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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水污染减排、水环境整治、水资源管理、水功能提升四个方面全面解读河长制推行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构建

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体系,利用江苏省设区市 2006- 2015 年的空间面板数据,系统分析江苏省河长制推行

成果的现状和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在河长制诞生的十年间, 其推行成效经历了 2010年以前的高速成长期、2011-

2012年的波动成长期以及 2013 年至今的快速发展期; 在空间层面,河长制推行成效水平呈现苏南、苏中、苏北递减

的现象; 而近三年江苏省区域间河长制推行成效水平的增长呈现出/ 北快南慢0的格局 ,河长制推行的空间差异逐渐

缩小。建议今后进一步完善河长制考评和奖惩体系,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并充分利用民间治水

力量和资本, 推进城乡河长制同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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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temporal2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 Mingdong 1 , SH EN Xiaomei2 , WANG Yany ing1 , WANG Lei1

(1. S chool of Bus iness A dminis tration of H ohai Univ er sity , Changz hou 213022, China;

2. Yancheng Institute of T echnolog y ,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rehensiv ely interprets the targets o f RCS ( River Chief System) fr om four aspects, which are water pollution

reduction, water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water function improvement. On this basis, it builds the ef2

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 stem of RCS in Jiang su.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panel data of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Jiangsu P rovince from 2006

to 2015,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g 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CS in Jiangsu Prov2

ince. It is found that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since the RCS was implemented, its effectiveness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g rowth per iod be2

fore 2010, a fluctuating growth period from 2011- 2012, and a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from 2013 to the present. At the spatial level,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CS tends to diminish from southern Jiangsu to middle Jiangsu and to northern Jiangsu. In the recent three

years, the g rowth of effectiveness o f RCS in Jiangsu Province is fast in the north and slow in the south,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has

gradually narrow ed.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 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valuation sy stem as well as rew 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o f the RC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promotion of the technologies of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2

tion, to promote the RC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multaneously, and to make full use of civil forces and capital for water contr ol.

Key words: riv er chief system; evaluation system; tempora l2spat ial differences; water ecolog ical civilization const ruct ion; Jiang 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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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但对河

流、湖泊的管理保护没能同步跟进, 出现了河道干

涸、湖泊萎缩、水环境状况恶化等问题, 给用水安全

带来了严峻挑战 [ 1]。2007年夏季, 无锡太湖大面积

蓝藻爆发, 引发了严重的城市水危机。为根治太湖

的水问题, 同年 8月无锡市率先实行河长制, 由/ 河

长0负责督办所辖河道水质的改善工作 [ 324]
, 推进部

门间统筹、区域间协同, 在水上下功夫的同时, 更在

岸上下功夫,以加强对污染物源头治理。河长制实

施后,无锡全境水质明显改善, 近年来 79条由河长

管理的河流断面水质综合判定达标率维持在 70%

以上。2016年 12月水利部、环保部等十部委联合

部署推行河长制,要求确保 2018年年底前在全国范

围内全面建立河长制, 以推进河湖系统保护和水生

态环境整体改善,保障河湖功能永续利用,维护河湖

健康生命[ 5] 。河长制的推行也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王书明等[ 6]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河长制的优缺

点,认为河长制推动了我国环境制度变迁的步伐, 但

其具有应急的过渡性, 应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任

敏[ 7]、黄爱宝 [ 8]和刘芳雄[ 9] 等学者认为河长制具有

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的基本特征, 将会

面临/能力困境0、/责任困境0等挑战,应当推进河流

治理法治化建设,加大公众参与,最终实现河流管理

从/权制0到/法制0再到/德制0的转变。刘鸿志 [ 10]

