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流域经济发展及其对洪涝的影响
!

高俊峰! 毛新伟"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上海"##%&%）

提 要 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总量在全国占

重要地位’太湖流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规模大、流域内区域差异明显’本文

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洪涝问题做了分析，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地区承灾能力下降，洪涝灾害损

失加大；土地利用变化，流域产水量增加，改变了洪涝形势；地面下沉影响了防洪工程的效益；圩区

建设在发挥巨大的防洪除涝效益的同时，也带来负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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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经济发展的特点

!’! 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

太湖流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经济总量在全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流域的土

地面积仅占全国的#’%*，人口占全国的"’+*，人口密度约为全国的$倍，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国的!#*，人均,-(为全国人均的&倍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财政收

入占全国的!.’/*!’
区内上海市是我国最大工商业城市、最大的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口岸，在国家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特别是!++#年%月!$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

浦东以来，浦东不仅成为太湖流域，而且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由于浦东开发起点高、规模

大，部分中小型外资企业选择与上海相邻的地区发展，主要是向苏、锡、常、杭、嘉、湖扩散，形成

沿沪产业带’浦东新区经济巨大辐射影响，推动了太湖流域经济发展’
!’" 城镇化进程加快，结构趋于合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太湖流域的城镇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形成一个由特大、大、

中、小城市、建制镇等级齐全的城镇体系，建制镇的数目增多，城市的群体结构趋于合理’!+/+
年全流域仅有大、中、小城市/座，其中特大城市（市镇非农业人口!##万以上）!座（上海）、大

城市（市镇非农业人口.#—!##万）&座（杭州、无锡、苏州）、中等城市（市镇非农业人口"#—.#
万）!座（常州）、小城市（市镇非农业人口"#万以下）"座（嘉兴、湖州）’到!+++年全流域大中

小城市""座，其中特大城市&座、大城市"座、中等城市+座、小城市!#座（表!）’
目前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城市已形成密集巨型城市带，城镇的分布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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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太湖流域城市规模等级

"#$%! &’(’)**+,-)’."#’/01#*’.

城市规模 数量 占城市总数2 城市名称 占总人口2
大于!33万 4 !5 上海、杭州、无锡 67
839!33万 : ; 苏州、常州 !:

:3983万 7 46
镇江、宜兴、江阴、溧阳、

湖州、嘉兴、常熟、丹阳
!5

小于:3万 ; 5!
吴江、昆山、张家港、武进、海宁、

桐乡、太仓、金坛、平湖、临安
6

合计 :4 !33 !33

重大作用，城市就是各分区的经济中心%此外，乡村城市化亦有明显的发展，一大批村镇形成并

具有现代城市的功能，太湖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加快的趋势，城市的群体结构趋向合理%
!%" 乡镇工业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

迄今为止，流域内大部分的县（市）的工业总产值中，乡镇工业所占比例已超过832，苏南

和上海市区等地则占到:／4%目前苏、锡、常一带乡镇工业普遍摆脱小规模和技术落后的状况、

趋向于朝大型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与外商合作以及利用外资进行企业技术改造已达到较

大规模%以无锡市为例，!;739!;;3年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工业总产值的平均递增率分别

<=52和:!%:2，其中乡镇办和村以下递增率则高达:<2和:!%72；!;;!9!;;5年国有经济

和集体经济工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为:4%<2、5;%5:2，而同期乡村两级工业年递增率则高

达672%目前太湖流域乡村工业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5:2%
!%# 投资环境优越，利用外资逐年增加，开发区发展迅速

!;;7年全区实际利用外资量达!36亿美元，进出口总额高达5<3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

达433亿美元%上海市海关进出口总额!;;7年比!;;3年增加4%7倍%此外，外商在本区直接

投资规模也较大，这也反映出各地综合区位优势和投资环境优越性%
太湖流域是我国各类国家级开发区最密集的地区，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国家级开发区有浦

东综合性开发区，杭州、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无锡—常州火炬带，苏州、无锡太湖旅游

