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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与生物多样性 
系列报告

《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倡导银行和金融机构加
强其生物多样性政策和实践。为了停止并逆转生物
多样性损失，《计划》呼吁银行和金融机构采纳八
个禁入区域，作为走向改善其生物多样性政策和实
践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系列报告的目的，旨在解
释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什么必须排除向可能对这些关
键区域产生负面影响的工业性、不可持续的、和采
掘活动提供有害的直接或间接资助。本报告是该系
列中的第 5 篇，讨论自由流动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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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计划》提出的禁入区域I:

I 在 https://banksandbiodiversity.org/ 了解更多信息。

为了保障原住民和传统社区在正式、非正式、

或传统社区保护区（比如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区 

(ICCA)、原住民领地 (ITs) 、或尚未划界的公共

土地） 的权力，也为了更好地反映和应对当前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人畜共通疾病

出现的三重危机，《银行与生物多样性》运动呼

吁，银行和金融机构采用 “禁入”政策，即禁止

做出任何与在以下区域、或有可能影响到以下区

域的不可持续的、开采性、工业性、对环境和／

或社会有害活动相关的直接或间接金融活动：

区域 1 ：国际公约和协议承认的区域，包

括但不限于《波恩公约》、《湿地公约》、 

《世界遗产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或其它国际组织指定保护区，比如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和世界地质公园等，

粮食及农业组织脆弱海洋生态系统，国际海

事组织特别敏感海域，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指定保护区 (IA – VI 类)。

区域 2 : 国家或次国家机构承认、受到法律或

法规／政策保护的自然、荒野、考古学、古

生物学和其它保护区域，包括可能坐落在或

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护区、或传统社区

保护区（比如原住民和社区保护区 (ICCA)、 

原住民领地 (ITs) 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

相重叠的区域。

区域 3 : 特有或濒危物种栖息地，包括重大

生物多样性区域。

区域 4 : 完整的原始森林和脆弱的次生林生

态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北方针叶林、温带和

热带森林系统。

区域 5 : 自由流动的河流，即流动性和连接

性基本上依然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水体。

区域 6 : 受保护的或濒危的海洋或沿海生态

系统，包括红树林、湿地、珊瑚礁系统、以

及可能坐落在或与正式保护区、非正式保护

区、或传统社区保护区（比如原住民领地 

(ITs)、或尚未划界的公共土地、或原住民和

社区保护区域 (ICCA)）相重叠的区域。

区域 7 : 任何开发尚未获得原住民和传统社

区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地区，包括原住

民人民和社区保护领地和地区 (ICCAs)、基

于社区的保护区、正式、非正式或依据传统

或习惯持有的资源或区域、原住民领土、圣

地和／或对传统和原住民社区具有祭祖意义

的土地。

区域 8 : 标志性生态系统，即具有独特、超

凡的自然、生物多样性和／或文化价值的生

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有可能跨越国界，因

而也许未被东道国或国际机构全部或正式承

认或保护。比如亚马逊热带雨林、北极等跨

国界的、濒临危险的生态系统。

其他国际机构已经认识到开发禁入区的价值，

比如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

续保险倡议原则 (PSI)。银行与生物多样性禁入

政策，也符合银行和金融机构目前就敏感行业或

地区遵循机构出资排除清单的做法和防止生物多

样性进一步丧失的全球目标。不属于排除清单的

项目仍应遵守严格的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评

估、筛查、规划及缓解政策和程序。

https://banksandbiodivers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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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由流动的长河，现在是世界上一类最稀有和最

濒危的生态系统。如今，在河上筑坝已变得如此

普遍，以至于全世界只有 21 条长度超过 1000 

公里的大河仍然保持着与海洋未经水坝拦截的

联系1，这其中 40% 都集中在亚马逊和俄罗斯

在亚洲的领土上。全球范围内，58,519 座大型

水坝和无数小型水坝遍布于 65% 的河流上，包

括世界上 8 个最具有生物地理多样性的盆地2。

世界上现有淡水的 50% 和全球河流沉积物负荷

的 25%，都被困在水坝的大墙后3。

上述河流在具有令人惊叹的风景和娱乐价值之

外，也是以各种方式依赖它们的社区的命脉：

它们提供并支持了捕鱼与农作的机会和生计，

激发了祈祷和歌曲等，与此同时，它们在保障

生物多样性、保护三角洲免受侵蚀、缓解气候变

化影响以及为子孙后代了解水生生物多样性、河

流沉积物的重要性提供教育机会方面，都起到了

无与伦比的作用，从而使每一条自由流动的河流

都具有了全球意义和重要性。有的国家已经通过

了保护自由流动河流的一些形式的立法，但这种

保护往往在最需要的地方反而很缺乏。此外，全

球性有关信息、协调和框架也很缺乏，而且没有

公认的方法来识别自由流动的河流。尽管如此，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社区和组织正在认识到自由

