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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维度下河西走廊水资源利用管理探讨

王忠静a, c , 张景平b ,郑  航a, c

(清华大学 a. 水沙科学与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b. 历史系; c.水利水电工程系,北京 100084)

摘要: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历史维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流域管理亦然。通过对河西走廊近代水资源开发

利用历史的回顾,分析了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石羊河、疏勒河及讨赖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发展和流

域管理的演变, 重点探讨了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形成的/ 以时分水0的时间水权制度的运行情况、人类活动影响下流

域水循环特征变化导致时间水权制度失效的机理,以及讨赖河流域传统分水模式与现代水利制度衔接的现实需求

与可能方式。研究认为 ,在历史维度下进行流域管理问题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河西走廊水环境演化规律、深刻理解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问题的现实内涵、科学制定传统水资源管理与现实发展要求衔接的可行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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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under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Hexi Corrid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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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 tate K ey Laborator y of H yd ros cience and Engineer ing ; b. D ep ar 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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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isto rical dimension is indispensable in the social and ecolog ical civ ilizatio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w atershed

management. In t his paper, the modern histor 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 er resources in H exi Co rr ido r w as illus2

tr ated, and the histo rical evolut ion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 ion of wat er resources, socio2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shed management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Shule R iver Basin, and T aolai Riv er Basin in H ex i Co rr idor of Gansu prov2

ince w ere ana lyzed. Mo reover , the evo lution o f duration2based w ater r ight s in H exi Co rr idor and t he mechanisms of invalidation

of durat ion2based w ater r ights due t o the var iation of hydro lo gical cy cle character istics under human activ ities wer e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curr ent demand and possible so lutions of combining the tr adit ional w ater dist ribution method and modern w ater con2

serv ancy system in the T aolai Riv er Basin.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research o f water shed management under histo rical di2

mension is o 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in2depth r esear ch o f the evo lution of w ater envir onment in H exi Co rr ido r, to the un2

derstanding of realistic connot at ion o f the development and ut ilization o f w ater resources, a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 f feasible so2

lut ions to address both the tradit ional w ater r esources management and realist ic requir ement.

Key words:histo rical dimension; w ater r ights; t echnique; ecolog y; society

1  河西走廊近代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概况

河西走廊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灌溉农业区,水利史可追溯

至公元前 2 世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河西走廊水资源的

开发利用几经起伏、几度中断、几番发展, 形成了绿洲经济社

会和灌溉农业的模式。当代河西走廊主要灌区的明确渊源

开始于明初,并在清代康熙、雍正朝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跨越

式发展过程[1]。

18 世纪之初,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流域

的水利开发水平并不一致。石羊河、黑河二流域中游已形成

较为发达的灌溉系统,有着较为成熟的水利管理制度。而位

于/ 边外0的石羊河、黑河二流域下游及疏勒河全流域, 受明

代收缩型边境政策的影响, 人烟稀少, 农业开发零星、分散。

彼时, 石羊河、黑河二流域中游用水规模有限,下游地区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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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十分丰富。有鉴于此,当康熙末年清廷开始将经略西域