度假区和杭州之江、上海佘山旅游度假区%此外，在浦东、张家港设有保税区%这些开发区具有

很强的活力，其中新兴产业对本区未来的产业发展导向和生产力布局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有效

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 流域内经济发展的东西梯度差异明显

对比分析太湖流域各水利分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看出东西梯度差异非常明显%全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的是东部的浦东浦西区、武澄锡虞区、阳澄淀泖区和杭嘉湖区%而经济发展相对

缓慢的是西部的湖西区、浙西区，现分述如下：

!%6%! 浦东浦西区 浦东浦西区行政隶属上海市，由于中心城市上海的作用和影响，该区各

项经济指标为全流域之首%>?@占全流域的552；工农业总产值占全流域的4<2；财政收入

占全流域的<<2；人均>?@为:73;<元%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给浦东区的发展带来了

良好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大多数国有企业以浦东开发为契机，纷纷与国外有实力的企业进行联

合、嫁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上国际有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进入该区，对产业该

区发展有很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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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澄锡区、阳澄淀泖区 两大区受上海的经济辐射影响，乡镇企业几乎遍布了各个自

然村，成为工业发展半壁江山，乃至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发展局面"武澄锡区%&’总量占

全流域的!(")*，人均%&’为$++,-元"阳澄淀泖区有我国最大的国家级工业园—苏州工业

园区，苏州新区的建设成为该区重要的经济生长点，交通方便更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

阳澄淀泖区人均%&’为$./!#元"
!"#"+ 杭嘉湖区 该区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其农业产值在太湖流域占首位，占全流域的比

重高达$,"/*"但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在全流域中处于中下游，人均%&’
仅!)/#-元"
!"#", 湖西区、浙西区 二区位于流域西部，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因受山地丘陵的制

约，西部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落后，两区人均%&’分别为!$.))元和!!+.$元，为全流域最

低"湖西区由于区内有中心城市的分布，其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浙西区"

! 经济高速发展对洪涝的影响

!"" 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对洪涝的影响

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各类建设用地增加，改变了洪涝形势"!-/#年到!--#年!.年

间，太湖流域建设用地面积所占比例上升了(*，年平均递增$)#01$"建设用地主要是占有耕

地，因此，全区耕地（水田为主）减少较快"耕地面积!--#年比!-/#年净减约++-.01$，年平

均递减++-01$，占用耕地面积除建设用地还有水利、绿化等用地"建设用地的增加和水田面

积的减少对流域产水量影响较大"建设用地增加，使相当一部分原透水性的农田变成不透水性

地面，增大了汛期的径流系数"如!--!年大水期间城镇用地较多的武澄锡虞地区径流系数为

."#,，高于农田所占较大阳澄淀泖区（.",(）"建设用地的增加在汛期将增加产水量，其结果使

洪峰流量增大、洪水过程缩短、洪水位增高"
!"! 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对洪涝的影响

随着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有了明显的调整"许多原来种水稻的农田，现已改

种苗木花卉或开挖成鱼塘、建成家禽饲养场等"这些改变可提高单位面积上经济产值，但和以

前水田相比其承淹能力较差"水田可受淹$2+3不至于使水稻减产，还可滞蓄部份涝水，这些

特色农业、水产养殖业承淹能力很差，受淹半天损失就很大"!---年大水期间，吴江市、昆山

市、嘉善县等特种水产养殖大户，因鱼塘漫淹，甲鱼、螃蟹逃逸，经济损失惨重"
太湖流域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无锡市、江阴市、吴江市抗灾能力要高于相对低收入地区，

如抗嘉湖地区"苏、锡两地区抗灾能力强，!---年受淹时，+天涝水即被排出；而杭嘉湖地区许

多城镇!.2$)日才排尽涝水"
城市的新区、开发区、小城镇防洪设施薄弱，目前防洪能力仅!.2$.年一遇，城市新拓展

地区往往没有充分考虑防洪要求，成为不设防城市"如杭嘉湖地区的菱湖、南浔、千金、善琏、练

市、王江泾等小城镇，在!---年大水中都被淹了)2!.3"
!"# 地下水超采对洪涝灾害的影响

由于全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及城镇生活用水迅速增加，地表水源不断受到污染，人们

