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一共有 2400多个湖泊。跟我们日
常生活比较接近的四五十个湖泊当中，大约
有 80%以上湖泊问题较多。从我国这几十
个人口密集区的湖泊看，五大湖以及城市湖
泊，基本都处在中富营养与富营养化状态。
一些中型湖泊也处于富营养的状态。我国已
成为富营养化湖泊的重灾区，”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水资源
所所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常务理事金相
灿教授说，“这是世界性课题，具有长期性与
艰巨性。”

这些富营养化湖泊基本都是浅水湖。事
实上，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国际上很多湖泊治理的经验都是深水湖泊为
主，而浅水湖泊基本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很
多地方经济还不发达，大多没有开展湖泊治
理研究，主要是中国在探讨浅水湖泊富营养
化问题。

金相灿认为，中国湖泊富营养化的发展
趋势严重，但并非不能治理。

随着人类活动的干预、污染物的增加，湖
泊的污染越来越高，外源负荷越来越多，同时
污染到一定程度开始治理。“人们期望只要钱
一投水质就好转了。结果发现不是这么回
事，因为污染过程中产生的内负荷，以及水生
态系统发生的退化，湖泊一旦污染了，对它的
治理会有滞后效应。”金相灿认为，“但对这些
湖泊的污染持悲观论，是不必要的，只要你去
治理，只要你下决心，把污染源控制好，它的
水质就会改善，它的营养状态就会好转。例
如巢湖尤其是东巢湖这几年水质有所好转，
治理‘五小’工业起了很好的作用。所以从巢
湖等湖泊污染源的控制效果可以看出，水质
是可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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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新动力”系列谈②

让湖泊休养生息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浅水湖泊富营养

化是世界难题

水生态问题比水质问题更严重水生态问题比水质问题更严重

治理湖泊需构建流域生态文明

本版编辑 钟云华 郎 冰

②②

“要治理一个湖泊，首先要进行绿色
流域建设。”金相灿指出，湖泊的水污染
与富营养化状态直接反映整个流域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环境污染程度和生态水
平，建设一个与湖泊水环境保护目标相
匹配，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绿
色流域，是湖泊环境保护与水污染防治
的关键之所在。要坚持“让湖泊休养生
息”为指导思想，以“建设绿色流域”

为 基 础 和 核 心 ， 采 取 “ 污 染 源 系 统 控
制、清水产流机制修复、湖泊水体生境
改善、系统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治
湖新思路，构建流域管理与生态文明构
建体系等六大体系。

公众参与是湖泊保护中不可缺少的
一支重要力量。“湖泊治理没有公众参与
是没法做好的。”金相灿给出三条建议：
第一，在流域当中的居民可以通过居委

会 ， 对 该 湖 泊 如 何 保 护 提 出 要 求 、 建
议，包括报告一些湖泊的信息；第二，
湖泊治理当中的面源污染与老百姓息息
相关，比如与养牛、养猪、养鸡、农田
施 肥 都 密 切 相 关 ， 必 须 让 公 众 一 起 交
流，找到既发展生产又少施肥、少污染
的有效方法；第三，发挥公众的监督作
用，如洱海的湖滨带都是村内老百姓进
行监督管理。

巢湖、滇池、太
湖⋯⋯在一些地方，
湖泊暴发蓝藻水华的
水污染事件频发，生
态系统不堪重负。如
何拯救中华大地上这
些星罗棋布的明珠？

作为湖泊污染治理专家，金相灿本人
曾在洱海工作了 26 年。过去曾经大规模
发生过水华的洱海如今已成为湖泊治理当
中的一面红旗，一年有 9 至 10 个月水质保
持在二类。

“我们经过调查评估发现，富营养化湖
泊有一些特点，水生态所面临的问题比水
质问题要严重。”金相灿表示，实际在污染
过程中，总氮、总磷、COD、藻类这几个常
见指标远不能反映一个湖泊变化的情况。

“这些超标只是湖泊问题的冰山一角，生态
系统的破坏比水质的破坏更为严重，如果
仍按目前的治湖思路，湖泊水污染形势将
难以改善。”