和沈晓梅[ 11] 回顾了河长制在江苏地区的产生和发

展历程,认为应增强河长制工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

性、可操作性,增强河流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并从

法律制定、考核机制和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提出具

体建议。不过, 目前对河长制的研究多是停留在/从

无到有0层面,仅仅分析河长制本身的优势劣势、存

在问题、发展趋势以及推行河长制的必要性, 或根据

某一试点城市的实践进行案例剖析, 缺乏/从量到

质0的分析,对河长制推行的整体水平和空间差异程

度没有量化研究。

江苏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和较快的城镇化步伐, 但随着创新示范区建设以及

/两个率先0战略目标的实施, 江苏省城镇化和工业

化等/四化0协同融合的步骤明显加快, 导致水资源

利用和水环境承载的压力也随之俱增。为此, 江苏

在全国率先推广河长制, 各设区市政府也先后出台

相应的政策推进河长制实施 [ 12]。但是,从各市河长

制政策颁布的牵头部门、发文单位差异可以看出, 河

长制在江苏的实施还缺乏统一标准, 尚未做到统一

管理。多数政府部门在考核/河长0时仅仅将考核指

标限制在水质层面, 未涉及更深层次的水生态文明

建设内容。本研究拟以国家和江苏省相关发文中对

推行河长制的任务要求为依据, 构建江苏省河长制

推行成效评价体系, 利用江苏省各设区市 2006-

2015年的面板数据, 系统分析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

果的现状和差异程度,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河长制推

行路径建议。

1  河长制推行的目标解读

河长制的推行目的, 就是顺应/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0的生态文明理念,合理利用自然,倡

导人与水和谐相处,加强对河流体系的管理,解决由

于人口增加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出现的洪涝灾害、

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等水问题,促进区域水

生态文明建设 [ 13214]。仅仅把水生态文明理解为/保

护水生态0,把河长制的任务目标理解为/改善河流

水质0,都是不全面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

公厅颁布的5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6中规定了

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等推

行河长制的六大任务
[ 15]
。在其指导下, 江苏省委结

合江苏实际情况审议通过的5关于在全省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实施意见6提出了推进河湖长效管护、提升

河湖综合功能等八大主要任务。可见,河长制的推

行, 其任务和目标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整治河流污染

这个表面,而是深入河流及其相关的领城, 推进全社

会水生态文明建设。本研究将国家和江苏省所发布

文件中的 14条任务, 归纳为水污染减排、水环境整

治、水资源管理、水功能提升四大类进行目标解读。

1. 1  排污控制,根治水污染问题

要实现水污染减排,主要应对废水排放情况和

废水中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控制。减少入河废水排

放是从源头上控制河湖污染、提升区域水环境的根

本途径。应当加大对水功能区的管理监督力度, 根

据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河流水域纳污容量和限制排污

总量,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 切实监管入河湖排

污口,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深入落实5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6,明确河湖水污染防治目标和任务,

统筹水上、岸上污染治理,完善入河湖排污管控机制

和考核体系[ 16] 。

1. 2  生态循环,保障水环境质量

做好水环境整治工作, 就要提高污水治理能力

和区域排水能力。构建健康水循环体系,加快水利

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
[ 17]

, 提高区域水

环境质量是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在水循

环体系中,污水处理和防洪排涝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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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一方面要开展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推进城

镇雨污分流管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提标改造, 提

高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加强水系沟通, 实

施清淤疏浚,构建健康水循环体系。另一方面要加

快/海绵城市0建设, 完善城市水循环体系,充分发挥

海绵城市的功能, 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 18] ,促进

水生态文明建设。

1. 3  加强管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

加强水资源管理, 必须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

区域供水能力。/开源节流0是解决水资源短缺, 构

建人水和谐的生态文明局面的重要措施。/开源0就

是保障水资源供应, 提高城乡居民自来水普及率和

自来水综合生产能力; /节流0就是节约水资源,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应当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建设节水型社会 [ 19]。要严守水资源开发利

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

线,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防止不合

理新增取水,切实做到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因水制

宜,坚持节水优先, 加快实施农业、工业和城乡节水

技术改造, 坚决遏制用水浪费[ 20] 。水资源短缺地

区、生态脆弱地区更要严格限制发展高耗水项目。

1. 4  合理利用,完善水综合功能

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发展水平, 是水功能提

升水平的直接体现。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

缺少的宝贵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
[ 21]
。推行河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止

