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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对推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基于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

保护项目,对其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获得的成果及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后续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提出建议。 研究表明,项
目采用 SWAT 模型进行污染特征识别,明确了主要污染形式及来源,给出了针对性生态修复意见,提高了综合治理效率。 进

而以小流域治理为单元,通过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森林生态系统修复、水资源管理等工作修复了流域生态系统。 同时,基于

《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协议》及千岛湖水基金,构建了多元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全国生态补偿体系贡献了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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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river
 

basin
 

ecolog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Zhejiang
 

Qiandaohu
 

Lake
 

and
 

Xin′ anjiang
  

Basin
 

water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je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i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basin,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subsequent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basin
 

ecology.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by
 

using
 

SWAT
 

model
 

to
 

identify
 

the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forms
 

and
 

sources
 

of
 

pollution
 

were
 

identified,
 

which
 

offered
 

specific
 

pollution
 

treatment
 

suggestions,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river
 

basi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forest
 

ecosystem
 

restorati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other
 

work
 

to
 

restore
 

the
 

watershed
 

ecosystem
 

was
 

applied
 

in
 

small
 

watershed
 

unit.
 

Meanwhile,
 

based
 

on
 

the
 

Xin′anjiang
  

Basin
 

Water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Agreement
 

and
 

Qiandaohu
 

Lake
 

water
 

fund,
 

a
 

diversified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contributing
 

Zhejiang′s
 

experience
 

to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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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是在流域范围内,以治理水

资源为主要目标,综合运用水资源调控、水环境保

护、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管理等技

术手段,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综合

治理。 近年来,太湖流域、滇池流域等都开展了流域

生态综合治理,不仅修复了流域水环境及周边生态

环境,还带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1-2] 。 对治理案例

分析发现,虽然我国流域生态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但也陆续暴露出存在的问题:传统治理形式对生

态环境工作重点及关键问题把握不足,治理效能有

待加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落实得不够,可持续

发展能力有待提高;政策的引导作用不强,难以有效

调动群众主观能动性;补偿及绩效考核等机制不完

善,治理积极性及效率存在提升空间[3-4] 。 研究认

为,这些问题制约了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及可持

续性,如何从技术支持、政策优化、成果评价等方面

探索解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论文基于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从技术、机制、经济等多角度入手,
系统分析、总结开展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过程中的经验,以期提高我国流域治理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1　 项目背景
1. 1　 千岛湖与新安江流域

1. 1. 1　 流域自然概况

新安江为钱塘江的正源,源头自徽州(今黄山

市)和今江西婺源的浙源乡境内,新安江东入浙江

省,经淳安,最终和兰江在建德汇入钱塘江。 新安江

干流长为 373
 

km,流域面积为 11
 

674
 

km2,平均流量

约为 166
 

m3 / s。 作为华东地区水生态安全的重要支

柱,新安江终年可保证在地表Ⅲ类水标准以上,是国

内水质最佳的河流水系之一(图 1)。
千岛湖作为浙江省最广阔的淡水湖,其包括

1
 

000 余个面积大于 2
 

500
 

m2 的岛屿,上游的新安

江水系汇入钱塘江,最后注入东海。 千岛湖集水面

积为 10
 

442
 

km2,水库面积为 567. 40
 

km2,平均水深

为 34
 

m,最大水深为 97
 

m。 湖区洪水位为 108
 

m,
最大库容为 216. 26 亿 m3,正常库容为 178. 4 亿 m3。

图 1　 千岛湖与新安江流域

Fig. 1　 Qiandaohu
 

Lake
 

and
 

Xin′anjiang
 

Basin

千岛湖集 25 条大小溪流、河川汇集,其中以新安江

来水量最多,占千岛湖总来水量的 57%。 而位于浙

江省内的各条入库河流(武强渓、中洲、进贤溪、百
亩畈等)占千岛湖来水量的 43%[5] 。
1. 1. 2　 流域环境概况

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具有优异的自然资源,有
效带动了周边城市经济发展。 但近年来的发展强调

经济建设而对自然保护重视不足,产生了一系列环

境问题。 监测数据表明,千岛湖水体富营养化程度

在不断加剧,2001 年—2006 年为贫营养状态,而

2007 年—2015 年已均为中营养状态,且营养状况指

数均在 30 以上,湖水透明度总体上呈缓慢下降趋

势。 农业污染是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污染排放主要

来源,其占总氮的 60%和总磷的 81%。 同时,千岛

湖流域林相较为单一,其森林大多由人工针叶林组

成,生物多样性及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不

佳[6] 。 此外,流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

供水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存在水质性及资源性缺水

问题。 由此可见,对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的水资源

与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具有现实意义[7] 。
1. 2　 项目由来

针对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日趋严峻的水环

境问题,2013 年 12 月国家制定了《千岛湖及新安江

上游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 (简称

为《综合规划》),该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千岛湖主

要水质指标稳定保持在Ⅰ ~ Ⅱ类,营养状态持续改

善,主要入湖河流及其支流水质在 2015 年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 这表明对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

