，才能维持生
态系统的平衡。
由于分析考虑的因素更为全面，因此，后者比前者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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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的政治:关于全球治理的政治理论、实践与批判》是政治与公共管理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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