步于/水0本身, 而是要在保障水生态健康成长的前

提下不断提升水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效益。一方面是

生态涵养价值。生态用水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

环境、提升居住质量,是保障城市绿化覆盖和公园绿

地面积的重要支撑。另一方面是经济价值。自古以

来,水运就是人类重要的运输方式,尤其对于平原地

区的江苏, 改善航道质量、提升通航能力将改善区域

交通环境, 进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 河流湖

泊的渔业价值以及水利风景区的旅游价值都能为地

方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  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体系构建

2. 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上文对推行河长制的任务分析和目标解

读,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体系可由水污染减排、水环

境整治、水资源管理和水功能提升等四部分构成。

其中,水污染减排由反映区域废水排放的工业废水

排放量、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集中式治理设施污水

排放量和反映排放废水中污染物含量的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氨氮排放量表示;水环境整治由反映排水能

力的排水管道长度、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反映污水

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率、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以及

反映政府环保投资力度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节能

环保支出表示;水资源管理由表示城市供水能力的

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自来水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反

应区域用水效率的人均生活用水总量、万元 GDP 耗

水量、万元工业生产总值耗水量表示; 水功能提升类

指标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反映生态涵养功能,水运货运量反映的航运功能、渔

业总产值反映的养殖功能以及国家水利风景区数量

反映的旅游观光功能共同表示河湖的经济功能。具

体的指标体系见表 1。本研究的原始数据全部来源

于 2007年至 2016年5江苏统计年鉴6以及江苏省十

三个设区市的地方统计年鉴。

表 1  河长制推行评价体系
Tab. 1  Implemen tat ion evaluation sys tem of river chief system

指标

大类
指标类别 指标选取 属性

水污

染减

排

水环

境整

治

水资

源管

理

水功

能提

升

废水排放

情况

废水中污染

物排放情况

污水治理

能力

区域排水

能力

水资源利

用效率

区域供水

能力

经济功能

生态功能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 t 负向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万 t 负向

集中式治理设施污水排放量/万 t 负向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t 负向

氨氮排放量/ t 负向

污水处理率( % ) 正向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万 t 正向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节能环保支出/亿元 正向

排水管道长度/ km 正向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 km # km22) 正向

人均生活用水总量/ L 负向

万元 GDP 耗水量/ ( t # 万元21 ) 负向

万元工业生产总值耗水量/ ( t # 万元21 ) 负向

城市人口用水普及率( % ) 正向

自来水综合生产能力/ (万 t # d21 ) 正向

水运货运量/万 t 正向

渔业总产值/亿元 正向

国家水利风景区数量/个 正向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正向

2. 2  数据标准化和权重的确定
为了消除数据数量级和量纲不同所造成的影

响, 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果是效益型指

标, 按照公式( 1)进行标准化处理, 如果是成本型指

标, 则按照公式( 2)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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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it=
x it - min{ x it }

max{ x it } - m in{ x it }
( 1)

xcit=
max { x it }- x it

max{ x it } - m in{ x it }
( 2)

式中: x it和 xcit 分别为经标准化处理前后河长制推

行情况评价的具体指标数值; i和 t 分别表示不同的

特征指标和城市单元。

本文采用熵值法对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指标进

行赋权。熵值法能够真实反映指标的实际情况,其

通过客观排序, 并利用指定指标的信息熵值判断

该项指标的价值和有效性。熵值法能够真实反映

指标的实际情况, 其通过客观排序, 并利用指定指

标的信息熵值判断该项指标的价值和有效性。熵

值法用来判断指标间的离散程度:若指标值的离散

度越小,那么其熵值越大,所包含信息量越少, 则应

赋权重越少; 若指标值离散度越大, 那么其熵值越

小,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多,进而权重越大。具体如公

式( 3)所示:

ai=
1- ei

E
n

i= 1
(1- ei )

