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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events,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water 

rights and water market.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water pollution event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ree aspects: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er, government mechanism and 

market mechanism. The research on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water rights and water 

market reflects two ways of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olution of water problem can not only rely 

on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rely on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science. 

The mor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water problem is to start with deeper research, from 

human behavior and concept, and combine the comprehensive mean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marke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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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社会科学对水污染事件研究的不同视角，以及水资源配置、水

权与水市场的研究进展，水污染事件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可以从社会文化交

迁、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等 3 个层面进行阐释，水资源配置、水权与水市场的

研究体现了水资源的两种配置途径：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认为，水问题的解

决不能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技术，还必须依靠社会科学介入，从更深层次研究，

从人的行为和观念入手，同时结合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综合手段进行治理，

才是解决水问题的更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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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水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水资源短缺日益严峻，人民群众、政府部门、

专家学者都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环境问题愈加重视。水已从自然要素演

变为当今中国典型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科学界的强烈关注，水资源及相关

领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思想实验场地。

1  透过水事件研究社会现象

在涉水问题上的分析研究，很多文献均通过对水事件的剖析，从社会文化

变迁、政府处理机制、市场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反思，并提出相关建议。

1.1  反思社会文化变迁 

太湖流域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工农业及生活废水的排放量很

大。与此同时，水环境的治理措施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流域内的污染十分

严重，主要集中在东太湖和南部沿岸地区。水污染造成水环境恶化和水质型缺水，

使得近年来不断爆发的蓝藻污染，严重制约了太湖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太湖蓝藻事件，俞燕鸣认为消费主义文化是造成公共领域向消费领域转化

的祸首。消费至上的生活原则改变着人们对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的认识，公有

域成为消费品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场所时，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各种消费力量的

侵蚀，公有域一旦失去了被保护的可能，其原来的根基就势必动摇，公共危机

因而滋生。而太湖作为公有域，必然面对危机和侵蚀。她主张借鉴深层生态学

所倡导的生活德性：反对消费至上主义，抵制把购物当作消遣或嗜好；在脆弱

的大自然中生活应当小心谨慎，不伤害自然；努力保护区域生态环境，而不只

是生命个体，应当把自己的社区看成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陈阿江重点从文化社会逻辑角度分析太湖污染问题。他认为太湖流域传统

村落，由于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并且，

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也有效地约束了村民的水污染行动。而城市

污染下乡、本土工业污水泛滥，使水域急剧恶化。村落的外源污染不仅污染了

村落的水域，而且导致了村落的内生污染。由于水域高级功能的丧失，居民在

被迫弃用水体高级功能的同时，无意识中使用、开发了水体的低级功能——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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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功能，变传统的保护者为现代的污染者。随着代际继替，维护水乡生态平衡

的传统价值观逐渐沦丧，新价值观成为主流，水体将持续恶化，中短期内呈不

可逆转之势。外在的污染，使河流失去了传统的功能，使得人们对水的功能利

用向低级功能转化，这时便开始了内生污染。

这种内生的污染会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传递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这种内

生污染的形成，标志着水污染的严重性和治理的困难性。并由此形成结论：首先，

解决环境问题，根本上讲是要从解决人的问题人手，即要解决人的行为和观念。

治人是本，治污是标。其次，目前技术主导的学术研究与治理措施，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太湖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必须有社会科学介入，进行更广泛、更

深层次的综合研究和综合治理。凡指望用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方式解决水污染

问题注定要失败。

朱柏铭从负外部性和交易成本人手分析水污染事件，认为水污染主要是由

于企业的负外部性造成的。对于解决水污染问题，他认为：科斯定理的两个条

件都不具备，水资源作为公共资源，产权无法明确；交易成本不可能忽略不计

或者为零。其次，政府规制能否奏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督成本。当监督

成本过高时，政府规制就会失去作用。第三，先进的技术与良好的制度相结合，

能激励人们避免或减少产生负外部性，即可以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共同作用，进

行排污权交易来矫正外部性。排污权交易的合理性在于，多排污水多付费可以

减少企业为排污所付出的成本，能减少政府治污的支出。但是，排污权交易也

有弊端，即排污权进入市场后，企业购买了排污指标会更加认为排污是理所当

然的。另外。有排污权节余的企业可能不肯出售自己的节余排污权，造成排污

权的浪费。不过，这种弊病可以通过合理确定排污权价格得以消除。他认为负

外部性的矫正有多种备选方案，侵害者与受害者谈判的办法受制于严格的约束

条件。从成本角度分析，政府规制未必是理性的选择，引入市场机制的制度创

新才是明智的。

陈阿江基于市场机制从利益相关角度对水污染事件进行了深人剖析。他认

为在水污染事件中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态度与行动，与水污染的发生或对其遏

制均有重要的影响。在工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事件中，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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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污染的企业主和下游受到直接影响的受害者，它们的关系、博弈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污染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污染的严重程度。除此两个主要群体外，

污染争端的第三方，如独立的技术专家、作为环境管理职能部门的环保局、司

法系统、政府等对事件的预防、制止或发生有重要影响。单个决策和理性经济

人假设下，对于排污活动，企业主简单归结为生产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主要是

达标排放处理与偷排之间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其局限主要在于企业主仅考虑

了自身的内部成本，而忽略了对社会的外部成本；企业主仅考虑了短期内的成

本和收益而忽略了长期效益。同时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主作为社会人缺乏

应有的社会责任。污染的受害者——基层的民众无奈地选择了沉默。首先，普

通民众要为衣食而谋；其次，普通民众无力面对专业壁垒；再次，普通民众难

于与企业抗衡；最后，普通民众很难组织起来，而政府乐意“为民做主”，所

以民众也乐于并习惯于等待政府去解决问题。将水污染事件冲突当事人双方以

外的其他力量看成第三方，若第三方能独立有效地开展工作，则能减少污染事故，

一些已经发生的污染事故也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也能减少今后同类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分析，研究者认为水污染事件中各方的关系格局，