生态环境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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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于 2018 年以《综合规划》 为依据,启动

了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保护项

目。 项目通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林业生态修复、农
村饮水安全提升等工程进行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
2　 项目实施与成效

为解决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保护项目从

流域综合治理提升、水资源管理提升和机构能力建

设、项目管理与绩效考核 3 个方面入手,其治理内容

涵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森林生态系统修复、水资源

管理、生态补偿及绩效考核机制建立等多个专业领

域,以期提高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治理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2. 1　 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2. 1. 1　 重点控制区域划分

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项目基于水文

SWAT( 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SWAT) 模型,
在治理前期对重点流域进行污染特征识别,以期明

确主要污染形式及来源。 通过考察重点区域地形地

质、土壤、用地类型、天气等变量,利用 SWAT 模型

对目标流域内氮、磷、农药及泥沙等污染物迁移转化

进行了模拟[8] 。 基于污染物分布强度,明确流域内

重点控制区域范围及地块类型,提出针对性的综合

治理建议。
以大同溪为例,其位于建德市千岛湖流域南

部,水系总面积约为 144
 

km2 。 水系内无主要工业

点源和大型集中式养殖点。 治理前总氮平均浓度

指标处于Ⅳ ~ Ⅴ类,总磷浓度指标处于Ⅰ ~ Ⅱ类。
其地形相对平坦,坡度在 15°以下的平地占 41%,
25°以上的坡地面积占比 30%左右。 由于不同利

用类型的土地,其营养物强度具有差异,例如水

田、旱地、茶园等农业用地与森林相比,具有更高

的污染贡献和污染强度。 项目基于卫星遥感对大

同溪水系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森

林覆盖率约为 53%。 农业以水田为主,其占地约

为 32%。 经济作物以桑树、果树及茶园为主,占地

约为 10%。 项目在此基础上采用水文 SWAT 模型

模拟,获得了大同溪水系中总氮、总磷及泥沙流失

强度空间分布(图 2) 。

图 2　 大同溪水系总氮、总磷及泥沙强度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N,
 

TP
 

and
 

Sediment
 

Intensity
 

in
 

Datong
 

Creek
 

River
 

System

　 　 在此基础上,根据污染物强度确定大同溪流域

内的重点控制区域。 划分后的重点控制区域分别占

总氮、 总磷及泥沙负荷总量的 51. 7%、 48. 7% 及

36. 4%。 其地块类型以农业用地为主,占流域农业

用地总面积的 46. 8% ( 图 3 )。 研究认为, 通过

SWAT 模型模拟流域污染分布,项目明确了流域重

点控制区域范围及土地类型,识别了流域治理关键

问题,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针对性生态修复意见,如:
施用有机肥或缓释肥,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用地污染

物的产生;植被缓冲带有效地对污染物进行拦截、吸
收、转化和分解,减少污染物进入收纳水体等,提高

了综合治理效率。

图 3　 大同溪水系重点控制区域范围及土地类型

Fig. 3　 Key
 

Control
 

Area
 

and
 

Land
 

Type
 

Distribution
 

of
 

Datong
 

Creek
 

Riv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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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研究[9]指出,农业面源污染是地表水污染的主

要来源,有超过 50%的氮和磷的排放来自农业活

动。 种植过程中过量使用的化肥和农药会随径流进

入湖体,造成水体污染。 研究发现,2015 年约有 10
 

460
 

t 的 CODCr 和 930
 

t 氨氮排放进千岛湖和新安江

流域,其中农业排放的总氮和总磷约占排放总量的

70%。 项目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控制,通过土壤肥

力诊断指导施肥,以有机肥、配方肥替代传统化肥,
提高施肥效率,减少化肥使用。

以淳安县为例,项目联合农业农村局、淳安县财

政局、淳安县林业局,对淳安县 142 家单位 30
 

000
亩(1 亩≈666. 67

 

m2 )果园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工作,在鼓励单位采用有机肥和配方肥的同时,基于