(3)

式中: ei = - 1
lnp

# E
p

t= 1
( r it # lnr it )表示为 i 个指标的

熵值; r it为该指标值在同一年指标中所占的比例,可

以用 r it =
xcit

E
p

t = 1
xcit
来计算得到。

最终,通过公式( 4)计算分析江苏每个城市河长

制推行情况的具体得分。

f ( x t )= E
m

i= 1
a ixcit (4)

3  江苏河长制推行成效的时空差异分析

3. 1  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的时间轨迹分析

利用 2. 1中各指标的具体数值,根据公式(4) ,

测算得到 2006- 2015年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的

具体评价值(见表 2) ,其历史发展轨迹见图 1。

表 2  2006- 2015 年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与年增速

Tab. 2  Evaluat ion and growth of river chief system in J iang su Province fr om 2006 to 2015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评分 0. 309 0. 430 0. 508 0. 524 0. 596 0. 498 0. 553 0. 652 0. 735 0. 758

增速( % ) ) ) ) ) 39. 31 18. 14 3. 03 13. 84 - 16. 43 10. 96 17. 82 12. 76 3. 18

图 1  2006- 2015 年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走势

Fig. 1  Ef fect ivenes s growth of river chief system

in J iang su from 2006 to 2015

由图( 1)可以看出,从 2006年到 2015年江苏省

河长制推行成效明显, 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上升

趋势,仅 2010- 2011年出现负向增长。在/十一五0

时期,也就是 2006- 2010年的几年间,江苏省河长

制推行对水生态文明建设起到较大贡献。2007 年

是河长制概念提出的第一年, 无锡市在太湖流域全

面推广河长制, 这带动了太湖流域周边县市以及苏

北的宿迁、盐城、淮安等市纷纷效仿, 出台相关政策

推行河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2010- 2012 年, 河长制推行成效不明显, 江苏

省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出现波动。这是因为此前江

苏省河长制的推行, 主要是各地的一种效仿和自发

行为,缺少高层统筹推进,而且当时对经济社会的考

核还停留在以 GDP 为主的层面上,河长制推行几年

后, /河长0们的工作热情下降,进入了管理上的疲劳

期, 另外,河长制推行初期, 各地对河长的职责也不

十分明晰,导致水生态文明建设停滞甚至后退。

2013年至今,江苏省水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河长

制的推行成效进入又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这主要

得益于 2013年 1月水利部出台了5关于加快推进水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6, 明确了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基本原则、目标和主要工作内容,并要求各地应将

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

体系。5意见6的出台, 为河长制推行提出了要求,指

明了方向
[ 22]
。

3. 2  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的空间差异

由表 3可知, 2014年年初江苏全部设区市颁布

河长制推行的相关文件。因此选用 2013- 2015年

江苏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各市河长制

推行的成效。根据公式( 4) , 可以计算得到江苏省

13个设区市 2013- 2015年河长制推行成效的综合

得分,以及在这期间各市河长制推行成效的增速水

平, 具体见表 4; 三年来各市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以

及增长情况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为清晰表示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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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苏省设区市河长制政策颁布情况
T ab. 3  T he pr om ulgation of the pol icy of river

chief system in Jiangsu Province

地区 时间 发文单位 牵头部门

无锡 2007年 8月 市委办 水利局

宿迁 2008年 5月 市委办、政府办 水利局

盐城 2009年 5月 市政府 环保局

淮安 2009年 6月 市委、市政府 水利局、环保局

泰州 2011年 3月 水利局 水利局

常州 2013年 3月 政府办 水行政部门

连云港 2013年 4月 政府办 水行政部门

镇江 2013年 4月 政府办 水利局

南京 2013年 5月 政府办 水利局

徐州 2013年 6月 市委办 水务局

扬州 2013年 10月 政府办 水利局

苏州 2014年 1月 政府办 水利局

南通 2014年 1月 政府办 水利局

河长制推行成效的空间差异程度, 运用 GIS软件制

作成空间差异图(图 2、图 3)。

从表 4和图 2可知, 2013- 2015年, 全省河长

制推行成效评价均值逐年增加, 但是各区域水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 南京市和无

锡市的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就超过 01 5, 而同时
期连云港的评价值仅达到 01 304, 建设水平约为南
京的 1/ 2;位于 01 35至 01 4 分数段的城市最多, 有

