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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太湖的水质污染目前已严重影响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并对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险。
为了改善太湖水质，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治理太湖，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实施了相关治理措施
，从科技、资金等方面不断加大治理力度。
可以说，国家对太湖水污染治理是下大力气且非常舍得花钱的。
但遗憾的是，方法和策略有了，钱也到位了，治污成效却并不明显，反而越来越糟糕。
太湖流域的水污染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速恶化，近年蓝藻暴发已成为太湖的常态。
治理污染、保护太湖已成为政府关切、百姓关心、媒体关注、专家学者探讨、国际社会注目的重要议
题。
太湖污染为什么越治理越严重？
为什么不能治理好？
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过去采取的措施为什么会收效甚微？
这是当前太湖污染治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书从政策和管理角度对太湖流域污染治理进行整体评估及原因探析，探讨太湖流域风险与应急管理
机制，介绍国外非正式管制的经验，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本书包括以下四章内容。
第一章，太湖污染治理整体评估及原因探析。
研究认为，以GDP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和地方官员的晋升博弈是太湖水质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往往会牺牲长期利益，而选择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拉
动GDP增长的发展方式。
同时，由于晋升竞赛，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之间难以就环境保护达成有效的合作，导致太湖流域难以
形成有效的流域协作和流域环境治理。
第二章，太湖流域点源污染治理相关专题研究。
本章共分七节，每节一个专题。
第一节，太湖流域点源污染现状与对策研究。
从总体到局部阐述太湖流域点源污染现状，按工业污染和城镇生活污染分别概述污染治理措施。
从五个方面分析太湖点源污染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一是治污效果评价不科学；二是治标不
治本；三是治污“雷声大雨点小”；四是监督机制不完善；五是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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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从政策和管理视角对太湖流域污染治理进行整体评估及
原因探析，提出以GDP为导向的发展策略和地方官员的晋升博弈是造成太湖水质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
之一。
该书对太湖流域点源污染从七个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探讨了太湖流域风险与应急管理机制，并介绍
了国外非正式管制的经验，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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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特殊的行政架构和国情养成了地方政府官员等靠中央政府新政策的出台，过度依赖中央政
府或上级政府的干涉与协调的习惯，使得地方政府解决问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强。
普通民众更是缺乏主人公意识，没有参与解决问题的主动性。
这种管理模式与西方自下而上的管理理念相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造成了流域管理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流域管理的理念管理中国的水资源时势必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使西方的新
管理理念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之中，在以自上而下垂直协调管理为特点的中国顺利运行？
而中国现行的水资源治理在引人流域管理之后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出现了流域管理的水土不
服。
（二）部门利益难以打破。
平级部门间形成合作难于上青天“利益”通常被认为是企业的经营目标，但在中国却成为部门隔阂的
重要原因。
大多数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实际薪资待遇跟各部门事权大小直接相关，因而部门
利益极其严重。
在多部门权属交叉的情况下，各部门的行事原则往往不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是从部门利益最大化出
发，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也已为常态，进一步导致平级部门之间很难通过相互协调达成一致目标。
这就使得太湖流域治理难以形成一个统一协调作战的局面，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①经常出现一个任务多部门插手，却没有行动主体。
而在出现问题之后，又由于权责不清，各部门之间扯皮、推诿，治理效率低下，没有办法问责。
这种“群龙无首”式的太湖管理的结果自然是越治越差。
太湖流域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而这些分属于不同部门的职责范
围。
太湖流域涉及多区域，又有无数的支流，同时流域污染源无法进行明确区分，无法追究污染责任，这
是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流域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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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湖流域:水环境污染治理对策研究》：乡村中国丛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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