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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巢湖蓝藻污染引发的思考 

张晓妹 

(安徽建筑 业学院管理 I 程系．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 ：巢湖蓝藻污染久治 未果 ，水质问题 日益恶化 要 想打破 传统的 末端治理 环保模 式 ，必 须大 力发展循环 经济 ， 

将蓝藻污染物充分利用成为新的资源，发展起全新的绿色产业群，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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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 裕溪河 和西河 口建坝造闸后 ，巢湖 

成了半封闭性水域 加之上游城市的生活 、工业污水以及 

环湖农H1的化肥 、农药残留物流入湖罩，使水质富营养化 

状况加剧，进而导致蓝藻频繁暴发：蓝藻暴发时水体呈墨 

绿色，并且散发 浓浓的腥臭味，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 

虽然 1987年安徽省人大通过了《巢湖水源保护条例》，许 

采取一系列措施 ，但 20年来，污染沉病仍年年依旧： 

l987年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 同的未来》 

报告中第 一次 阐述 了可 持续 发 展 (Sustainable Develop— 

men1)的慨念 2002年江泽 民在全球环境经济大会上进 

一 步提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 

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r能得以实现”：2005年党的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fH“十一五”规划要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标志着循环经济在我围已经从一种学术理念升华为国 

家战略=如何利用循环经济理念来治理巢湖蓝藻污染，可 

能是当前一个值得探索研究的课题 

l 蓝藻污染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人 口增长对巢湖造成的生态压力 巢湖全流域 拥 

3000多家工业企业，废水年排流量 1．4亿t，其巾合肥市占 

73，7％，巢湖市占 l8．8％ ，绝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 

巢湖，导敛每天约有 3，7t磷、61．7t氮流入，使巢湖成为一 

个巨大的营养库 ，造成蓝藻污染严重，甚至直接对生活饮 

用水造成威胁 据新安晚报 2006年 7月 5日报 道，合肥 

市四水厂所在地包河区义城镇的巢湖边 ，周坎村向东将近 

5km的范同里覆盖着大量蓝藻 ，翠绿色枯稠状的湖水已将 

该水厂位于巢湖的取水口包围，水厂取水几近停止： 

1．2 传统的蓝藻污染末端治理模式的局限 传统末端治 

理是问题发生后的被动做法 ，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污染发 

生 ，这也是巢湖污染久治未果的主要原因。末端治理下， 

企业将满足于遵守环境法规，而不是去投资开发污染少乃 

至减污染的生产方式。末端治理不是提供全面的治理方 

法 ，而是造成了环境与发展以及环境治理内部各领域问的 

隔阂：历史上 ，巢湖治理往往根据环保部 门提出的阶段性 

目标，搞突击执法 但整治的时候情况好转，整治结束就 

回潮 ，达标企业 现反弹 ，少数 甚至偷排偷放 ：总之 ， 

治理巢湖继续 走老路是行不通的? 

1．3 政府在蓝藻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越位和缺位同时并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 ，市场化程度已经 比 

较高 ，但毕竟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些新的规则没有完善甚 

至没有建立起来，况且蓝藻污染有 很强的负外部性 ，使得 

完全竞争的市场主体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与按 

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严 重偏离 政 府的越位 

和缺位同时并存，一方面资源产权不口』j晰 ，不可流转 、 可 

让渡，造成价格体系不合理，水资源的“公地悲剧”不可避 

免；一方面价格扭曲，产品价格高、水资源价格低，水资源 

的自身价值如生态价值未受到足够重视 实中农村灌 

溉 【_}j水 、城市用水均价格橄低，远未反映水的稀缺程度，水 

资源被大量浪费 ，加之污水排放制度不完善 、执行不力，最 

终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 日渐严重 

2 完善市场体制建设发展循环经济 

治理污染如同治理大江大河 ，可疏不可堵 、堵 ，技术 

不变的条件下 微观经 济主体要 么绕 道而行，要么被迫减 

产 ，结果成本提高，最终导致宏观经 济衰退 ；疏，即通过提 

高技术 ，扩大防治污染的能 力以达到一方 面发展经济 、一 

方面保护环境的 日的一而循环经济就是疏 ，冈为循环经济 

本质上是在物资的全过程通过“3R”(Redu(·e／Reuse／Recy— 

tie)原则来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生命周期经济，从资源开 

采、生产消耗 、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 ，加快推进 资 

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 ，是一种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全新经济模式 。 

循环经济治理污染要求做到完善市场体制建设，健全 

环境制度 、财税制度，通过体制创新 、政策引导 ，使市场 主 

体为了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主动参与开发蓝藻产业 ，客观上 

为蓝藻污染治理做出贡献。因此在治污过程中，要看得见 

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并举，主动而积极地利用市场 一价格机 

制 ，实行非细节的宏观管理 

2．1 通过体制创新使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共同起作 

用 体制创新具体包括 i种 ：政府导 向、市场导向和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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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政府主导的厅式 ，主要采刖命令 、管制等形式 ，但这 

种管理方式很难控制而源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 响。比 

如说 ．要政府盯住每家每户用 多少洗衣粉 、每亩田喷洒多 

少农药 ，显然非常困难 但 果通过污染附加费等大幅提 

高洗衣粉 、农药的价格，就可能有效地提高效率 ，这是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市场机制：社会参与的体制，比如说对 