土壤肥力测定明确最佳施肥量,提高施肥效率。 同

时,项目在政策管控的基础上,对农户及相关工作人

员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培训,通过技术人员

讲解面源污染形成机理、化学除草剂等农药对生态

系统危害、测土配方施肥的科学意义等知识,提高农

户对有机肥及配方肥的接受度,并强化了项目相关

人员的工作水平,提升了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项目实施期间淳安县化肥、农药使用量较项目

评估时基线值减少 10
 

646
 

t 和 248. 16
 

t,分别减少约

23. 3%和 25. 6%。 同时,项目通过回收和安全处置

废弃农药容器的方式,降低农药对地表水污染。 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累计回收废弃农化容器

184. 3
 

t,废弃农药包装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由于

项目的贡献和政府的支持,淳安县被评为“2020 全

国绿色农业十佳发展范例”。
2. 1. 3　 森林生态系统修复

千岛湖周围山林广泛分布马尾松人工林,现有

马尾松纯林共 105 万亩,但林相结构单一,不利于森

林可持续经营。 马尾松人工林存在松毛虫周期性危

害,以及潜在的松材线虫病威胁,而一旦遭遇虫害就

会导致严重的林木死亡、景观衰败,生态功能退

化[7] 。 同时,集中连片的针叶人工林容易发生土壤

退化,降低森林生态功能。 项目采用间伐抚育、人工

造林等手段,结合综合病虫害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采用环境改善、物理防治和化学

防治多手段组合实现森林生态系统治理。
以淳安县为例,针对森林群落演替的复杂性,通

过合理补植、优化混交比例及混交方式来改善单一

林分问题。 对于原有针叶纯林,通过补植耐荫树种、
改善阔叶幼树生长条件等方式,加速现有针叶纯林

正向演替,形成稳定的针阔混交森林群落。 对于原

有芒杆林地,采用补种木荷、银杏等乔木树种,形成

郁闭幼树林冠层,减少林地阳光抑制芒杆生长。 同

时在交通便利的芒秆山地区,根据农户意愿种植油

茶、香榧、山核桃、杨梅等经济作物,充分恢复生态环

境功能,并为村集体和农户提供经济收入,提高了农

户参与积极性及主动性。 项目实施过程中 60%以

上的农户参与了林相改造项目。
项目实施期间,淳安县 2018 年共计完成森林修

复工程面积 17
 

018 亩,其中抚育间伐面积为 10
 

701
亩,抚育间伐补植面积为 2

 

194 亩,直接补植面积为

1
 

963 亩,人工造林面积为 2
 

160 亩。 2019 年完成建

设面积共 31
 

559 亩,其中间伐抚育 16
 

644 亩,抚育

间伐补植 5
 

180 亩,直接补植 3
 

756 亩,人工造林

3
 

946 亩。 单一林相正在逐步向多样化、多结构的

森林景观恢复转变,有助于减少径流,增强土壤蓄水

能力,减少洪水风险和森林火灾发生率。
2. 2　 水资源管理

项目前期调研指出,流域内水资源管理及综合

利用存在不足。 以淳安县为例,其农村供水存在水

质性缺水和资源性缺水的问题。 淳安县的分散式供

水工程数量居多,城市水厂和农村水厂数量少。 在

净水工艺方面,城市水厂均采用常规处理工艺,大量

分散供水工程以简易处理设备净水为主,存在水质

风险。 从水质监管来看,仅城市水厂和一家乡镇水

厂能做到水质自检,水质监管能力相对薄弱。 同时,
淳安给水系统 96. 2%的供水设施以彩溪沟(河道)
作为水源,受降水影响较大,供水水量保障存在一定

风险。
项目总投资共 3. 5 亿元,建设 8 个新建水厂供

水项目和 8 个现状水厂管网延伸项目。 服务范围包

括淳安县枫树岭镇、大墅镇、安阳乡、里商乡、威坪镇

等 18 个乡镇,共包含 188 个行政村、6. 23 万户,设
计服务人口共 21. 81 万人,最高日总用水量为 3. 76
万 m3 / d,设计供水总规模为 3. 84 万 m3 / d。 项目实

施期间,农村水质性缺水及资源性缺水问题得到解

决,饮用水提升工程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2. 3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流域生态补偿是指当不同行政地区在利用流域

生态资源发展过程中,由流域中的“生态收益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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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者”给予一定补偿。 对实施生态保护的

流域地区居民,为补偿其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及丧失

的发展机会,生态环境收益方会给予经济性、技术性

及政策性支持作为补偿[10] 。 常见的经济性补偿方

式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建立补偿基金、水权交易等。
有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能促进上下游不同行

政区域形成联动机制,协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
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发展。 但在实

