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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移民-产业-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 引入共生理论, 分析其在流域综合规划研究中的适用性。以金沙江

中游优势产业与移民可持续发展规划为实证,建构了其应用分析框架: ( 1)建构了以系统论、共生理论和人本主义

为哲学方法论,以共生型流域规划的科学思维、制定共生型流域规划的工作方法为科学层次基本方法, 以共生型流

域规划的基本思路、技术程序及其中关键步骤所采用的具体方法等为实践层次的具体方法的"移民-优势产业-环

境"共生型流域规划的方法体系; ( 2)论证了共生理论应用分析的重点内容及其具体化方法, 并阐述了共生型流域

规划的基本特征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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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规划起源于 1933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

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 rity , T VA)制定的田

纳西河流域开发计划[ 1] 。随后,国外许多大河流域

都开始了相关开发与治理规划, 绝大多数工作着眼

于流域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遭到破坏的

流域生态恢复和实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
[ 2~ 6]

, 已认识到流域规划是自然、经济、社会多因

素和多目标综合性区域开发, 是国土综合开发与规

划的一个环节, 提出了流域综合开发模式、以水资源

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环境整治开发模式 3 种模式。

国内学者对流域开发与规划的关注可以分为 3个阶

段:建国初期关注流域旱灾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治

理[ 7] ;改革开放前重点关注流域水能、矿产开发和流

域水资源跨地区平衡
[ 7]

, 改革开放后重点关注以流

域上、中、下游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为中心的综合规

划[ 8] , 初步提出流域综合规划/点-轴-面0模式; 近年

来,随着南水北调和西电东输工程的开建,流域综合

规划又成为研究热点
[ 9, 10]

, 主要关注西北干旱区域

的流域产业布局 [ 11]、侧重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实施

对水源地生态安全与产业综合发展[ 12~ 17]、侧重新型

产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流域产业发

展
[ 18~ 21]

。以上学者的研究往往缺乏对流域的矿产、

人力、土地、城市、市场等诸多要素的系统分析; 对流

域产业带的分析更多的是以/三角洲0为边界,而缺

乏上中下游的产业合理布局与互动互补研究;对流

域开发的规划很少用要素禀赋和分工协作的原理进

行流域开发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对流域综合

开发中上、中、下游经济差距的形成机制和互补机制

的研究也薄弱。且未能就我国大河流域上游/生态

脆弱、社会复杂与发育低下和资源丰富0这类特殊流
域的综合规划进行研究。从流域中上游的特殊性入

手,借助流域优势资源和水电开发契机,以金沙江中

游为实证,初步探讨移民-产业-环境共生型流域规划

的方法及其主要内容,可为我国大河流域规划提供理

论指导,从而有效促进流域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1.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

金沙江中游自石鼓至雅砻江口,地处云南省西北

部高原的崇山峻岭中, 流经云南、四川两省的 7个市

(州)20个县,区域面积为 26万km2 ,河长为 563. 5 km,

江水落差 837. 9 m。经审批的规划梯级总装机容量

21 980 M W、年发电量 943亿 kW#h的水电开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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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就位于此河段[ 22] 。本文所选取的梯级电站开发

影响区域主要是电站建设期直接、间接影响的区域

范围,包括 4个州(市)的 12个县(区) (表 1)。它们

地处西南干热河谷的边远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旅游

资源富集、少数民族聚居, 受地理、历史等诸多条件

的限制,区域生产力水平低, 经济发展缓慢, 12 县

(区)中国家级贫困县达 8个(表 1)。文中以水电建

设影响的 12个县(区)为基本单元,采用 2005、2006

年经济社会数据均源自 12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手册、农村经济

统计年报,以及云南省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于 2006年

10月和 2008年 6月在库区的实地调查、访谈数据。

表 1  金沙江中游地区及梯级电站影响区域的范围

T ab. 1 Boundar y of M iddle Jinsha R iver and the A ffected A rea of the H ydro- po wer St ations

金沙江中游 20县 其中梯级电站影响评价区域内 12县

攀枝花市:东区、西区、仁和区

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木里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乡城县、得荣县

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永仁县 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 、永仁县*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宾川县 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 、宾川县

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宁蒗县、永胜县、华坪县 丽江市:古城区、玉龙县、宁蒗县* 、永胜县* 、华坪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香格里拉县、维西县 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 、香格里拉县* 、维西县*

注: * 表示为国家级贫困县(据5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 2010年)6 ) .