直接关系着水污染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它的最终结局，而水污染问题的解决需

要预防、治污相结合，以防为主。预防的核心是防止某些利益相关群体的不合

理行为，如偷排污水等。法律、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人的行为而发挥作用。若

要使水环境得到改善，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调整好涉及水污染的社会各

利益群体的关系。而教育则主要通过影响人的态度、价值观等，进而影响人的

行为。

1.3  反思政府处理机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人类活动与行为以及自然

灾害或意外因素等导致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并具有发生突然、形式

多样、危害严重、处理任务艰巨的特性。对此，蒋敏认为，透过太湖水污染事

件的处理，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理方面的能力在逐步提升，表现为

能自觉借鉴以往国内外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提高了危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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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现实效果，但是同时也存在危机意识不强，危机判断失误；监测、预警机

制不完善；信息不够透明，披露不够及时；预案的不完整和纸面化的缺陷。崔

伟中、刘晨则在其文章中针对松花江和沱江等重大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进行反思，

同时比照珠江流域近年来接连不断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认为导致突发性水污

染事件的主要原因有违反水资源保护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

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应急处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应急

处理与协调机制，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报告系统，缺乏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

与协调。要加强对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最有效的途径是尽快建立并完

善以国家确定的重要流域为单元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还需要

制定包括机构能力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的短期和长期规划，并尽快付诸实施。

2  水资源配置、水权与水市场研究 

水资源配置、水权与水市场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水问题的重要研究领域，

相关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刘喜峰认为水资源合理优化配置

和水权、水市场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水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离不开水权和

水市场，水权和水市场分别是水资源优化合理配置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手段；水

权理论的完善、水市场的建立及交易需要水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水资源优化

合理配置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水权理论和水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二者的最终目标

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使有限的水资源支撑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

水资源短缺已经阻碍了缺水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传统的水资源配置模式不

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游和下游、地表水和地下水、农业用水和城市用水、

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之间，水资源利用的尖锐矛盾的解决，供水与需水、短缺

与浪费、开源与节流、用水和防污之间的水资源管理的辩证关系的处置，都需

要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

在水权的概念界定上，各位学者均认为水权是一组权利束，包括所有权以

及各种不同层次的使用权。但是却没有一致的定义和统一的全面认识。汪恕诚

认为水权最简单的说法是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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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研究的重点是水的使用权问题。姜文来认为水权

是指水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有关水资源的权利的总和（包括自己或他人受益或

受损的权利），其最终可以归结为水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归结起

来大多是将水权比照财产权进行划分与界定。

将水权市场看做“准市场”是目前国内比较主流的一种观点。胡鞍钢等提出，

在转型期情况下我国的水市场只能是一个准市场，亦即流域水资源在兼顾上下

游防洪、发电、航运、生态等其他方面需要的基础之上，兼顾各地区的基本用

水需求，通过“政治民主协商制度”和“利益补偿机制”实现部分多样化用水

的市场化配置。一些研究者十分关注水权市场建设所需要的各种制度条件和技

术条件，胡继连等提出了水权市场的基本构造框架；刘克亚等对水权市场主客

体的培育和空间结构等进行了初步分析。

水权分配原则的界定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水权分配原则研究与水资源

合理配置研究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研究内容有互相叠加的部分。两者反映了水

资源的两种配置途径：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水权配置原则和水资源合理配置

都必须根据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充分考虑代际间发展

和用户之间分配的公平性，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协调人、

土地、工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及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诸多因素的有机加权平均，

体现初始水权的公平分配。虽然不同研究者对水权分配原则的偏重不同，但是

都包含了对于公平原则的考虑。石玉波认为水权配置应体现 8 项原则：优先考

虑水资源基本需求和生态环境需求、保障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时间优先、地

域优先、承认现状、合理利用、公平与效率兼顾公平优先以及留有余量原则。

胡继连等认为黄河初始水权分配应遵循 4 项原则，即粮食安全优先、时间优先、

地域优先和公平优先原则。

用水问题与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农村与城市、

农业与工业、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与代内公

平之间的平衡。在这些对比中，都是前者居于弱势地位，因而产生了一些纯经

济效益性考虑与兼顾社会公平考虑两种观点的冲突。水价目前仍是我国调节水

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刘韵基于对水价的分析，探讨了用水问题与社会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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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贫困人口承受能力予以考察，认为水费支出在城镇居民的总消费支出中

所占比例还是比较低，大多数的城镇居民对于水价上涨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但是对于城镇中的贫困人群而言，情况就不容乐观。收入越低，水费支出占收

入的比重就越高；收人越高，水费支出所占收入的比重就越低。在制度设计上，

水价调整后的用水优惠政策应除了低保家庭和特困家庭外，还能给予更多的困

难户享受，保证城镇贫困居民生活用水，从而体现社会公正。同时应推进阶梯

式计量水价方式，既能促进节约用水，又能兼顾社会公平，从而避免了单一计

量水价上涨时，忽视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而导致的“一刀切”的缺陷。

3  结语

水资源保护与合理使用是关乎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

系着千家万户利益的基本问题，必须建立新的用水思路，调整人类自身的行为，

减少干扰和侵害，实现人与水的和谐相处。基于水事件的多视角研究，以及水

资源配置、水权与水市场的研究，都是对人水关系的再思考。调整人与水的关系，

尊重水的自然规律，单纯靠自然科学的技术进步是不能根本解决环境问题的。

必须依靠社会科学介入，从更深层次研究，从人的行为和观念人手，同时结合

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综合手段进行治理，才是解决水问题的更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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