流动的河流在当地和全球的重要性，并在自发联

合起来保护这些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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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自由流动的河流
虽然自由流动的河流这一概念很容易理解，但

一个自由流动河流的生态体系范围巨大，使其

定义很复杂，其中原因之一是河流体系内部错

综复杂的联系，即河流体系涵盖生物和非生物

实体、水、沉积物等并跨区域和国家边界的方

式。河流生态体系还包括安全的源头地区，相

互连接的河岸湿地和漫滩，以及诸如涟漪、水

洼和河曲、树沼、泄湖、草沼、红树林等天然

特征。与此同时，自由流动的河流并不一定是

完全未受人类影响的处女地，也并非作为限制

进入的自然博物馆而存在。大多数健康、连通的

河流已被当地社区和原住民使用了数千年，并为

这些社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和生计价值。

在银行与生物多样性倡议的语境中，我们根据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制定的标准来定义自

由流动的河流。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定义提出： 

“自由流动的河流是指从源头不受干扰地流向河

口（无论河口是在海岸、内海还是在与一个更大

河流汇合处）的任何河流，期间不遇到任何水坝

或水堰，也不受到堤坝包围。”4

此外，该定义肯定，一条河流要被视为自由流

动，必须依照核心考虑因素得到评估。首先， 

“自由流动的河流或河段，发生在人类对河流连

通性的改变基本上不影响自然水生和河岸生态系

统功能和服务的地方，使得河流系统内外的物

质、物种和能量的交换得以畅通无阻。”5 河流

连通性是根据“纵向（河道）、横向（漫滩）、 

垂直（地下水和大气）和时间（间歇性）组成部

分” 确定的，而这些组成部分又 “可能会受到河

道中、沿河两岸、或相邻漫滩上基础设施或蓄水

设施的影响6”。

此外，从河中取水（用于比如灌溉或水供应）以

及对河水的调节，会对河流的自由流动产生负

面影响，而污染或水温变化而引起的水化学变

化，则可能构成生态障碍，阻碍河流的连通性。

从西藏流入缅甸的萨尔温江，是世
界上人口稠密地区存留下来的 2 条
自由流动的大河之一。世界上最大
的河流中，只有 37% 尚在整个流程
保持自由流动，而且只有 23% 不受
任何阻碍地流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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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河流通常按长度分类。不幸的是，

世界上大多数的最大的河流（被定义为长

度超过 1000 公里）都不再自由流动。目

前，据估计，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中，只有 

37% 尚在整个流程保持自由流动，而且只

有 23% 不受任何阻碍地流入海洋7。萨尔温

江（Salween）和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是人口稠密地区唯一存留下来的两条自由流

动的大河，其余自由流动的河流大多位于北

极、亚马逊和刚果盆地的偏远地区8。幸运的

是，世界上大多数小的河流仍在自由流动9， 

并应当得到保护以保持其自由流动性。

银行与生物多样性倡议鼓励银行和金融机构在

制定和指导与水问题相关的机构政策时，使用

上述自由流动河流的定义，因为它提供了一个

植根于科学研究的实用定义。与此同时，很重

要的一点是，要注意世界各地旨在保护自由流

动的河流或河段的法律，因立法覆盖范围不同

而对自由流动的河流的定义也不同。

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将自然河流（wild 

river）定义为：“在动植物生命和水流方面处于

近乎原始状态的河流，并且不存在影响到澳大利

亚诸多水道的非自然的泥沙淤积率或河岸侵蚀

率。”10 另一方面，美国《自然和景观河流法》

(Wild and Scenic Rivers Act）将河流区域分

为自然区、风景区和休闲区。在加拿大，《加

拿大遗产河流法》（Canadian Heritage Rivers 

Act）旨在保护具有显著社会价值的河流，其中

一些可能上面已筑坝，而瑞典和挪威则努力保护

代表国家每个生态区的河流。因此，在识别可能

受到银行资助活动负面影响的河流时，很重要的

一点是，银行需要将其政策和指南建立在最广泛

的自由流动河流定义之上，即便东道国法律可能

尚未如此承认这些河流并仍在使用狭隘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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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河流流动性和连 
通性的关键压力指标

II 有关河流破碎、水流调节、沉积物截留、取水以及基础设施发展程度的压力指标来自以下研究：Grill, G.; 
Lehner, B.; Thieme, M.et.al, “Mapping the world's free‐flowing river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
s41586-019-1111-9