转向对地下水无控制的开采，导致地下水开采过量，流域内出现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并相应

出现地面沉降"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地面沉降严重"上海市地面沉降始于!-$!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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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市区平均累计沉降量达!"#$$%解放后，以&"’()&"!&年期间沉降最多，&"*&)
&"!’年市区平均下沉&(!+$$，累积最大下沉量为*!#+$$%苏州市区地面沉降始于!+年代

初，(+年 代 日 趋 严 重，市 区 沉 降 速 率 达,+),’$$／-，目 前 市 区 的 最 大 累 计 沉 降 量 已 达

&!.*$$%无锡市&"’’)&"!,年已产生地面沉降，但速率较小，仅($$／-，&"!,)&"(’年沉降

速率加快，高达#.$$／-，城区目前最大沉降量为&&++$$%常州市地面沉降发生时间稍晚，但

发展迅速，(+年代仅发生沉降现象，而&".,)&""&年，地面沉降一直保持,+)’+$$／-的高

速下沉，城区目前最大沉降量已达","$$［’］%嘉兴市地面沉降&"(#)&""’沉降中心累积沉降

量达(,+$$，现仍以每年*+)#+$$速度继续下沉（表*）%
城镇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结果是降低已建防洪工程的防洪效益，加剧洪涝期间的灾

害程度%以常州市为例，&"(,年运河最高洪水位曾达到’%##$，市区并未出现大面积受淹，而

&"""年大水时运河水位达’%#$，市区由于地面下沉+%"$，而受淹"’/的受灾地区为地下水

严重超采和一般超采区%同时，由于地面下沉，国家测量标志失真，流域内许多重要的水位站水

准基面不准，地面沉降&$，等于水位上升&$，这样便导致水位资料失真，影响到望亭（太）、平

望、琳桥等重要水位站的水位资料的准确性%地面沉降除降低了原有的城市防洪标准外，也加

大了流域防洪调度的难度%
表* 主要城市最大累计沉降量

0-1%* 2-34$5$-665$57-89:;51;4:9<694<$-4<64849;4<0-4=5>-;4<

城市 上海 苏州 无锡 常州 嘉兴

最大累积沉降量（$$） *!#+ &!.* &&++ "," (,+

!%" 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防洪除涝期间采取的措施不同

流域内防洪除涝的观念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变化%&"""年大水期间，湖州南浔镇积

水&)*$，当地群众不等、不靠、不要，主动集资购买水泵，较快地抽光镇内积水，许多群众不

要国家救济钱粮，把这些财物用于防汛工程上，从而增强了全区抗洪实力%同时，经济的发展使

富裕乡镇有能力建设高标准圩区，加大堤高，增加抽排水动力，结果在汛期涝水迅速被排到圩

外，而相对贫穷的乡镇圩区建设较差，汛期涝水来不及排出，同时外河水位由于富裕地区排出

的涝水协迫，内外交困，防洪形势十分危险，甚至倒圩，带来财产和人员的伤亡%
!%# 圩区建设对洪涝的影响

太湖流域目前圩区面积为&,’,*?$*，占太湖平原面积的一半［#］%其中杭嘉湖区圩区面积

最多，占该区总面积的(+/，阳澄淀泖区圩区面积占,!/，湖西区圩区占#&/，上海市已建大

包围全面控制%圩区是治理洪涝，保护农田安全的一种有效措施，且众多圩区泵站在汛期集中

外排涝水，使外河水位涨幅加大，水位抬高，不仅危及一些由于经济条件差，圩堤标准低的邻

区，反过来也对本圩区造成威胁［#，!］%

$ 问题与讨论

$%% 流域防洪体系的建设规模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

&""&年太湖流域大水后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太骨干工程建设，到&"""年累计完成投资

,.亿元，约占骨干工程总投资的&／*［*］，治太工程在&"""年太湖流域洪涝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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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治太建设成效斐然!但流域防洪体系仍不能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年