富营养化的湖泊会出现生态系统退
化、面积缩小、生物量下降、多样性减少、结
构简单化。“凡是富营养化的湖泊食物链都
出现问题，杂鱼多了，小型化了，而小型化
的鱼都是吃浮游动物的，浮游动物被吃掉
太多，藻类天敌就少了，藻类增加。”金相灿

说，受到污染的湖泊，很容易有一点污染物
进去水质就产生问题，也就是水体易污染
化，这给湖泊的水污染治理带来了更大的
难度。

金相灿认为，从湖泊治理的角度看，不
仅有水华问题、物理问题，还有湖泊水生态
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实行水污
染治理，必须要从水质走向水生态的转变，
真正从重视水源涵养林、湖荡湿地、滩泊的
保护工作来保护整个水生态。”

何谓商业模式？简而言之，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模式。最早在 1957 年，

商业模式就出现在外文论文的正文中,1960 年开始

出现在论文的题目和摘要中。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

网兴起后，商业模式从广泛运用于信息管理领域的

术语，逐步转变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独立领域。在学

术界，多数人赞同这样来定义商业模式：为实现客户

价值最大化，将支持企业运行的内外各种要素整合

起来，形成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

统，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实现持续赢利目标的

整体组织设计方案。其中“整合”、“高效率”、“系统”

是先决条件，“核心竞争力”是实现手段，“客户价值

最大化”是主观目标，“持续赢利”是客观结果——也

是检验商业模式是否成功的惟一外在标准。

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

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商业

模式的本质是创新。没有一个商业模式适用于任何企

业，没有一种商业模式适用于任何时代。尤其现今科

技进步、市场需求瞬息万变，企业要竞争求胜，商业模

式创新尤为重要。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认为：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

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当然，商业模式的创新是一个系

统工程。我们可以从价值链、价值网络、价值星系、资

源配置、盈利模式等方面探讨商业模式创新路径。

价值链路径。一个企业的价值链（Value chain）

由一系列创造价值的活动所构成。价值链理论认为，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

或者具有比较优势。企业获得持续利润的实质，就是

通过保持价值链上某一特定战略环节上的独特优

势，控制整个价值链。因而，我们可以通过专注于价

值链上的某些高利润的活动，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

这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链定位模式。我们还可以

通过价值链延伸、价值链分解和价值链整合的方式

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例如，印度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巴

帝电信（Bharti Airtel India）将主要活动定位在营销

和分销上，将 IT 及网络职能外包，实现了在全球 20

个国家开展业务，目前用户数量全球排名第三。

价值网络路径。价值网络（Value network）的本

质，是在分工协作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价值传递机

制，由处于价值链上不同阶段的、彼此具有某种专用

资产的企业及相关利益体组合在一起，共同为顾客

创造价值。价值网络的思想超越了价值链的线性思

维和价值活动顺序分离的机械模式，反映了因价值

链的网络化而形成的价值网络。格兰仕的商业模式

就属于基于价值网络的创新。在全球家电价值网络

中，格兰仕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名牌家电制造中心”，

为国外知名企业提供微波炉贴牌生产服务，通过超

大规模和专业化生产，极大降低了产品成本。在国内

区域的家电价值网中，格兰仕专注于研发和制造，将

物流业务外包，一心发展自有品牌。格兰仕凭借全球

和国内区域独特的价值网络，衍生出“低成本设计”

的商业模式，将微波炉做到了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价值星系路径。价值星系(Value Constellation)是