人类引起的河流生态系统的退化，常常导致栖

息地破碎以及河流连通性的丧失。考虑到这一

点，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要求并确保客户在项

目建设之前进行基线研究，根据以下压力指标

评估河流的连通性II：

破碎程度：该压力指标评估水坝如何影响河流的

纵向连通性，并有助于计算河流中潜在屏障如何

可能将其分割为破碎的河段，进而阻碍生物的迁

移、养分的运输和其他自然流动。

调节程度：该压力指标评估某个水坝如何可能

在横向、纵向、垂直和时间连通性方面影响河

下游自然流动的程度，从而显示关键生态过程

中可能因此发生的变化。比如漫滩周期性的淹

水会影响许多依赖该过程进行繁殖的水生物种。

沉积物截留程度：该压力指标识别被截留在大坝

后而不是流向下游的固体物质（例如沙砾）的数

量。沙砾的自然流动，对于支持河流生态系统中

的关键因素（例如鱼类产卵床或沿海三角洲）至

关重要。沙砾也可能由于沿岸毁林导致其以超过

未受干扰的自然流速流动而被截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111-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9-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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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指标在大多数关于自由流动河流的研究

中都得到了使用。通过这些指标，与连通性丧

失相关的大部分潜在影响都可以被捕捉到。然

而，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还有一些额外的指

标可能对于特定流域同样重要。这些指标包括： 

取水程度III：这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例如中

东、中亚）以及东亚、南亚和东南亚需要高度

灌溉的地区可能是一个关键参数。在测量水坝

引起的自然流量损失时，不仅要测量实际的生

产性消耗量，还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水库表面

蒸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在是实际消耗量

基础之上的。例如，人工水库的表面积越大，

蒸发量可能就越多。

基础设施发展程度：对于密集的城市区域（例

如西欧或中国东部)，评估河岸地区和漫滩的基

础设施开发程度，例如道路、城市化和水堤等

III 取水是从一个自然水源（比如河流、湖泊、溪流等）中移水或采水的过程。

很重要。该替代性指标旨在捕捉 “横向连通性” 

的损失，换句话说，就是主河道及其漫滩之间连

通性的丧失。例如，水堤的存在或河谷被填充会

破坏天然漫滩和破坏横向连通性，这继而阻碍了

河流吸收自然洪水和支持相关生物过程（例如鱼

类产卵、地下水渗透、湿地补给等）的能力。

水生物栖息地转变的程度：有的研究还评估了

水库的建设和开发如何可能导致静水性栖息地

（人工湖和湿地）的急剧增加，同时显著减少

流水性栖息地（大型流动河流)11 的长度和表面

积。对于水生物种和依赖水的物种来说，从流

水性栖息地到静水性栖息地的转变可能很具影

响力和破坏性；这种栖息地变化也可能促进非

本地物种进入栖息地。

对项目融资活动进行河流连通性评估
针对项目融资活动，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在项目识别和规划阶段，

使用淡水连通性评估：

项目识别阶段：在规划任何基础设施项目之前，设定一个保护

值或建立一个“禁区”至关重要。当在全流域战略环境评估 (SEA) 

中对河流进行评估时，就应该这样做。以这种方式进行连通性评

估，将是保护流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积极、先发制人的措施。

简而言之，对自由流动的河流产生负面影响的项目或活动都应

该得到禁止。

项目规划阶段：根据项目对河流连通性状况的不利影响程度，

确定项目是否可能超过特定生态门槛，这一点很重要。这样，

连通性评估将成为环境影响评估 (EIA) 和项目替代分析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对河流生态系统连通性的

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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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评估中应用压力指标 
在要求客户评估对河流的影响时，银行和金融机