作为长期战略时,石羊河、黑河下游地区与整个疏勒河流域

就成为官方大规模屯田的场所,水利开发程度在短时间内迅

速跃升。至 18 世纪中叶, 整个河西走廊的水利格局已发生

了重大变化,直接造成三个后果: 首先, 原有水系经人工疏凿

发生了明显改易,直接导致河道迁徙、湖泊盈缩以及湿地消

长,区域生态环境亦因之改变; 其次,诸流域屯田区域以外来

人口为主、实行军事化水利管理制度, 这深刻影响着传统垦

区以本地人口为主、实行/ 民间0水利的管理制度, 二者间既

摩擦碰撞,亦相互渗透, 形成了独特的水利管理体制与相应

的社会结构;其三, 各流域下游各县与中游各县之间开始形

成明显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土俗民风, 至今仍十分明显。从某

些角度观察,不同流域下游各县社会之间的相似程度要远远

大于本流域下游与中游之间。

从 19 世纪开始, 河西走廊的水资源状况开始趋紧。其

主因是来自然还是社会, 抑或是两者的共同作用, 学界对此

尚无统一意见。但不争的事实是,河西走廊各流域的水利纠

纷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纠纷主要发生在各河中游与下游

之间,大型灌区之间及县域之间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石羊

河、黑河干流流域,下游指责中游破坏既有灌溉制度; 在疏勒

河干流与黑河支流讨赖河流域,则为下游要求中游更改既有

制度。虽然各时期的冲突都在不同范围内进行了不同方式的

调节,但至 20世纪 40 年代初, 各级政府对于种种纠纷的仲裁

调解愈来愈难以奏效,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开始不断恶化[2]。

20 世纪 40 年代后, 民国政府与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向河西走廊各流域引入现代水利技术,兴

建了一系列大型工程,拓展和完善了灌区和灌溉系统。至 20

世纪 60 年代, 基本形成了河西地区现行灌溉系统的骨架,各

流域基本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 因此水利纠纷减少, 水利工

程的供水能力在总体上呈现出富余状况。而且现代水利技

术和水利工程的引入,使河西走廊各流域第一次建立起完全

由政府掌控的水利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灌溉活动的控制

之严、运转效率之高是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在这一体制之

下,河西走廊的人口、耕地、粮食产量与工业化水平皆成倍增

长,一跃成为中国西北重要的经济区域。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河西水利开发格局发生了新

的变化。一方面,在国家/ 三西0建设以及国际贷款的支持

下,河西开展了新一轮灌溉农田的扩张和建设活动, 在疏勒

河甚至开展了移民垦殖活动, 其规模、效益与组织管理水平

皆大大超过了清代屯田; 另一方面, 受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

过度开发双重影响,河西走廊各流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

危机,亦为此前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

促进下,各流域的水资源博弈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 一些与

水利密切相关的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 如生态问题、环

境问题、绿洲萎缩问题、生态移民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等,纵横交错, 日益突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河西走廊又

一次走到了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

2  历史维度下河西走廊水利问题的宏观特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 广义的中国水利问题日益

跳脱出单纯的工程技术领域,成为经济学、环境学、人类学与

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无论何种学

科视角,从历史维度切入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 遂衍生出水

利经济史、水利环境史以及水利社会史等新型研究方向。其

中,山陕、两湖、江南及闽台地区是研究热点, 其中以明清以

来的历史最为人所重视。由于种种原因, 河西走廊虽作为中

国北方干旱地区重要的灌溉农业区,但关于其近代以来水利

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显得不足。鉴于河

西水利问题自身的鲜明特色, 我们认为, 从历史维度研究河

西走廊水利问题,应注意如下 4 点。

( 1)水资源开发对河西生态环境演化与社会变迁起到重

大决定作用。从古至今,水资源开发对于河西走廊而言始终

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此点为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

