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研究：莱茵河流域的综合治理

莱茵河是欧洲的重要航道及沿岸国家的供水水源，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19世纪下半叶以未，莱茵河流域工农业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莱茵河流域各国历经多年努力，对莱茵河进行了综合治理，实现了整个流域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

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莱茵河流域出现的主要问题1850年以后，莱茵河沿岸人口增长、

工业化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工业复苏和城市重建，莱茵河流域工业化再度

加速，莱茵河周边建起密集的工业区，以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为主。伴随着一个多世

纪的工业化进程，莱茵河流域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

此外，在欧洲工业化进程中，莱茵河沿岸各国对莱茵河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采取了

大量的工程性措施，如筑坝、河道疏泼，以及裁弯取直、截断小支流等。这些改造使

得原先自然的、动态的河流转变为静态的、可以设计的人工河道，河流空间因此遭到

蚕食，引发许多不良后果。而对这些不良后果的治理依然是引入和采取新的工程性措

施，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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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历程与主要措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关国家启动了莱茵河流域的综合治理行动，经历了污水治理

初始阶段、水质恢复阶段、生态修复阶段和提高补充阶段。

莱茵河流域综合治理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建立流域多国间高效合作机制

莱茵河流经多个国家，多国之间合作是流域治理成功的重要保障。1950年成立了保护

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协调莱茵河流域各国的共同治理。经过60多年的发展，

ICPR的做法已成为全球流域治理领域中多国间高效合作的典范。ICPR具有多层次、多

元化的合作机制，可将治理、环保、防洪和发展融为一体。

·分阶段编制并联合实施流域治理规划

20世纪80年代以来，ICPR在国际合作框架下，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莱茵河流域治理的协

议。签约国家协调一致，共同采取行动，对莱茵河环境改善和流域管理起到了巨大作

用。1987年”莱茵河行动计划”获得通过，该计划从河流整体生态系统出发来考虑莱茵

河治理。1998年，”莱茵河洪水管理行动计划”获得通过。2001年，”莱茵河2020计划”

获得通过，该计划包含4个方面的治理目标:生态系统改善、防洪、水质改善和地下水

保护。

·树立一体化生态修复理念，建立量化指标体系

莱茵河流域治理注重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结合，以及源头控制、分散治理，注重河流

生态恢复，从而为河流中各种生物改善了生存环境。同时制定了许多量化考核指标及

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公众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恢复性指标。

·推进流域地质调查，建立监测预警体系和信息互通平台

莱茵河沿岸各国开展了基础地质调查、水丈地质调查与填图工作，为莱茵河流域治理

提供了基础支持。为了确保水体保护与治理的有效性，ICPR在莱茵河及其支流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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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监测站，形成监测网络。每个监测站还设有水质预警系统，能及时对短期和突发

性的环境污染事故进行预警。ICPR注重各国间的密切合作与协调，建立了”国际警报方

案”。”国际警报方案”是莱茵河沿岸各国的信息互通平台，当发现污染物时，在瑞士、

法国、德国和荷兰设置的7个警报中心能够及时沟通，迅速确认污染物来源，并发布警

报。

1.在综合治理中，莱茵河流域的内部协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国际河流在流域内进行水资源开发、水环境保护过程中，国际合作有哪些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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