构可以借鉴应用了上述压力指标来识别自由流

动河流及其状况的现有科研成果。例如，2005 

年，一项有关水坝造成的全球河流破碎化的开

创性评估研究的发表，激发了许多保护科学家

对区域性河流的状况进行更详细的区域研究12。

科学家们还对湄公河、雅鲁藏布江、阿穆尔河、

密西西比河、长江等大河流域进行了类似评估，

并针对越南、尼泊尔和几个欧洲国家进行了国家

层面的类似评估13。

此外，2019 年一项全球性研究对 308015 个河

段进行了评估并建立了连通性状态指数 (CSI)14

（这 308015 个河段形成了从源头到河口的单

一线条的、连续不断的流动路径15 ）。作为一

项全球基线研究，它应用了上述大多数压力指

标来确定河流的连通性状态。在其整个流程都

具有连通性（CSI 水平等于或大于 95%）的河

流，被认为是“自由流动的河流”。

研究发现，很长的河段（即长度超过 1000 公

里）中只有三分之一连通性水平仍高于 95%，

而在所有超过 100 公里长的河流中只有 69% 

的连通性水平仍高于 95%。研究还发现，较短

的河段里有更高比例保留下来的自由流动的河

流。最终，这项研究表明，虽然较短的河段更

普遍地仍在自由流动，但长河被改观的程度最

高，而这些长河常常具有小型溪流所没有的最

多样化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这些发现显示，

在特定流域研究时，识别自由流动河流的门槛

可能与全球评估中使用的门槛不同。因此，在

破碎程度高的流域，使用较低的 CSI 门槛来评

估较长的河流比较合理，以识别出保存最完好的

河流生态系统并防止其进一步破碎化。例如，在

对阿穆尔河流域的评估中，所有压力指标都使用

了较低的 CSI 门槛，即 90%。

虽然全球范围的 CSI 研究迄今为止是最全面的

标准而且很有参考价值，但银行不应仅仅依靠

其结果来确定哪些河流是自由流动的并因此构

成“禁入”区域。每条河流生态系统都是独一无

二的，因此应在流域或区域层面进行评估，以

便根据拟用压力指标考察和预测拟建项目如何

影响河流系统。此外，除了这些压力指标外，

与拟建大坝或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的所有风险和

影响都必须彻底评估当地和跨流域影响。这种

评估应当把累积和跨界影响考虑进去。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压力指标并未考虑文化、社会、

娱乐或其他类似价值。

作为人口稠密地区唯一存留下来的
两条自由流动的大河之一，伊洛瓦
底江是伊洛瓦底海豚的家园。这种
海豚在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
分类为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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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淡水生物多样性

自 1970 年代以来，地球上淡水物种
减少了 83%，淡水生态系统丧失了
30%。和许多淡水物种一样，玛丽
河龟在 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
分类为濒危。

河流是淡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重要场地。

淡水系统通过调节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运输和

净化水，使鱼类、养分和沉积物能迁移和繁殖，

以及缓解比如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16 来维持地球

上的生物和人类生命17。事实上，淡水生态系统

比咸水生态系统具有更多物种18。虽然淡水覆盖

地球表面不到 1%，却对大量物种的生存至关重

要19。然而，尽管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淡水生态系统却常常被忽视。例如，河流对于维

持湿地很重要，而湿地为世界上 40% 的物种提

供了栖息或繁殖地20。

全球人口增长正在推动水需求的增
加，与此同时，人为的淡水生态系
统退化（例如有害基础设施造成的
退化）正在威胁淡水资源的可持续
性。淡水河流生态系统不仅经常被
忽视，而且其衰退速度甚至比森林
快出 3 倍21。
自 1970 年代以来，地球上淡水物种数量下降

了 83%，淡水系统丧失了 30%22。同期内，

淡水洄游鱼类数量下降了约 76%23，淡水超大

鱼（即可以长到超过 30 公斤重的鱼类）数量

下降了 94%24。如今，27% 的淡水物种面临灭

绝威胁25，而由于水坝的建设和其他河流改造项

目，世界上大多数大河已经不再自由流动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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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淡水生态系统对数百万人的生计至关重

要。淡水生态系统为世界各地无数人口提供了

食物和生计。2015 年，淡水渔场生产的鱼，足

以为 1.58 亿人提供全部膳食动物蛋白28。在全

球范围内，淡水渔场为 6000 万人提供了就业

机会，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女性29。

贫困和营养不良的人口更多依赖淡水渔场，而

不是海洋渔业，使得这些渔场对于减轻饥饿和

贫困具有关键意义30。鉴于新冠疫情期间经济恶

化，失业率激增，“河流资源为许多当地社区提

供了一个作为获取食物、生计、收入和福祉的

来源的至关重要的安全网，也是经济恢复的一

个支柱”31。

最后，几个世纪以来，淡水生态系统一直是许

多原住民和其他当地社区文化认同和生活方式

的核心。令人悲哀的是，淡水生态系统的文化

价值与其生态、营养和经济价值一样都得不到

充分赏识，使得更多的自由流动的河流，包括

流经世界遗产地的河流32 都越来越多地被筑坝、

疏浚和污染。

比如，位于巴西亚马逊特利斯皮雷斯（Teles 

Pires）河上的 Sete Quedas 急流，是

Munduruku、Kayabi 和 Apiaka 部落的圣地。

对于该区域的原住民来说，Sete Quedas 是其

宇宙中心，人们死后灵魂居住在那里，堪比基

督教的“天堂”33。然而，该场地及其数百年的

文化意义，遭到了 2013 年特利斯皮雷斯大坝

和 2018 年 São Manoel 大坝建设的破坏。这

两座大坝的建设都未经得到原住民社区的自由、

事先和知情同意34。

不幸的是，淡水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栖息

地丧失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水坝建设造成

的河流破碎化。据国际河流组织（International 

Rivers）称，“大型水坝扰乱水和沉积物的自然

流动，降低水质，阻碍鱼类迁徙并破坏重要的

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对淡水生态系统会造成

深刻影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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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河流，保护社区