践过程中,流域生态补偿仍存在利益群体间关系复

杂,生态补偿主体模糊,权责不明晰;缺乏明确且具

有可操作性的流域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补偿标准

科学性不足;生态补偿方式相对单一、市场化及公众

参与度不高等问题[11] 。 如何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完
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以多元化的形式进行生态补

偿是现有研究的重点。
2. 3. 1　 浙皖两省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自浙皖两省在 2012 年正式签订《新安江流域

水环境补偿协议》,共建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资金

以来,已建立了以水质考核为主兼顾产业、人才补偿

的多维度补偿方案,用于新安江流域环境整治和生

态保护。 2023 年—2025 年,浙江省每年出资 8 亿 ~
12 亿元、安徽省每年出资 8 亿元,补偿资金总额共

16 亿~20 亿元。 2026 年—2035 年双方出资额度和

比例根据协商结果动态调整。 在实施流域生态补偿

的过程中,浙皖两省共同确立了生态补偿考核指标,
并明确了补偿资金的分配方式。 项目生态补偿考核

与资金分配由断面水质补偿指数 P 值与产业和人

才补偿指数 M 值共同决定。
(1)断面水质补偿指数

断面水质补偿指数 P 值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以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 4 项考核

指标和常年年均浓度值为基本限值,测算补偿指数,
并基于此实行分档补助。 根据《新安江流域水环境

补偿试点实施方案》,补偿指数 P 值测算公式如

式(1)。

P = K0 × ∑
4

i = 1
ki

C i

C io
(1)

其中:P———断面的补偿指数;
K0———水质稳定指数,考虑降雨径流等自

然变化因素,取值 0. 9;
ki———指标权重系数,高锰酸盐指数、氨

氮、总氮、总磷分别为 0. 22、0. 22、0. 28、
0. 28;
C i———某项指标的年均质量浓度(高锰酸

盐、氨氮、总氮、总磷),mg / L;
C io———某项指标的基本限值(高锰酸盐、
氨氮、总氮、总磷),mg / L。

根据国控街口断面补偿指数 P 值,浙皖两省调

整补偿资金出资额度如下:若 P<0. 95,补偿资金安

徽出资 8 亿,浙江出资 12 亿,共 20 亿;若 0. 95<P≤
1. 00,安徽出资 8 亿,浙江出资 10 亿,共 18 亿;若P>
1. 00 或新安江流域安徽省界内出现重大水污染事

故(以生态环境部界定为准),安徽出资 8 亿,浙江

出资 8 亿,共 16 亿。
(2)产业和人才补偿指数

产业和人才补偿指数 M 值结合了试验重点区

和试验协同区,试验重点区计算主要针对绿色食品

加工、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文化

旅游五大主导产业,试验协同区计算主要针对区内

全部三次产业,以区内全社会单位能耗国内生产总

值(GDP)和五大主导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研
发(R&D)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为考核指标。 基于

上一年统计数据为基本限值,测算补偿指数,并基于

此实行分档补助。 产业和人才补偿指数测算如式

(2) ~式(3)。

M重 = ∑
4

i = 1
k重i

M重i

M重io
(2)

M协 = ∑
4

i = 1
k协i

M协i

M协io
(3)

其中:M重———产业的补偿指数;
M协———人才的补偿指数;
k重 i———产业补偿指标权重系数,全社会

单位能耗 GDP、高新技术企业数量、R&D
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0. 3、0. 3、
0. 2、0. 2;
M重 i———产业补偿某项指标的年值(全社

会单位能耗 GDP、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R&D 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
M重 io———产业补偿某项指标的基本限值

(全社会单位能耗 GDP、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R&D 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
k协 i———人才补偿指标权重系数,全社会

—56—

净　 水　 技　 术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Vol. 43,No. 3,2024

March
 

25th,
 

2024



单位能耗 GDP、高新技术企业数量、R&D
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分别为 0. 3、0. 3、
0. 2、0. 2;
M协 i———人才补偿某项指标的年值(全社

会单位能耗 GDP、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R&D 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
M协 io———人才补偿某项指标的基本限值

(全社会单位能耗 GDP、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R&D 人员总量、劳动生产率)。
试验重点区和试验协同区的补偿指数加权测算

出实际产业和人才补偿指数的 M 值,测算补偿指

数,并基于此实行分档补助。 计算如式(4)。

M = M重 × 0. 8 + M协 × 0. 2 (4)