洪灾直接经济损失约"$%亿元，为流域内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次洪灾的直接经济损

失就超过了治太工程建设的总投资!预测%("(年全流域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万亿元，届

时，即使发生"’的洪灾经济损失，即达%)(亿元!既使局部地区洪涝灾害，经济损失也是可观

的!可明显看出，当前防洪投资的强度还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程度!
!!" 太湖流域人口稠密、土地利用率高，固定资产多，道路河网密集，“寸土寸金”，要开挖骨干

排水河道难度较大

太湖洪水的安全蓄泄是流域防洪安全的重要任务，如增大洪水入海泄量，需拓宽或重新开

挖安排洪通道!而太湖流域下游是苏浙沪两省一市的宝地，寸土寸金，经济密度要明显高于上

游，开挖排水河道的工程土地征用难度较大，工程造价昂贵，要依靠扩大流域外排能力来降低

太湖设计洪水位困难不小!
!!! 若抬高太湖设计水位，环太湖周边的低洼地区，如头悬一盆高水，汛期险象环生

环太湖周围有许多低洼地区，其西段北侧是宜兴圩区洼地，南侧是长兴平原圩区!宜兴圩

区洼地的地面高程在)!*+左右，耕地面积约$,"()-+%，在太湖高水时，洼地排水出路不畅，

易积涝成灾!长兴平原圩区在长兴县城东片和城南片耕地面积约%!*,"()-+%，一般地面高程

%!./)!*+，在太湖高水时受太湖回水的影响，引起洪水倒灌［)］!太湖北岸经济发展最快的无

锡市区低于*!(+的面积有".0+%，约占全区总面积的一半，一旦太湖高水时，对该区洪涝压

力很大!
此外，太湖洪水位若提高也会增加环湖大堤险情，堤防“严防死守”任务加重!另据初步研

究认为太湖水位若抬高，湖区水生植被将遭灭顶之灾，将会导致蓝藻暴发，加剧湖泊富营养化

程度!
!!# 在经济富裕的地区，治水时要照顾各方利益，矛盾重重，难于实现“科学治水、团结治水”

太湖流域经济富裕的水利分区，按次序为浦东浦西、武澄锡虞、阳澄淀泖、杭嘉湖等区，在

制定这些地区水利工程规划时，由于照顾不同政区和部门的利益，难于做到科学治水!上海是

全国经济中心要确保，苏锡常是江苏钱庄淹不起，杭嘉湖又是浙江粮仓淹不得，使流域内许多

工程难于确定，出现不少省际、市际间水利矛盾!不能团结治水、科学治水，势必要使自己遭灾，

既不能保住小我，也会祸害全区!
!!$ 流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邻近乡镇的圩区保护标准相差较大，导致条件较差的圩区受淹

严重

从近年来几次大水看来，每次大水后，全区都要普遍开展一次圩区建设，一般富裕地区圩

区建设标准很高!圩内抽排动力很大，汛期集中外排涝水，抬高外河水位，危及邻近圩区!例如

同属杭嘉湖区的运西片中的相邻的两区———吴江市的浦南区和浙江湖州市的南浔区，这两区

面积相近，都有"$个乡镇，虽都同属一水利分区，但两区的圩区的建设标准不同，浦南要优于

南浔，各项圩区指标见表$!
因此，在"###年大水期间，两区受灾情况大不相同!浦南区基本无灾，而南浔灾情较重，区

内的南浔、东迁、旧馆、善琏、练市等乡镇被淹了*/"(1，淹没水深在(!*/"!(+，损失很大，全

区有"／$的农田受淹!
因此，当前应制定圩区规划，规定分片圩区建设标准，以防无序竞争!

(* 湖 泊 科 学 ")卷



表! 浦南、南浔区圩区指标比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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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的现代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利建设是重要保证，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应建立流域科学防洪体系，保证流域内重要堤防的安全，发展城市防洪体系及城市灾害预测及

预警，避免社会经济及人民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保障流域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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