东南亚湄公河流域下游今天生活着
6000 万人口，其中 80% 直接依赖
湄公河水系来获得食物与生计。

遵循其自然流动节奏的自由流动、健康、连通的

河流，为社区免费提供了一系列生态系统功能。

如果将这些功能与修复受损河流的成本进行比

较，就可以充分理解健康、自由流动的河流无

与伦比的重要性。在提供粮食安全、提供淡水

供应、支持人类健康并作为人类文化、精神和

宗教习俗的重要之源等方面，河流至关重要。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指出，淡水生态系统是全球以

传统和商业渔场、水产养殖、漫滩农业和畜牧

业为基础的粮食生产的支柱 36。来自河岸和湿

地植物的纤维和生化物，与河流提供的其他调

节和文化性服务一样，对世界许多地方人类的

福祉和生计至关重要。今天，东南亚湄公河下

游流域有 6000 万人，其中 80% 人的食物和生

计直接依赖这一河流系统37。这些人及其生计现

在都在听任湄公河水坝的摆布。

在西非的塞内加尔河流域，每年 7 月至 10 月期

间发洪水时，40 万公顷的漫滩被淹没，营养物

丰富的洪水，养活了 10000 名渔民，其每年捕

捞的 30000 吨鱼，是当地社区膳食蛋白质的主

要来源 38。随后，当洪水退去后，这些土地被用

来种植高粱和小米，然后当土地变干时，那里就

成了放牧牲畜的地方39。

受河上筑坝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功能

是传统的河鱼捕捞业。在世界各地，原住民和

被边缘化的社区一直都依赖河鱼捕捞为生。这

与大坝水库渔业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包括

合同、鱼苗、物种组成变化等。

例如，在印度，据估计约有 1000 万或更多的渔

民依赖河鱼捕捞为生，而该行业受到了筑坝的严

重影响，导致物种组成发生变化、当地物种几近

灭绝、迁徙物种急剧减少等等。

水坝对捕鱼和鱼类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是美国

等国几项水坝退役努力的驱动因素。美国批

准的最大的一个水坝拆除项目，是克拉马斯

(Klamath）河上的四个系列电站项目，这些水

坝拆除后将为人类和鱼类解放超过 640 公里长

的河流。这不仅对切努克鲑（Chinook）和硬

头鲑（Steelhead Salmon）很重要，对当地的

克拉马斯印第安部落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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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一项研究对位于卡纳塔克邦的自由流动

的 Aghanashini 河和筑有堤坝的 Sharavathi 河

进行了比较。研究显示，“Aghanashini 河口支

持 20 个渔村，而 Sharavathi 河口只有 10 个

渔村。Aghanashini 的渔民超过 6000 人，而  

Sharavathi 河口仅支持 283 名渔民。食用双壳

贝类的采集，在 Aghanashini 河口是一项主要

经济活动，而在 Sharavathi 已经不复存在。”40

在日本，当地渔业社区联合呼吁拆除熊本县

(Kumamoto Prefecture）的 Arase 水坝，因

为水坝直接影响了名为 Ayu 的洄游鱼以及鳗鱼

和虾的捕捞。在湄公河地区，湄公河干流及其支

流上筑的坝，与超过 6000 万人的渔业相关生计

有直接联系。在亚马逊，支流上的水坝已经对鱼

类和人们的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41。这些水电坝

正在引发一场“粮食安全危机”42。

一条健康的、未受干扰的河流及其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确保了良好的水质。例如，作为优良天然过

滤器的淡水蚌类和其他双壳贝类，都直接受到了

基础设施的影响。在一条健康的小溪或河口中茁

壮成长的一只蚌，一小时可以过滤三升水。双壳

贝类是河流的天然过滤器。与河流相连的天然河

岸地区在截留沉积物方面极为高效。一些研究

IV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服务局（US National Ocean Service）的说法，富营养化“发生在环境中营养特别丰富，河
口和沿海水域中植物和藻类生长量增加时”。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tinyurl.com/mrxkar3t。

估计，自然河岸地区捕获了 84-90% 的来自耕

地的沉积物43。这些地区同时也是硝酸盐、磷酸

盐、硫和其他营养物质的高效过滤器，这些营养

物质如果不被过滤掉的话，会导致河流湖泊的富

营养化IV，直接影响水质和水的可用性。河流或

溪流的流动，与水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 水中溶

氧量直接相关。人工水库中水流程度的低下和停

滞导致溶氧量低下。河岸森林在维持水温方面也

发挥着作用，因为它们会影响氧气浓度。较低的

温度能够支持水中存在更多的氧气，有利于鳟鱼

和鲑鱼等物种。完整的沙质河岸还充当天然的滤

水器，从而保持水质的良好。

https://tinyurl.com/mrxkar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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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河流还体现了世界各地社区不可替代的