产品定下绿色标准并予明示，让老百姓在购买行为中，【_}j钞 

票来支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绿色产品。仅靠政府通过命 

令 、管制等手段等来推进循环经济，不可能将资源 消耗和 

环境影响成倍降下来 ，要通过体制创新使政府 、市场 、社会 

三种力量共同起作用 。 

2．2 以财税政策支持环境保护 制定支持循环经济发展 

的财税政策 ，积极探索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 

偿机制 。循环经济离不开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 ，而 

利益又是驱动行为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动 力 存市场经济 

条件下，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实现责任与利益的公平结合 

一 方面，建立水资源价值计入成本 、排污水收费以及对污 

染者最终处理 大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对具有正外部效 

应的经济活动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 。 

3 利用循环经济治理污染的新思路 

与传统治理模式相对应 ，循环经济是 向以生态规律为 

准则的绿色工业转变的一次产业革命 ，其在环境上的根本 

目标 ，是要求在经济流程中系统地节约资源 、减少废物。 

作为新的环保理念 ，循环经济首先要求工业在生产阶段和 

消费者在使用阶段应尽量避免各种废物的排放 ，减少经济 

源头的污染产生量。其次是对于源头不能削减的污染物 

加以回收利用。但不止于此 ，再生利用本身只是循环经济 

的一个环节，还应进一步延长产业生产链条 ，变害为宝，以 

高新技术为依托，将污染物充分利用成为新的资源 ，发展 

起全新的绿色产业群。 

从环保角度来看，蓝藻在生长过程中大量 吸收水体中 

的有机污染物 ，从而合成 自己的植物细胞蛋 白，对水体有 

一 定的净化功能。“弃之为害 、用之为宝”，蓝藻治理 的关 

键就在于合理开发与利用。 

3．1 治污与效益兼顾 。循环经济变害为宝 巢湖蓝藻开 

发利用的潜力很大 ，可以捞取挖窖沤肥代替化肥，发展绿 

色农业 ；放养食草鱼类控制水藻生长 ，发展绿色渔业 ；尤其 

是作为提制蛋白饲料和食品添加剂的重要原料，巢湖蓝藻 

更是一般水生植物所无法 比拟 的。蓝藻干粉可以加工提 

制成食品营养添加剂和高品质的禽畜精饲料 ．并提取多种 

维生素。巢湖的蓝藻每年总产量逾亿 t，若每年提取 l0万 

t干粉，约含 1万 t氮和 1干 t磷，经济效益自不待说，尤其 

是等于将巢湖每年接纳的城市污水中的氨氮大部提取 了 

出来 ，其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更是十分显著。 

3．2 循 环经济关注物品价值 带来 的增长 按照循环经 

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地意味着 生产和消费更 多的产品， 

而是必须提高用于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价值。蓝 

藻产业原材料是现在的污染物，产 品是绿色农渔产品 、蛋 

9l 

广]质 、各种氨基酸以及维生素．均 仃高品质 、高附加值的 

特点 ，加之有关配套政策支持．完伞 【可以扶得 卜 的经济 

利润 现实物质产品的受益者将遍及擎个}十会 

3．3 从生产优先到科技优先 ，循环经济促进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 目前蓝藻的大 规模 开发还仔在着许多 ，寺解决 

的技术难题 新鲜蓝藻有一层胶质外代 ，动物血接食用难 

以消化 ，制作饲料时必须经过十化处理 ，破碎后冉 进行提 

制 ，其问存在很多加丁提取的技术难题 蓝藻的生 长周期 

短 、腐烂变质橄快 ，如何存其死r：帱 新污染水体之前 ， 

做到大规模捞取 、冻藏也是 一个待解决的难题 为此要加 

火科技投入 ，加快科技研发的步伐 通过科技先行， 辅 

之以政策激励，使一部分解决 关键技 术的创新型个人 、 

业先富起来 ：先行者获利的乐池效应会带动 史=多的资金 

入市，投入到水藻开发利川的科研 巾 ，从Inj形成蓝藻产 

业的雄厚技术支持 

3．4 从就业减少型社会到就 业增加型社 会。循环经济创 

造大量劳动 岗位 循环经济 的社会意 义，又表现为人口H 

益增长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就 、I 机会 、 巢湖水治理巾通 

过延长经济链条 ，以污染物为原材料 ，从捞取 、加 T：、销售 

到科技研发提供了大量的就、l 机会，其 著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充分体现 了循环经济“经济发展、社 

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维一体的慨念 

3．5 绿色消费、公众参与，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 

绿色消费着眼于人 与环境的和谐 ，主张理性 消费 比如 ， 

洗衣 是泡沫越多越好 ，喷农药不是越浓越好 绿色消费 

不仅可以节 约资源，显著地 降低上 游城 市排放的点源污 

染 ，而且可以减少环湖近 千万亩农 田的化肥 、农药 残留物 

流入量 ，控制面源污染，使水质趋于富营养化状况得以缓 

解。实现循环经济还需要提高广大消费者的参与意识，并 

发挥其监督作用：前不久，巢湖市环保部¨根据无为等地 

群众举报 ，捣毁 了6家“小炼铅”企业，根除 了6个严再的 

污染源 

4 结束语 

人类自古就逐水而居、省城合肥便是依托南淝河与 

巢湖而生存的，但其发展又造成水域污染，城 与水相互影 

响 、相互制约 解决水资源污染难题 迫在眉睫 惟有高 

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循环经济，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将蓝藻 

污染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环境 

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 ，安徽奋力崛起的伟人蓝冈才能成为 

现实。愿清澈的巢湖水与我们共渡 2l fLc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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