南通、盐城、徐州、镇江四座城市位于该区间段。到

2015年,虽然江苏全部设区市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

值均突破 01 35, 但依然有连云港、宿迁和镇江这三
座城市的评价值低于 01 4,而超过 01 5 的仅有南京、
无锡、苏州三座城市。该年有五座城市的河长制推

行成效评价值集中在 01 4至 01 45分数段, 占江苏设

区市总数近 40%。

  在空间上,河长制推行成效的差异程度与江苏

表 4 近三年江苏省主要城市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
T ab. 4  E valuat ion of th e ef fect ivenes s of river chief sys tem in major ci 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地区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成效

评价

均值

2013 0. 617 0. 540 0. 363 0. 453 0. 480 0. 396 0. 304 0. 338 0. 375 0. 440 0. 351 0. 420 0. 323

2014 0. 642 0. 532 0. 379 0. 499 0. 494 0. 433 0. 347 0. 407 0. 414 0. 464 0. 370 0. 436 0. 342

2015 0. 636 0. 563 0. 410 0. 473 0. 536 0. 449 0. 362 0. 421 0. 438 0. 476 0. 382 0. 449 0. 371

增长率( % ) 3. 03 4. 42 12. 97 4. 46 11. 57 13. 36 19. 06 24. 62 16. 85 8. 16 8. 89 6. 97 14. 79

图 2  2013- 2015 年江苏省主要城市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空间差异

Fig. 2  Spatial dif feren ces of effect iveness of river chief system in major cit ies of Jian gsu province in 2013- 2015

表 5 2013- 2015年各设区市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

以及增长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Tab. 5  Descript ive stat is tics of the ef fect ivenes s of the river

chief sys tem and it s grow th in dif feren t dist rict s

and cit ies from 2013 to 2015

统计

项目

最大值及

对应地区

最小值及

对应地区
均值 标准差

离散

程度

2013 0. 617 南京 0. 304 连云港 0. 415 0. 090 0. 218

2014 0. 642 南京 0. 342 宿迁 0. 443 0. 084 0. 190

2015 0. 636 南京 0. 362 连云港 0. 459 0. 080 0. 174

增长率 24. 62% 淮安 3. 03% 南京 11. 47% 0. 064 0. 554

经济发展的地域格局很类似, 都呈现出南强北弱态

势,这一点在 2013年最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

设区市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的标准差和离散程度

逐年降低(见表 4)。全省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超

过 01 5的三座城市是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排名前三的苏州、南京和无锡; 而全省地

区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低的宿迁和连

云港,其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均低于 01 4。这反

映河长制推行、水生态文明建设与一个城市的综合

经济实力、居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基础强就有

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治理区域水环境,提升区域

水资源利用效率, 同时居民生活水平越高, 公众的环

保意识就越强,河长制的推广以及区域水生态文明

建设就会得到更多的公众认可和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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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效评价值变化差异程度上, 2013- 2015 年

江苏省各区域评价值变化幅度呈现出明显的/北强

南弱0态势(见图 3) , 即实力较弱的苏北增长速度

快。三年间,淮安、连云港、盐城和宿迁这四座苏北

城市, 其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增速全部高于

14% ,其中淮安进步最快, 增速达到了 241 62%。而
与此对比, 苏南地区仅有苏州增速超过 10%, 南京、

无锡和常州的增速全部低于 5%。在苏中地区, 扬

州、南通也有较大提升,但是泰州进步幅度较小。三

年间,全省仅有无锡在 2013- 2014年、南京和常州

在 2014- 2015年出现负增长,说明这三个河长制推

行基础好、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地区河长制进

一步发展遭遇瓶颈, 一方面传统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工程性举措已接近饱和; 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地区