巨大文化和精神价值。河流引发了无数的民间

故事、寓言和歌曲，激发和维持了世界各地的

文化和文明。流动的、健康的河流的贡献极其

重要，尽管经常被忽视。

例如，在巴基斯坦，印度河三角洲（Indus 

Delta）由于上游水坝和印巴两国的引水正在变

得干燥。印度河三角洲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

非常丰富的场地，也是被信仰为印度河之神的

Jhuleral 等神灵的家园，穆斯林、印度教和锡

克教徒无论国际边界、争端和宗教偏见，都在

印度河两岸的 Jhulelal 神殿里做礼拜44。这一

自由流动的河流，因此是团结与和平的象征。

又如，在南美洲，自由流动的马格达莱纳河

(Magdalena）是哥伦比亚的文化中心，与哥伦

比亚的历史和文化交织在一起。从雕塑和壁画到

文学和电影，马格达莱纳河激发了哥伦比亚的艺

术、生活和文化。马格达莱纳上游是坐落在威拉

河谷的南美最大的宗教纪念碑和巨石雕塑群的所

在地。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一位作家 - 加布里埃

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 在其许多作品中都描写了马格达莱纳。

在智利，河流对于马普切人（Mapuche）和

其他原住民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马普切世界观

里，“一条伟大的尘世之河和一条精神之河作为

两种元素共存，来在尘世和精神空间建立平衡。

正如这种二元性所表明的，马普切文化是建立

在对河流的深刻理解和与河流相互依存的基础

上的。马普切人将河流、湖泊和湿地视为不仅

是多种多样动植物、也是他们称之为 ngen 的

神灵所居住的圣地。”45

河流常常是原住民和当地社区文化
及宗教习俗的源泉，印度河三角洲
就体现了这一点。穆斯林、印度教
和锡克教徒都在这里崇拜Jhulelal，
他们信仰的印度河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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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坝现代化还是拆除？ 
拆除水坝对于恢复河流的自然流动至关重要，并

且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政府的支持。然而，一个水

坝是否应被拆除还是现代化，或者哪些水坝应当

拆除，答案通常并不清楚46。与此同时，任何把

水坝现代化的投资，都不应延长规划不当的水坝

的使用寿命，或者使水坝或其他基础设施的重大

环境和社会影响持续存在。相反，水坝现代化必

须能够导致社会和环境绩效的改善。现代化也不

应导致设施负面影响的任何扩大。

确定是拆除水坝还是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首先

要求识别出与引发了大自然和社区可能依赖的新

的生态和社会功能的水坝相比47，哪些水坝对生

物多样性以及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福祉产生了持

续负面影响。同时，当水坝拆除不切实际，或者

拆除可能造成更大的环境和社会危害时，则应考

虑对水坝进行现代化改造。

在考虑水坝拆除或现代化改造资助申请时，银

行应考虑：

1.  各种替代方案分析，其中包括水坝退役场景；

2.  便利鱼类迁徙，因为许多现有水坝阻止了本地

鱼类到达产卵地，从而导致了渔场数目的减少

和鱼类种群灭绝；

3.  环境流量要求和释放能力，因为设计不当的水

坝扰乱了下游地区的自然流动脉搏，导致水生

生物群减少和对受影响社区可能的负面影响； 

4.  沉积物管理的环境和社会因素，因为水坝通常

会捕捉水流携带的大部分沉积物，这些沉积物

原本可以维持下游河段和三角洲里的水生物和

漫滩栖息地，而沉积物缺乏的河流往往会增加

水坝下方的河岸侵蚀；

5.  对水温状况的生态要求，因为大型水库通常会

向下游释放比天然河流更冷或更暖的水，这会

破坏当地生物群的繁殖和觅食条件，并可能对

受影响社区和休闲用户造成负面影响；

6.  未得到缓解的影响以及当地利益相关者（包

括下游社区）未解决的申诉等遗留问题，因为

旧水坝通常与其建设造成的重大不公正现象

有关联，并且这些遗留问题可能仍未得到解决

（例如，非自愿搬迁安置和原住民被从祖传土

地上驱逐）；

7.  流域范围生态优化水管理方案，因为对水坝

及其现代化改造的影响应在整个流域进行评

估，以考虑其他相关水基础设施的累积影响； 

8.  对水坝影响进行全方位公众咨询；

9.  与 能 源 系 统 的 协 同 作用以 及帮 助 实 现 

间 歇 性 可 再 生 能 源（ 例 如 风 能 和 太 阳 

能）发电（当下经常有人声称能实现这一点

但却拿不出支持证据)，与此同时很关键的一 

点是，确保特定水电项目能够得到现代化改

造，以服务于破坏性较小的能源生产方式的

扩大。

10.  下游缓解措施和调整后的运营制度，以防止

来自例如高峰发电站的社会和环境危害，因为

满足高峰需求的非自然的流量波动会对下游生

态系统造成重大破坏，并可能对下游社区或休

闲游客构成严重威胁；

11.   现代化改造通常基于重新利用水电（例如用

于氢出口）的设想，而这种重新利用不应剥夺

当地社区使用当地生产的能源来实现其紧迫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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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是，上述问题应在受影响的原住民和