根据安徽省内试验重点区和试验协同区 M 值

大小,浙皖动态分配全部补偿资金:若 M>1. 3,拨付

75%补偿资金给安徽省,拨付 25%补偿资金给浙江

省;若 1. 0<M≤1. 3,拨付 80%补偿资金给安徽省,
拨付 20%补偿资金给浙江省;若 M≤1,拨付 85%补

偿资金给安徽省,拨付 15%补偿资金给浙江省。
这笔补偿资金将用于上下游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产业优化升级等领域,兼顾上游突发不可抗力环

境事件对下游造成污染的赔偿,调动各方参与流域

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研究发现,随着浙皖两省生态

补偿机制的制定与实施,安徽省的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明显增大,在两轮试点后,新安江出境水质考核指

标全部达标,表明生态补偿机制有效促进了上下游

对流域的协同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
2. 3. 2　 世行项目生态补偿机制

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水资源与生态保护项

目同时采用国内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的形式,通过

世界银行和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及多家公益基金

会合作,在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项目区域

内建立了用于生态补偿的千岛湖水基金。 该基金采

用流域下游用水者向流域上游水资源保护者及非营

利性机构提供补偿资金的方式,协同改善及保护生态

系统。 同时,下游用水者还可通过水环境改善进行获

利,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市场化运行。
该基金在示范水稻田中采用精准施肥结合绿肥

使用,取代了 10%的化肥,有效降低了 30% ~ 40%的

氮磷流失风险,同时实现稻谷增产 11. 8%。 示范茶

园的覆盖措施有效减少了径流中 57. 31%的总磷和

44. 03%的总氮,并提升土壤肥力。 通过生态沟渠建

设,将径流中 CODCr、总氮及总磷分别降低了 15%以

上,有效净化农田退水,并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实现

了对上游水资源和水生态的保护。 同时,该基金通

过农产品研发、生产和品牌打造,在示范茶园设立了

“千岛清泉”品牌,通过有机农产品的销售及推广,
以多元化的形式进行生态补偿,为示范项目农户带

来平均 800 元 / 亩增收,提高了公众在生态补偿中的

参与度。
2. 4　 绩效考评制度构建

完善的绩效考评制度能全方位考核项目的进度

和质量,作为项目的成效评估的重要标准,同时可以

为流域治理提供数据支撑。 为了全面正确地评估项

目实施的绩效,项目实施中采用主要污染物减量目

标作为实施绩效考核指标,考核指标包括:项目实施

之后的总氮排放减少量、项目实施之后的总磷排放

减少量、水土流失的减少量、获得清洁饮用水的农村

人口增量等目标参数(表 1)。

表 1　 项目目标指标

Tab. 1　 Objective
 

Index
 

of
 

the
 

Project

指标参数 基线值
相对于基准值的标值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氮进入水体的减少量
基线 将 在 项 目 开 始 的 第 一 年

(2018 年),进行检测
2% 7% 13% 18% 22% 25%

磷进入水体的减少量
基线 将 在 项 目 开 始 的 第 一 年

(2018 年),进行检测
2% 9% 16% 21% 26% 30%

土壤流失的减少量
基线 将 在 项 目 开 始 的 第 一 年

(2018 年),进行检测

N / A(检测从

第四年开始)
N / A(检测从

第四年开始)
10% 15% 18% 20%

项目中获得清洁饮用水

的人口增量 / 人
0 0 63

 

278 86
 

310 161
 

019 200
 

181 218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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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为了确保项目实施的有效性,本项目细化

了不同阶段的具体绩效指标,包括:项目范围内少用

的杀虫剂(t / a)、项目范围内减少的磷消耗量(t / a)、
项目范围内减少的氮消耗量(t / a)等,并对指标进行

动态考核。 绩效考评制度的构建对确保项目实施的

质量与进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结论和建议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推动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浙江千岛湖及新安江流域

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对其在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中获得的成果及经验进行总结。 研究指出,
项目采用综合性治理措施,以小流域治理为单元,通
过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森林生态系统修复、水资源管

理等工作修复了流域生态系统。 同时构建了科学合

理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为全国生态补偿体系贡献

了浙江经验。
为更好地协调上下游流域生态、社会及经济关

系,提高流域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和可持

续性,研究对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提出如下建议:(1)
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应不断优化综合治理方式,
合理运用模型模拟等科学手段,识别治理重点及关键

问题,提高治理效率;(2)应充分发挥群众主观能动

性,在政策调控的基础上,采用宣传、经济补偿等手段

提高群众对生态治理的认同度及参与度,落实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理念;(3)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完善流域生

态补偿机制,以多元化的形式进行生态补偿,提高流

域上下游综合治理积极性;(4)构建合理的绩效考评

制度,提高项目质量,评估项目实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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