对于同属北方地区的山陕、华北等地区而言, 水利问题固然

重大,但并不能决定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内容。河西地区则

不然,其民谚云: / 有水斯有木, 有木斯有土, 有土斯有财, 有

财斯有用0 [ 3]。水利的先决性在此种递进论述中一目了然。

以水利问题为枢纽来把握历史维度下的环境问题与社会问

题,在河西地区具有更强的可靠性与典型性。

( 2)近代河西水利问题的第一关键词, 并非/ 宗族0、/ 信

仰0或广义的/ 水利共同体0 , 而是/ 权威0或/ 权力0。对河西

水利史的研究,既要坚持在中国近代水利问题研究中挖掘传

统社会的/ 非政治要素0的做法,更要看到明清以来河西经济

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移民屯田和水利开发与管理中政府主导

的重要作用。近代河西水利的兴衰, 皆与特定的政治理念、

政权结构以及政府治理形势密切相关。分析不同年代政权

对河西水资源的控制能力和管理方法, 是了解其对水利纠纷

的调处水平,进而理解区域社会建设与管理演进的本质与机

理的重要途径。

( 3)通过水利问题的视角, 不难发现河西走廊诸流域实

际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进化模式, 即伴随水利纠纷的/ 激

化 ) 解决 ) 再激化 ) 再解决0而同步发展。晚清民国时, 河

西民众的权利意识、自治愿望在愈演愈烈的争水斗争中获得

巨大释放,然而这些被生存逼出来的改变与诸多现代技术、

制度乃至观念相交作用后,却遂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民国

时代, 河西各地民众并不拘泥于械斗、遮道告状或/ 油锅捞

钱0式的传统仲裁, 而是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动用了政党、议

会、地方自治等现代政治工具, 使这些政治工具的内涵在当

地民众心中迅速获得了地方化理解, 而争水的理由也不断

/ 与时俱进0 ,不断附会在各种意识形态中, 左右着河西社会

的演化与发展。

( 4)河西走廊的历史水利问题与现实水利问题联系紧

密,许多问题古今十分类似。譬如, 近三百年来河西走廊水

资源博弈中,下游与上游、土著与移民、地方与中央三大关系

一直是最核心内容,只不过在各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

同。以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水利博弈为例, 在清代主要表现为

在/ 民垦0与/ 军屯0、保障农业与维持/ 归化部落0游牧区草场

之间,今日则表现个体为农户与大型国营农场、农业用水与

工业企业之间。

3  河西水利问题历史案例研究的当代启示

3. 1  石羊河流域水权模式应与水循环特点相适应
石羊河流域是河西走廊最东部的流域, 也是水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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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程度最高、用水矛盾最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地

区。全流域自产水资源 16. 59亿 m3 , 外调水 1. 1 亿 m3 ,可利

用水资源 17. 69 亿 m3。流域内古浪、凉州、民勤、天祝、永

昌、金川、肃南、山丹、景泰 4 市 9 县的 227万人, 2003 年用水

总量达 28 亿 m3 ,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4]。

石羊河流域自西汉起就有了引水灌溉。西汉政权控制

河西走廊后,在中游设姑臧县(今凉州区)、下游设武威(今民

勤县城西北)、宣威(今民勤县城西南)两县, 随之迁入大量人

口。彼时石羊河终端湖的广大面积给初到的中原人留下了

深刻印象,西汉儒生因此将其指认为5尚书# 禹贡6中的潴野

泽。汉朝以后,随着人口增加, 灌溉需求扩大,流域天然水系

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潴野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隋与唐代

前期(公元 581 至 764 年) , 耕地面积增加到汉代两倍, 中下

游水系呈现分散化趋势, 下游终端湖更分为多个较小湖

泊[ 5]。明代万历年间(公元 1573 至 1620 年) , 全流域耕地面

积已达 1. 33 万 hm2 ,而与此同时, 下游民勤一带已出现严重

沙漠化问题,流沙经常压埋农田、填塞渠道, 沙丘甚至高过房

屋边墙。进入清代, 人口快速增长, 使石羊河水资源状况进

一步恶化。清中叶镇番(即民勤县)全县人口约 19 万人,对

照明嘉靖年间(公元 1522 至 1566 年)的 3 400 多人, 增加了

60 倍。随着水资源状况的恶化, 流域开始出现水利纠纷,并

愈演愈烈,从局部蔓延到全流域, 成为中国北方水案最为严

重的地区之一。此种水案, 大多在于上游截霸水源, 导致下

游无水耕种所致。其中最为著名者为北沙河水案, 起自明正

德年间(公元 1506 至 1521 年) ,至 20 世纪 60 年代方告解决。

此案地跨三县、经历四朝,发生械斗、词讼不计其数, 共有各

类政府判决 30 余件。四百多年间, /争水0已成为民众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并发展出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6]。