当地社区充分参与以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的基础上得以评估和分享。拆除水坝除了环境

影响外，还可能产生社会影响。这就是为什么

受影响人民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必须被充

分告知拆除和现代化改造两个选项的可能后果。

现代化改造也不应以牺牲自然栖息地或当地社区

为代价而导致物理设施的扩大。这方面的一个例

子就是提高水坝高度，因为这会导致更多地方被

水淹。在这方面唯一的例外是这种扩大可以取得

明确、切实的保护成果。例如，如果可以在没有

显著额外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加高一座水坝，同时

在该过程中拆除其他几座水坝，这些集体变化就

可能改善给定流域的连通性。

此外，由于拆除较小的水坝具有可行性，因此通

常不建议投资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或翻新，除非

是当地社区已在依赖水坝带来的惠益，而且这些

惠益在水坝拆除后无法替代。这方面一个可能的

例子就是水坝作为社区唯一可靠的供水来源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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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修建新水坝的必要性： 
过度调节河流的危害

健康的河流在多个生态系统过程中都发挥着核

心作用。科学家们已经一再证明，河流的自然

流态是驱动河流以及漫滩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活

力的“主变量”49。与此同时，自然流态是当今

最受干扰的河流特征。

土地利用的变化、河上
的人工截流、地表和地
下水的抽取以及流域调
水，都深刻地改变了自
然流态50。因此，所有对
淡水的公认的五类主要
威胁——过度开发、水
污染、破碎化、栖息地
的破坏或退化以及外来
物种的入侵——都与河
流流动的改变直接相关51 
也就无足为奇了。

正因为此，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该建立暂停建设新

水坝的规定；也正因为此，在河流上开发新的水

电坝现在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解决方案。

世界各地已经越来越多地在支持暂停建设新水坝

的规定。例如，2020 年，近 400 个民间社会组

织表示支持“复苏之河”（Rivers for Recovery）

这样的全球呼吁，即保护河流、暂停建设新水

坝、提升现有水坝效率以代替建造新水坝，以

及增加对非水电性可再生能源和能储的投资52。

然而，即使在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偏

远的角落，筑坝已经变得很普遍。当一条自由

流动的河流消失时，其一系列生态系统功能、

惠益和价值也随之消失，包括其对粮食安全、

水质、洪水调节、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护、

人类健康、休闲和教育可能性的惠益以及对无形

但重要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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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态不仅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很重要，

而且是气候变化时代一条健康、适应性强的河流

的基础。健康河流的自然调整，例如河道的横

向迁移，河床、漫滩和河岸之间的相互作用，

使河流能够吸收干扰并为周围地区缓冲洪水和

人为因素效果的影响。这使得自由流动的河流

与筑坝的河流相比，更有能力适应和缓解气候

变化的影响53。

类似水坝这样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其低效、

时间延误和成本超支已得到广泛记录。此外，

世界各地的努力清楚地表明，作为气候适应手

段，恢复受伤害的生态系统比使用工程解决方

案更具成本效益，因此保护如自由流动的河流

这样健康的生态系统，是气候变化时期最有效

的举措之一。这些经验教训反过来又推动了各

国建立建立更多河流保护措施，防止对河流进

行过度调节。

例如，将河流与其漫滩重新连接，拆除堤坝以

及去除对河流的渠化改造等，现在被视为一种

成本效益高且高效的防洪模式，而不是过去主

要依赖基础设施建设的防洪措施。荷兰是一个

地处海平面以下的国家，因此极易受到海平面

上升和洪水的影响。虽然上个时期荷兰是建造

堤坝的领军国家，现在却正在成为给“河流提供

空间”概念的全球领导者54。

“保卫流动自由”最有前景的一项发展，就是 

“河流权利” 运动，该运动旨在保护河流的固有

权利：流动、保持纯净、保持联通同时也滋养

自然的非人类世界。新西兰、埃塞俄比亚、塞

尔维亚、哥伦比亚、印度、玻利维亚、厄瓜多

尔、委内瑞拉、墨西哥和美国等社会生态背景

各异的国家，正在设计筹备这一领域中几项独

特的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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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对有害水坝日益增长的抵抗

冬天在印度克节朗河
(Nyamjang Chu River）筑
巢的黑颈鹤，本已是受到威
胁的物种，目前因为拟建的
780 兆瓦的克节朗水电项目
而处于更危险境地。

