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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资源环境适应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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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江流域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和环境资源与较多的非再生资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但由于长期以来对生态环

境的忽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为了提高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应加强 3个方面保障能力的建设:

基础设施:在加强现有长江航道建设、提高长江航运能力的同时,加快长江流域东西向陆路通道的建设将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

展的关键; 能源: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加强对长江中上游地区水电资源的开发成为资源保障的基础; 生态环境:开展整

个流域生态功能研究与生态规划,明确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开发利用长江水系的权限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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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n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Found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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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h land resource, w aterpow er, large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available unr enew able resource provide a founda-

t ion for su 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Yan gtze River basin. How ever, du e to n eglig ence on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 ion, su stain -

abi lit y of Yangtze River basin is w eaken ing. For reaching sus tainable developm ent , s om e measur ements have to be taken on fol-

low ing fields : Const ruct ion of r ailways or hig hw ays connect ing th e low er, the middle and the upp er Yangtze River basin is im -

perat iv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 t of ent ire bas in besides improving current Yangtze-transportat ion capabilit y. E xpedit in g

development of w ater -power in th e middle and upper Yang tz e River w ill be sign ifican t for this region. Yangtze River playes a

vital role in the econ om ic d evelopmen t. How ever du e to improper ut ilizat ion on tr ansportat ion and environmental pur ificat ion ca-

pacity of Yangtze River by dif ferent dep artments an d regions, the ecological fun ct ions of this area have been weak ened to some

ex tent . T herefore, to s tudy ecological fun ct ion and to make ecological planning is imp or tant for reach ing su stain able develop-

m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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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流域丰富的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水能资源和

矿产资源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由于空

间差异较大,导致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

水平极不平衡.如何协调不同自然地理单元和行政区

域之间经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 制定适合于全流

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至关重要.

1　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长江流域跨越不同的经济地带, 经济结构和社会

基础差异较大.下游地区经济发达, 科学技术进步, 但

资源相对匮乏;中游经济比较发达, 各种资源有一定保

障, 但与东部地区相比, 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 与西部

地区相比, 经济发达而资源匮缺[ 1] ; 实现整个流域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一定难度. 然而,该流域土地面积占全国

15. 5% , 1994 年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

粮食产量分别占全国的 38. 3%、39. 5%、42. 2%和

39. 8% ,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实现长

江流域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该区的生存与发展, 而

且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复杂性、生态效应不可逆性和

环境影响的方向性[ 3, 4]也决定了实现整个流域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在研究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时,必须从全

流域出发, 针对上中下游地区不同经济特点和资源特

征, 提出适合于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长江

干流这条巨型动力纽带, 将长江上、中、下游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 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2　制约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通过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

生活方式, 力求达到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增



强, 资源高效利用, 生态良性循环 ,经济持续发展,人民

生活富裕, 环境清洁优美, 社会文明进步的目标[ 3] . 能

否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

式受下列因素制约:

( 1)环境背景　环境背景决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模

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式.环境质量影响人

类可以开发利用的空间、强度和深度, 以及人类生活消

费方式、污染物可容纳程度及区域土地人口承载能力.

( 2)资源现状　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是推动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动力.能否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资源的质

量和数量将起决定性作用. 进而言之, 可再生资源的质

量将最终决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途径, 而非再生资

源的多少将影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 3)技术保证　一个区域科学技术水平将是可持

续发展的保证. 自然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和绝对无限

的[ 6] , 因而限制了人类在一定时段内可利用的空间和

资源数量. 随着非再生资源数量的减少和枯竭,除了寻

求其它可替代资源外, 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强资源利

用效益可以延长非再生资源的利用年限, 从而为由非

再生资源支持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过渡到由可再生资

源支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基础.

( 4)人力资源　人类一方面是社会产品的生产者,

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产品的消费者. 生产和消费过程将

直接取决于人口素质的高低.长江流域作为一个特殊

的地理单元,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除考虑上述

因素外, 还应考虑下列两点: 上游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与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长江水系多重性对流

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长江流域是一个水文系统,具有

航运、水能发电、工农业用水、防洪抗涝、污染物净化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重功能,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长

江水系的综合功能, 对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

作用.

3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资源环境适应性评价

3. 1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1)可再生资源　长江流域土地面积 180 余万

km2, 其中可以用于种植的耕地面积 2317. 4hm2, 占全

国耕地面积的 24. 19% . 现有灌溉面积 1467. 2 万 hm2,

占耕地面积的 63. 3% .水资源总量为 9616 亿 m3, 平均

每亩耕地占有量 2620m3, 超过全国平均值的 45% .

长江流域从源头冰川末端算起,至长江入海口, 总

落差 5400 余 m, 加上众多支流、河谷蕴藏的水能资源

共有 2. 43 亿 kW·h, 其中可供开发的水能资源 1. 97

亿 kW·h [ 7] . 丰富的水能资源为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可靠基础.

( 2)非再生资源　除了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水能资

源外 ,本区上游煤炭资源探明储量 900～1200 亿 t , 其

中云南昭通褐煤储量 80 亿 t, 川南煤田储量 500～700

亿 t ,六盘水地区煤炭储量 300～400 亿 t ,成为我国南

方最大的煤炭基地, 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 3)环境资源　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 9616 亿 m3,

其中地表水 9512 亿 m3, 浅层地下水 2463 亿 m3 ,重复

水量 2360 亿 m 3.平均水资源量 54 万 m3/ km2, 超过全

国平均值的 90% . 丰富的水资源和径流具有较高的自

然净化能力, 此外, 还有林地 63. 05 万 hm2, 草地 42. 86

万 hm2, 和丰富物种资源,为该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基础.