新中国成立后, 为解决上下游日益严重的用水矛盾,

1962 年甘肃省水利厅、武威专区和武威、永昌、民勤三县,仿

照历史上的/ 均水制0, 提出了5武、永、民三县用水问题规

定6 ,以此安排上下游的用水秩序, 这被称为/时间水权0 ,主

要为:对于泉水, 武威泉水给民勤放水时间, 平年从 12 月 1

日至次年 4 月 4 日,放水 125 d, 闰年放水 125 d, 放水期间,

武威不得取水;对于山水河流, 武威每年给民勤放水两次共

27 d, 第一次放水时间 7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 放水量为平水

年 380万 m3, 丰水年 450 万 m3 ,中等干旱年 310 万 m3 ,干旱

年 220万 m3 ; 第二次放水时间 9 月 14 日至 9 月 30 日, 放水

量平水年 620 万 m3 , 丰水年 740 万 m3 , 中等干旱年 490

万 m3 ,干旱年 380 万 m3。该规定主要确立了不同县区的取

水时间,这种模式缓解了上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 维护和稳

定了用水秩序,后虽经历多次修改, 仍维持了以自然水循环

为基础的时间分配模式。然而,随着石羊河流域众多现代水

利工程如水库和大批的机电井的不断兴建, 使流域水循环逐

渐从自然模式转化为人工模式,地表和地下径流发生了根本

变化,以往分水协议赖以存在的水循环基础发生了动摇 ,分

水协议无法有效执行(图 1)。

石羊河的/ 均水制0 是以时分配地表径流和溢出泉水的

取用用户,在河川径流正常、泉水溢出充盈时,上下游之间按

照其/ 时间水权0依时取水, 互不干扰、用水秩序井然。随着

图 1  石羊河/均水制0失效演变示意图
Fig. 1  The invalidat ion of duration2based w ater allocat ion sys tem

in th e Shiyang River Basin

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提高, 机井大量使用, 地下

水开采量增加,导致地下水超载, 地下水位下降, / 均水0控制

断面的地表径流和泉水干涸, / 依时取水0的背景条件荡然无

存。此时/ 时间水权0失效, 分水协议的实施已/ 有其名而无

其实0 ,而下游民勤历史上形成的水权犹在, 每年仍可取泉水

125 d, 但泉水干涸,无水可取。由此造成整个流域用水的无

序和混乱,下游民勤不得不进一步开采地下水以满足用水需

求,导致地下水位更加急速下降, 引发大片植被死亡, 土地沙

化,沙漠入侵, 沙尘暴肆虐。为缓解这一严峻形势, 2007年国

务院批准了5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6, 投资 47. 48 亿元,

实施生态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设, 改时间水权为水量水

权,到 2010 年, 民勤来水量达到 2. 5 亿 m3 ,并最终在 2020年

提高到 2. 9亿 m3[ 7]。

正是通过历史水权的梳理与现代水循环条件的比对,发

现历史上的时间水权是建立在当时水循环特征基础上的。

水循环特征的改变将影响时间水权的实施, 造成水权犹在、

无水可用的局面,最终摧毁历史形成的分水制度, 导致流域

用水秩序丧失。5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6的第一把钥匙,

正是从重建用水秩序入手,逐步扩展到其他方面。

3. 2  疏勒河流域历史河道应与湿地保护区相互通连
疏勒河流域的水利开发可追溯至汉代, 历经魏晋南北朝

而不衰,并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当代学者根据敦煌藏经洞

发现之唐代文书5沙洲行水规则6等文献, 完整复原出疏勒河

最大支流党河流域中古灌溉网络的面貌。这些文书记载,早

在公元 9 世纪前党河流域已普遍实行轮灌, 并建立起一套水

权制度,疏勒河流域整体情形由此可窥见一斑。至明代清

初,受边疆宏观形势的影响, 疏勒河流域水利完全废弛, 今日

灌溉系统的渊源始于公元 18 世纪初清廷的大规模屯田活

动。但由于缺乏通盘考虑,清代疏勒河流域自屯田活动展开

之初就发生了严重的水权纷争。

康熙后期,疏勒河洪积扇东北缘首先兴起屯垦, 由此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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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疏勒河中游干流的改道。雍正中期后, 疏勒河下游开始