在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企业间的中间性

组织，是一个企业引力集合的创造价值的系统。这个

系统的成员包括作为“恒星”企业的经纪人公司、模块

生产企业、供应商、经销商、合伙人、顾客等，共同“合

作创造”价值。在实践中，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已走在

了创建价值星系的前列。丰田汽车 1937 年成立于日

本爱知县丰田市，先后与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等国

家的企业以战略联盟、技术开发或援助的形式合作，

形成了以价值创造为基础的价值星系。其中丰田汽车

公司成为价值星系的“恒星”企业，而其他结点企业成

为“行星”或“卫星”企业。价值星系内不同结点企业之

间知识的整合、创新、流动、共享和利用促进了丰田汽

车核心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系统价值的创新。目前，

全球知名企业中思科、戴尔、苹果公司、耐克、宜家等

公司,已走在了创建价值星系的前列。

资源配置路径。企业资源包括专利、商标、品

牌、声誉、顾客基数以及员工等。通过充分发掘企业

新增资源的价值，或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在价值，也可

以实现商业模式创新。麦当劳开发“驰名的美食外

送专家”麦乐送业务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麦当劳

发现高峰时店内人满为患，一些排队的顾客失望走

了—这说明企业的顾客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同

时，后厨食品加工设备和企业供应链管理体系，并没

有完全发挥最大价值。于是，麦当劳开发了旨在挖

掘这些资源潜在价值的麦乐送业务，全天 24 小时可

接受网上订餐，以此整合消费者的外卖需求，将单店

外卖业务整合为集中式外卖，实现了资源价值的最

大化和营业收入的增加。

盈利模式创新路径。无论如何定义盈利模式，它

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选择什么产品、服务获得收

入，二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渠道取得收入，三是怎

样对产品和服务定价。盈利模式创新就是通过调整

其中若干要素，以实现销售增加和收入提高。1625

年，以英文出版的《英国信使报》第一次在背面上刊

登一则推销图书的广告，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报

纸广告，其实就是报社盈利模式创新：报社不单选择

报纸这个产品获得收入，还选择广告的服务获得收

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报业广

告登上历史舞台，极大推进了

全球报业的发展。如今，一叠厚

报售价低于纸张成本，是世界

各地再寻常不过的现象。

（作者为湘南学院经济与
管理系副教授）

富营养化是水体由生产力较低的贫
营养状态向生产力较高的富营养状态变
化的一种自然现象，指湖泊、水库、缓慢流
动的河流以及某些近海水体中营养物质
（一般指氮和磷的化合物）过量从而引起
水体植物（如藻类及大型植物）的大量生
长。富营养化将引起水质恶化、味觉和嗅
觉变坏、溶解氧耗竭、透明度降低、渔业减
产、死鱼、阻塞航道，对人和动物产生毒
性，加速湖泊老化，从而使湖泊生态功能
和水功能遭受破坏。

湖泊富营养化是当今国际重大水环
境问题之一，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
视，目前中国正在开展富营养化的研究及
其综合治理。

在自然条件下，湖泊从天然环境中接
纳氮、磷等物质，由贫营养化向富营养化
过渡，进而演变为沼泽或陆地。但这一过
程极为缓慢，受水体自身的特征、循环周
期、所处地质环境与气候环境的性质共同
影响，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时间。具有富
营养化特征的水体受地理特征的改变、营
养物质排放量增多等人为因素干扰，将会
促使和加速水体富营养化。例如水库的
修建，导致了气候的改变并改变水体的流
速、流量，如三峡大坝、滇池防浪堤。

营养物质的增加是水体富营养化的
根本原因。淡水水域藻类大量增殖的限制
因子主要是磷、氮，碳、微量元素或维生素
也是影响因子。在正常情况下，水域中藻

类可利用的氮远比磷多，故磷成为最主要
的因素。农业施肥和水土流失、畜牧业、渔
业、污水灌溉、城镇地表径流、大气沉降等
是氮磷等营养物质富集的主要来源。

湖泊富营养化评价是水环境质量评
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准确评价湖泊水体
的富营养化状态是对水资源进行有效管
理的重要手段，能为湖泊的富营养化防治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一般以反映湖水中
藻 类 数 量 的 综 合 指 标 —— 叶 绿 素 a
（Chl-a）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指标。实
际评价过程中，一般选择与叶绿素a关系
最为密切的总氮（TN）、总磷（TP）、生化需
氧量（COD）、透明度（SD）等指标。

（黄慧慧 李 祥 杜春兰）

水体富营养化的根本原因

图说新知 ● 应对湖泊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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