3. 2　长江流域资源环境适应性评价

( 1)基础设施评价　随着经济发展, 交通滞后已经

成为影响该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但基础设施建设并未

引起地方部门的足够重视, 1994 年沿江 7 省 1 市交通

运输业投资仅占投资总额的 6. 7% , 尚低于全国 8%的

平均水平, 致使该区通航里程和通航能力远赶不上运

量的需求.全区通航里程 80866km, 占全国内河通航里

程 70%以上;年货运总量 38155 万 t, 货物周转量 1105

亿 t·km, 分别占全国内河运输量的 80%和90% ; 年客

运总量 13607 万人, 客运周转量 104. 9 亿人·km [8] , 由

水路交通组成了长江流域东西货物流通的主要通道.

为了适应区域可持续发展, 必须从以下方面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 加大长江水道的管理和修缮,通过人工整

修, 增强长江水运干道的通航能力. 加快长江流域东

西向陆路通道建设, 提高该区东西客运和货运能力.

在保证上述 2 项交通设施完善和正常通航能力条件

下, 发展区域短距离便利空中航运.

( 2)资源评价　土地资源: 在数量上, 长江流域居

我国 7大江河之首, 是一个土地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区.

然而在土地资源中, 适宜于农业种植的面积仅占

23. 70% ,人均耕地不足 0. 1hm 2,低于全国 0. 13hm2 人

均水平. 该区粮油棉总产量占全国的近 40% , 是我国重

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农

业生产受到较大冲击,粮食生产对整个地区经济发展

的支撑能力在逐年削弱. 据预测 2010 年沿江各省市人

口将达到 5. 5 亿以上,以人均占有粮食 450kg 为标准,

需求粮食 2. 5 亿 t, 即使保有现在粮食播种面积,粮食

单产达到 6000kg / hm2 ,也无法满足人口对粮食需求的

增长 .如果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播种面积下降, 满足

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将十分困难, 不仅会影响到流域经

济发展, 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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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随着经济发展, 耕地面积还将继续减少,但在

现有耕地中,有 2/ 3 的中低产田,加强开发利用这一部

分耕地资源,提高粮食产量具有较大潜力.目前全区粮

食平均单产 3150kg / hm 2,而高产区为 6000kg/ hm 2多,

低产区 2250kg / hm2; 全区复种指数平均为 181% , 但高

产区为 240% , 低产区 93% , 如果将高产区的技术和经

验逐步移植到中低产区, 将大大地缓解粮食总产量逐

年下降的趋势.为此,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争取提高

农业复种指数的同时, 提高农作物单产. 制定基本农

田保护法, 规划农田保护区,稳定耕地资源基本数量.

逐步开发中低产田和后备耕地资源.

能源: 1993 年长江流域一次性能源生产量 1. 768

亿 t 标准煤,占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的 16. 5% ,然而沿江

省市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3. 35 亿 t 标准煤, 约占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的 30. 7% , 消费量远大于生产量, 能源自给

率只有 52. 2% [ 9] ,近半数所需能源依靠从境外调入. 能

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在较长时期内将成为制区域经

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虽然长江流域能源供需矛盾尖锐, 但流域内水电

资源开发相当落后, 目前该区水能资源开发仅占 10% ,

即使 2009 年三峡工程建成发电后,每年开发的水电资

源仅占 20% [ 10] . 与煤炭资源相比, 水电资源既是一种

清洁能源, 又是一种再生资源.若将所有可用水电资源

开发出来, 相当于每年增加约 5 亿 t 标准煤. 煤炭资源

短缺是该区长期面临的问题,近期内还应加强外煤内

运通道建设,积极开拓境外能源渠道, 与此同时加快步

伐开发核电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支柱. 此外,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降低单位工业产值能耗潜力巨大(表 1) .

表 1　7省 1市电力消耗比较[ 7] / kW·h·万元- 1

地区
每万元工业产值电力消耗量

1985 1990 19951)

上海 2098 1920 528. 78

江苏 2132 1611

浙江 2387 1772 404. 98

安徽 4478 3578 597. 42

江西 4472 3665 1142. 10

湖北 3633 3137 765. 57

湖南 5054 3648

四川 4282 3258 891. 92

全国 3666 3104 833. 55

　　1)数据根据 1995年各省年鉴统计数据计算而得(工业电

力消耗量/工业总产值) .

( 3)生态环境资源评价　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将

为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然而由于对生

态环境的忽视,盲目围湖造田, 导致长江流域中下游地

区湖泊面积急剧缩小, 大大降低了防洪抗灾能力. 不合

理乱砍滥伐,生态破坏导致环境地质灾害增多,其结果

是削弱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 长江水系

丰富的径流量为沿江地区提供一个可靠的污染物净化

水体, 但沿江各大城市纷纷向长江水系排放污水, 使得

长江水系受到不同程度污染,降低了污染净化能力. 为

了保证长江水系的供水、航运、发电、防洪抗灾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多重功能,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 长江水系定位研究: 进行长江定位研

究就是要明确长江水系在流域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

位和作用, 进行区域总体规划, 在有计划、有步骤开发

长江干支流水运资源、水能资源的同时, 又不破坏长江

水系作为整个地区用水、污水净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功能. 要求明确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开发利用长江水

系的权限和责任. 生态功能研究与区划: 除了供水、

航运、发电等作用外, 长江水系巨大的径流量、较高的

植被覆盖率和面积广大的湖泊水体在净化污染物、减

少水土流失、保护动植物资源和防洪抗灾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 如何在开发利用长江综合作用的同时,研究长

江水系的生态特性、功能特征和对人类活动的敏感性,

对于维护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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