大规模屯垦。为了优先保证灌溉,中游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

渠道建设,开凿了总长近百公里的黄渠、新黄渠干渠系统,由

此直接导致了中游布鲁湖的干涸与下游哈拉湖的扩大。至

此,人为水利活动塑造了今日疏勒河水系主要河湖的分布面

貌。在人工疏导与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的共同作用下, 疏勒

河下游始终保持了充足的水源。然而疏勒河中游灌区特别

是黄渠沿线灌区的水权纠纷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并在民国时

趋于激化。历代政府为了解决水利纠纷, 曾实行过以水量为

标准的流域性分水活动, 如雍正七年在今玉门市南进行的

/ 二八分水0尝试。然而,此分水维持时间并不长久, 以时间

为水权计量单位的流域性分水活动仍然长期居于主导。归

根结底,这是因为在传统技术水平下河西走廊不具备进行按

水量分水的基本条件,难于修建永久性渠首与经过衬砌的渠

道系统,如坚持按水量分水将导致人民工役负担的加重与水

量损耗的增加。在没有调蓄手段的情况下, 由于每年灌溉高

峰与汛期的不吻合,有限的水量如何确保公平分配即成为关

键问题;传统水利技术下的按水量分水只能采用原始的/ 镶

坪0法,如此将导致下游灌区渠首全部集中于上游的局面,因

此下游群众始终表示难于接受。

在民国之前的历史时期, 疏勒河流域的人口规模与耕地

面积呈现出明显的波浪式演变趋势(图 2)。虽然不能认为每

一次低谷的出现都是水利危机的产物, 但疏勒河流域长期采

取的粗放式垦荒、大流域轮灌都不利于水资源开发的平稳持

续发展,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水文地质条件凸显出传统水利技

术的局限。以清代为例,由轮灌引发的用水纷争始终不能解

决, 这使得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开发水平远远低于走廊其他流

域。民国时期, 甘肃省建设厅曾试图在全省推广以水量为计

量单位实施水权登记、建立现代水权管理体制,但在疏勒河流

域乃至整个河西都难于推行。建国以后, 疏勒河流域的人口

和耕地的快速增长,促使了新的水利工程建设,疏勒河流域也

借助地理方面的优势,先后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与 90 年代末在

中游与上游建成了双塔、昌马两座大中型水库,并建成以昌马

干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干渠网络,进一步增加了中游灌区的灌

溉面积。这一方面使得疏勒河历史河道断流距离加长,对下

游湿地保护区的地表水利供给中断; 另一方面现代化灌区建

设使得全流域的水量调度与精确控制成为可能,按方计量、节

水灌溉、总量控制成为现实。5敦煌地区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

态保护综合规划6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了利用现代技术在中游

灌区实施全面节水,重新分配水权, 结合水联网现代化建设,

配合引哈济党调水,向下游输送一定的生态水量,使干涸多年

的近 300 km的疏勒河重新通水,通连至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护尾闾湿地, 阻止库姆塔格沙漠的东侵。疏勒河的

经验说明,特定形态的水权体系是与一定水利技术相适应的,

因此有必要在史学界、社会学界提倡,在揭示影响水权形态的

社会、人文因素的基础上,发挥水利技术对水权形态的积极影

响作用,以支撑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 8]。

3. 3  讨赖河流域传统分水模式应与现代水利制度
相衔接

  / 时间水权0是指以互不重叠的取水时段作为控制指标

的水资源使用权形式,是千百年来河西走廊诸流域占据主流

图 2 两千年来疏勒河流域耕地盈缩和人口变化[ 9]

Fig. 2  Variat ions of ir rigat ion ar ea and population durin g

the last tw o th ou sand year s in the S hule River Basin

地位的水权形式。虽然随着河西走廊各流域的经济发展和

水资源开发利用,多数地方时间水权的分水模式变成了水量

水权模式。然而在黑河最大支流讨赖河流域, / 时间水权0至

今仍是流域水权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讨赖河流域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流域总面积 2. 81 @ 104

km2 , 总水资源量 12. 13 亿 m3。其现行/ 时间水权0制度规

定:在讨赖河干流渠首处, 年内分配给上游讨赖灌区(包括嘉

峪关市、肃州区、农林场)用水 153 d, 其中春、夏、秋给洪水河

灌区分水 3 000 万 m3 左右; 给下游鸳鸯灌区用水 175 d; 给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酒钢公司0 )工业

