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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科普读物 《中国南水北调》

朱 承 中
�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北京 100011)

科普读物 《中国南水北调》来到我手边之后, 引起我很大兴趣。首先是因为我的职业和经

历使我对有关南水北调的任何事物都感兴趣。再则是因为近年来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一些有悖于

科学、民主决策的状况, 非常需要能够有较为客观的出版物作切合实际的论述, 为社会广大读

者正确认识南水北调服务。《中国南水北调》面世, 是符合这一需要的。

《中国南水北调》作为科普读物, 给读者介绍了大量的相关知识: 水文水资源的基本知识;

缺水现象的生成和造成的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等问题; 什么是跨流域调水和为什么要搞跨

流域调水; 跨流域调水的历史和现状; 南水北调的提出和基本设想等。在这些方面, 本书为读

者提供的知识较为丰富而又科学严谨, 可为南水北调这一复杂的事物树立基本的认识基础。

本书又全面地介绍了我国南水北调现有的可作为实施决策的东线、中线、西线三项工程的

基本方案, 包括布局和各种主要技术、经济及生态环境特性。在这方面, 本书编者是在严格意

义上的客观引述了淮河水利委员会关于东线工程、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中线工程、黄河水利委

员会关于西线工程的论证报告的有关内容, 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错误未加指出和评论。读

后不禁感到两点: 一、所引述内容实际上存在某些失实错误之处, 但由于是严格地客观引述原

规划方案, 只能如此。但若有失实错误之处, 只能由原著者负责, 编者是不能为之负责的。二、

是据我所知, 编者对南水北调的规划与实施实际上具有明确精深的见解, 曾在各种场合以语言

和文字公开发表。然而在大争论的背景之下, 在此作为科普读物编者, 特别是在介绍各方的方

案主张时, 只能严格要求保证客观地反映原规划者的见解与方案。绝对不因编者本人的见解而

有意突出、推荐某一方案或批评、否定某一方案。如此苦心独运的风格值得赞赏。

还应指出, 作为科普读物, 本书知识内容丰富、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如水的

生成、水的循环、水荒的形成、可持续发展原则等等, 把原来比较枯燥的事物和原理都写得深

入浅出, 趣味盎然, 间或出以亦庄亦谐的文采, 很有特色。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都可以接

受、欢迎的一本科普读物。

本书之价值, 笔者认为实际上超出了一般的科普性, 还可以作为处于决策层 (含主要参谋

者) 而又不具有水利专业知识, 或虽有水利基本知识而未深入研究跨流域调水者的参考读物。因

为本书不仅提供了许多基本知识和资料, 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决策选择首期工程 (或称起步工

程) 的重要原则。尽管如本书前言所述: “关于中国南水北调东、中、西线工程的建设程序,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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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取得共识, 国家也尚未作出决定, 故本书未予论述。”而选择首期工程正是近年来南水北

调论证的焦点, 从什么样的原则出发来进行选择, 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选择首期工程的主要原则, 在本书中除有关各处均有论及外, 还在 “尾声”中有较为

集中的论述: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如此复杂浩大, 所以同时建设东线、中线和西线三项调水工

程是不可能的。国家只能根据各地区缺水的紧迫程度, 工程风险的大小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先建设其中一项调水工程。而且对选中先行建设的调水工程, 也应当尽可能分期实施, 这样既

积累了工程经验, 也减轻了国家财政压力。”这里实际上说明了这样几点 (括弧中是根据我个人

理解所加增注) :

1. 要根据各线供水地区缺水的紧迫程度和可解决的程度 (应包括需要和可能供应的水量、

水质和保证程度) ;

2. 要根据各线风险的大小 (应包括建设期和运行期中的技术、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各方

面的风险在内) ;

3. 要根据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和良性运行的可能性 (其前提当然是要搞清楚需要的工程概

算、财政投入、运行费用和水价) ;

4. 分期实施的设想和可实现性。

以上或许还欠完全, 但应该说包括了选择原则的主要方面。显然, 严肃的、科学的决策者

必须客观地、全面地分析、比较各方案 (或组合) 的以上特性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但遗憾

的是有的方面并不这样做。而正因为此, 更显本书之可贵。

南水北调正再次成为人们组织研究的热点, 相信本书之出版将有助于人们对南水北调的认

识和规划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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