起步早,当时先进的水生态工程, 在技术上、工艺上

已落后于后实施的同类工程, 甚至部分工程的功效

已提前进入衰减期。苏州因为其经济发展程度最

高,有更多的资金保证水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 故

其瓶颈效应暂未显现。这些均表明近年来江苏省河

长制推行水平高的地区进一步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

的难度较大;而水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差的城市进步

较快,省内区域间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的空间差

异程度正在逐步减小。

图 3  2013- 2015 年江苏省主要城市河长制推行

成效评价变化空间差异

Fig. 3  Spat ial dif f erences of the ef fectiveness growth of river

chief system in m ajor cit ie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2013- 2015

4  结论与建议

41 1  研究结论
依据河长制推行任务的水污染减排、水环境整

治、水资源管理以及水功能提升四大目标,构建了河

长制推行成效评价体系, 并利用熵值法进行赋权, 计

算得到 2006- 2015年江苏省 13座设区市河长制推

行成效评价的具体数值, 通过研究其时间进程和空

间演化的差异, 得出以下结论: ( 1) 2006- 2015年的

10年间,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效评价值的变动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即 2010年以前的高速成长期、2011

- 2012年的波动成长期以及 2013年以后的快速发

展期。这和河长制的制度设计以及各地政府对河长

制的推广力度密切相关。( 2)江苏省河长制推行成

效评价的空间差异明显,即河长制推行成效的评价

值在空间上呈现苏南、苏中、苏北三个阶梯, 这和江

苏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空间布局差

异基本吻合。( 3) 2013- 2015年间, 江苏省区域间

河长制推行成效水平的增长呈现出/北快南慢0的格

局, 苏南地区南京、无锡和常州的评价值增速均不足

5% ;而苏北地区的连云港、淮安和盐城这三座城市

河长制推行成效水平增速全部高于 15%。

4. 2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结合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

背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

为河长制在江苏省的进一步推广和提升提出以下建

议: ( 1)完善河长制考评和奖惩体系。考评体系应全

面兼顾水污染减排、水环境整治、水资源管理、水功

能提升四个方面, 以实现减少水污染排放规模、提升

水环境治理水平、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水生态

文明建设的目标, 以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实现美丽中

国建设目标。同时, 还应将河流治理情况纳入/河

长0个人的绩效考评,并与薪酬、升职挂钩。( 2)加强

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如将/海绵城

市0、/智慧城市0等先进理念融入河长制的实施, /海

绵城市0的低影响开发理念可以解决河长制推行中

出现的人地矛盾, 运用/智慧城市0理念中的信息技

术, 将河水、河道和河长的相关信息数据集中处理,

居民可以通过手机 A PP 实时了解河流信息并向/河

长0反映河流的问题,这无疑将提高河长制的运行效

率[ 23224] 。( 3)同步推进城乡河长制。以苏南为代表

的高度城镇化地区城市规划好、居民素质高、政府投

入多,因此其河长制推行成效远高于农村。但就区

域整体而言, 农村土地面积远远超出城市建成区,且

农村居民往往环保意识弱、经济条件差, 污水、秸秆

入河、农药过度使用等等对水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

完全抵消了城市所做的努力。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 是否具有良好的水生态环境对农村地区的

综合吸引力具有明显影响。只有从水资源的流域管

理视角出发, 关注城乡水生态文明协同发展,才能真

正意义上建成水生态文明社会
[ 25]
。( 4)加大宣传力

度。河长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基层群众

对其缺少全面、深入了解。要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

传, 提升群众对河长制的支持和认可, 充分利用民间

力量和民间资本助力河长制推行。可通过 PPP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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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引入社会资本,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可安排企业经

理、协会理事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员担任/民间河

长0, 提升企业或行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 实现

全社会共促水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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