用水 37 d, 4 500 万 m3 ,见图 3。

图 3  讨赖河分水制度示意图
Fig. 3  Th e durat ion2based w ater allocat ion system

in the T aolai River Basin

沿着讨赖河干流下行至泉水溢出带, 形成清水河、临水

河。/ 时间水权0再规定,清水河、临水河给清水河、临水河灌

区用水 172 d,给下游鸳鸯灌区用水 193 d(图 4( a) )。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清水河及临水河的泉水溢出量持续减

少,从 1992年的 1. 82 亿 m3 ,减少到 2006 年的 1. 17 亿 m3 ,

14 年间减少 0. 65 亿 m3 ,减少幅度 36% (图 4( b) )。与此同

时上游讨赖河干流同期来水却未减少, 清临两河来水量与上

游冰沟站径流量相比比例明显减低。这说明讨赖河渠首站

尽管严格遵守着/ 时间水权0 ,但中游的上游区的地下水增采

已影响了中游的泉水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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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清水河、临水河年水量分配及其流量与

冰沟站径流的比例

Fig. 4  T he durat ion2based water allocat ion in the Qinshui

an d Lin shui Rivers an d the annual runof f in the Qingshi

and Linshui Rivers compared w ith th at at the Bingou Stat ion

沿着讨赖河继续下行,将到达河西走廊的第一座水库即

鸳鸯池水库。鸳鸯池水库是讨赖河中游和下游的分界点,是

下游鸳鸯灌区的主要供水水源,其拦蓄鸳鸯灌区/ 时间水权0

内的河道径流量,并供下游使用。1959 年- 2008 年年间,鸳

鸯池入库水量减少较为明显。1959 年- 1969 年鸳鸯池多年

平均入库水量为 3. 71 亿 m3 , 1999 年- 2009 年平均入库

31 22 亿 m3 , 较 20 世纪 60 年代减少 0. 48 亿 m3, 减少

131 06% (图 5)。于此同时, 讨赖河干流出山口冰沟站的天然

径流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减少趋势。这说明, 在时间水权未变

的情况下,上中游用水量的增加, 已经导致了进入下游水量

的减少,威胁时间水权的运行。

图 5 讨赖河天然径流系列及鸳鸯池水库入流系列
Fig. 5  T he natural annual runof f in the T aolai River

and the annual inflow to the Yuanyang Reser voir

很显然, / 以时分水0制度是以天然水文循环条件为基础

的。与石羊河类似,人类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造成的流域水

循环特征的改变正在逐渐瓦解讨赖河时间水权制度的水文

基础,给讨赖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埋下了很大隐患, 因此亟

需改革并建立/ 以量分水0的现代水资源管理方式, 否则极有

可能步石羊河的后尘[10]。但时间水权制度在讨赖河运行已

久,反映了流域用水的历史习惯和特点,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

础,认可度很高。若简单地全盘否定、推倒重来, 必将面临巨

大的阻力和成本。此外,长期以来, 时间水权制度规定/ 分水

时段0内各区域的可用水及实际供水量[ 11] , 反映了流域内各

区域不同阶段的需水及用水水平,这为划定流域用水总量控

制红线、建立/ 以量分水0的现代水资源管理方式提供了重要

的依据 ,为讨赖河传统分水模式与现代水利制度衔接提供了

基础。可见,在河西走廊地区, 水利历史与现实问题有着紧

密的联系,忽略历史将使现代水利改革困难重重, 尊重理解

历史则对解决现状的水利问题、提出可行解决方案具有重大

的促进作用。现代水资源管理方式的建立不能与流域水利

历史割裂,科学的改革方案需要将传统水资源管理与现实发

展要求进行有效地衔接[10]。

4  结论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对河西走廊水利问题的研究中

引入历史维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 有利于深入

认识区域水环境的演化规律,更好解决当代河西走廊水资源

保护与利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如流域水权体系改革、流

域管理机制创新、生态保护政策制定等。历史维度下的河西

走廊水利问题研究必须综合水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

乃至法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手段, 采取定量、定性

结合,分析、叙事并重的研究思路, 努力探索多学科学者联合

工作的具体模式。可以相信, 历史维度下河西走廊水利问题

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值得更多学界同仁予以积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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