除了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负面影响外，有害的水坝

建设已被充分证明会引起负面社会影响或与这些

影响相关。水坝建设往往要求受影响人们非自愿

搬迁安置以及其传统生计的丧失。这本身就是一

个极具争议和复杂的过程。但使这些风险更加复

杂的是，由于建造水库而造成的土地的丧失，往

往会破坏不可替代的文化和祖先遗址。

社区对有害水坝的强烈抵制由来已久。事实上，

一些最早的银行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就是在危

机中诞生的。世界银行资助的印度 Narmada 

Dam 水坝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一极具争议

的水坝据估计导致 140,000 人搬迁，至今仍备

受争议55。

另一个例子中，在印度东北角的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当地社区和佛教徒对

一条名为 Nyamjang Chhu 的跨界河流深为崇

敬。然而，该地区目前正在受到 780 兆瓦 的

Nyamjang Chhu 水电项目的威胁56。印度锡金

和大吉岭的原住民 Lepcha 人世世代代都流传着

关于流经祖先领地的河流的故事。Lepchas 人

根源上是万物有灵论者，坚信土地是来自祖先的

祝福。当水电大坝影响到他们祖传领土时，当地

青年绝食了两年多，声称：“我们宁愿死去，也

不允许在我们的圣地上建水坝”57。

最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资助的蒙古额尔登布

伦水坝 (Erdeneburen Dam)，因对环境、社

会和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而引起了社会和国

际社会的反对58。亚洲开发银行也通过一个输

电项目参与了对水坝一个相关设施的支持59。 

Erdeneburen 大坝的位置尤其很有争议，因为

它位于 Tsambagarav Uul 国家公园内自由流动

的 Khovd 河上，而该公园则在《湿地公约》保

护地 Khar Us 湖国家公园的上游60。水坝的影

响被认为是如此不利，以至于当地行政长官甚至

公开反对该项目，他说：“无论 [蒙古政府] 采取

什么行动，我们都会与这座大坝抗争到底”61。

水坝建设长期以来一直与高环境、社会、政治和

声誉风险联系在一起，给受影响社区带来了很危

险的后果。最近的研究发现，反对在其领土内建

设有害水坝的社区往往会因为发声而面临骚扰、

暴力和死亡62。这一不幸的现象，强调了银行和

金融机构把要求获得受影响社区自由、事先、知

情同意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长期需要，从而识别

并避免设计不当的水坝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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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自由流动的河流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水

的供应、缓解气候变化以及支持当地和土著社

区至关重要。然而，自由流动的河流受到了有

害水坝和水利基础设施活动的威胁。自由流动

的河流是重要的淡水生态系统，其消失速度比

森林快出三倍。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禁止直接和间接资助对自由

流动的河流产生负面影响或改变自由流动河流

的有害活动。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应该建立暂停

建设新水坝的规定。当针对现有水坝有人提出

退役或进行现代化改造时，银行和金融机构应

评估并优先考虑对其进行升级以提高效率，而

不是建造新水坝。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重新评估大坝的

长期影响，并越来越多地转向恢复河流并把河

流保护正规化。由于世界上自由流动的大河几

乎已经不复存在，而自由流动的中小型河流面

临着有害水坝建设和河流破碎化的风险，银行

和金融机构就更需要制定强有力的水政策和资

助排除政策，从而保护自由流动的河流和依赖

这些河流的人民。

要点

 ◆ 银行与生物多样性倡议将自由流动的河流定义为从源头不受干扰
地流向河口（无论河口是在海岸、内海还是在与一个更大河流汇
合处）的河流，期间不遇到任何水坝或水堰，也不受到堤坝包围。

 ◆ 河流连通性和水文方面的改变是评估河流自由流动的关键因素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禁止对自由流动河流的连通性和流量产生负面影
响的资助，以保护生计、生物多样性和世界上剩余的自由流动河流
所带来的多种其他惠益

 ◆ 淡水河流生态系统消失的速度比森林快出三倍

 ◆ 淡水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丧失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是水坝建设造成的河流破碎化

 ◆ 银行资助的有害水利和水坝项目，历来与负面和高度的声誉、 
环境、社会和生物多样性影响风险相关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要求所有交易都征得受影响的当地和原住民社区
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以此作为降低与有害水利和水坝项目相
关的高风险的一种手段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支持在经济复苏中暂停建设新水坝的规定，将此
作为重新评估能源选择和计划（包括所有管道项目）、减少因为高
成本、高风险/低回报项目而增加债务负担的可能性的一个关键步骤

 ◆ 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把能源生产从河流转移开，从而促进保护
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和淡水生态系统（以及依赖它们的社区和经济
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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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优先升级现有水电项目以提高效率，而不是建造
新水坝。这可能包括改造涡轮机、改进抽水蓄能、保护上游森林和
流域以减少泥沙淤积，以及与风能、太阳能和其他创新性能源进行
电网整合。

 ◆ 银行和金融机构应要求客户评估与水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潜在影响，
并进行严谨、详尽的全流域评估，其中包括河流压力指标和银行与
生物多样性简报系列 -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受有害融资影响：国际
银行业禁入区” - 中讨论的其他标准。

 ◆ 保护河流就能保护社区，而社区能够保护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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