1. 2  共生理论在/移民-产业-环境0共生型流域规
划中的适用性分析

/共生0作为生态学概念, 是德国真菌学家

Anton de Bary 于 1879年首先提出, 将其定义为不

同种属生物生活在一起[ 23] 。一般意义上讲,共生指

单元之间在一定的环境中按某种模式形成的关系;

而/协同( Syner getics)0是系统内诸子系统相互合
作、相互作用规律, 是复杂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

各子系统之间在操作运行过程中的合作、协调、同

步,在宏观上表现为整个系统的有序化。共生理论

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3个要素构成。3

个要素中,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 共生

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
[ 24]
。共同进化、共同发展、共

同适应是共生的深刻本质 [ 25] 。随着共生理论研究

的深化, /共生0思想逐步应用到社会科学与工程
技术科学中。作为与竞争力相对应的共生理论逐

步引进区域研究和规划研究领域, 成为认识区域

发展规律, 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 25]
。如

黑川纪章、袁纯清、刘荣增、吴泓、王天青、尹少华

与冷志明等分别讨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经济与文化, 以及农业、工业和信息技术等的共生

问题, 小型经济发展、城镇密集区发展问题, 区域

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策略, 青岛市中心区功能、

空间多样性与投资多样性的平衡, 行政区边缘经

济协同发展, 等 [ 24, 27~ 3 0]。

共生型流域规划主要解决/ 如何利用流域资源
优势形成产业集群,并能够提高当地居民城镇化水

平、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和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水平0,

从而推动流域可持续发展。在共生型流域规划中,

区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优势资源是流域规划的

共生环境; 个人、家庭、企业、村落、社区乃至城镇是

规划研究中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 共生组织

模式可以理解为区域主体(居民、政府和企业)之间

利益分享机制的可持续程度;共生行为模式在共生

型流域规划中指在利益分享机制下, 企业、居民与政

府在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经济社会活动所体现出

的相互作用方式。共生型流域规划欲解决的关键问

题/ 移民-产业-环境0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也即在

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 自然人、法人、经济组织、行业

协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在生产经营领域

中以生产要素的移动和重新配置为主要内容进行的

经济合作与协同活动, 同时这种活动是有利于流域

内环境保护与移民能力建设的。这恰恰是生态共生

理论中一个较高层次 ) ) ) 共生模式的形成和运行过

程。据此可知,共性理论不仅在流域综合型空间规

划理论与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而且/移民-产

业-环境0共生型流域规划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机制

也与共生理论核心思想具有高度一致性。

1. 3  研究思路及方法

共生型流域规划是以水电开发对流域资源、环

境、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市场前景等的正负面影响

的定量与定性分析为基础, 并利用 SWOT 全面分

析、评估水电开发对移民及移民赖以生存的产业的

影响;在保障库区移民及安置区居民就业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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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流域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和产业的可能产品及

其潜在市场分析,选择流域优势产业;围绕优势产业

发展及移民进入产业所需相关能力建设必需的项

目,并匡算资金;根据国家和云南省相关法规以及移

民意愿调查制定规划的实施保障策略。本文以金沙

江中游水电开发影响区优势产业和移民可持续发展

规划的实证为例,采用实践回顾与理论逻辑演绎相

结合方法论阐述、建构共生型流域规划的方法及其

主要内容,并抽象实证过程中关键环节存在的问题,

加以理论阐释。

2  移民-产业-环境共生型流域规划的

方法

  共生型流域规划的编制方法体系主要构成有哲

学层次方法论(系统论、共生理论和人本主义)、科学

层次基本方法(共生型流域规划的科学思维、制定共

生型流域规划的工作方法)、实践层次的具体方法

(共生型流域规划的基本思路、技术程序及其中关键

步骤所采用的具体方法) (见图 1)。( 1)共生型流域

规划的哲学方法论的核心理论是共生理论和人本主

义,在规划中体现为规划的理念 ) ) ) /建设一座大型

水电站,带动一方经济发展,保护一片环境, 致富一

方百姓0和规划原则 ) ) ) 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原则、

主导内容优先与全面整合原则、科学与超前的可操

作性空间战略等。( 2)而共生型流域规划科学层次

的基本方法主要是规划师及相关专家根据问题, 能

够形成共生型规划的科学思维及其必要的探索路径

和规划思维的实施工作的反馈与调控范式, 从而为

图 1 共生型流域规划的方法体系

F ig . 1  M ethod Sy stem of Symbio sis Watershed Planning

规划编制提供理论指导。( 3)共生型流域规划实践

层次的具体方法是指编制/移民-产业-环境共生型

流域规划0的基本思路和技术程序及其关键步骤的
常用方法,其中基本思路围绕水电开发带来的挑战

与机遇,利用共生理论全面分析评价水电开发后金

沙江中游库区影响区的环境、产业和移民及安置区

居民的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共生行为与组织模式,

选择和建构区域主导优势产业、环境建设和移民能

力建设行动指南。

2. 1  规划理念与基本原则
金沙江中游移民-环境-产业共生型流域综合规

划以长江水利委员会/维护健康长江, 促进人水和

谐;在开发中落实保护, 在保护中促进开发0的治江

新思路为基础,紧密结合金沙江中游生态环境、资源

条件、移民安置及区域社会发育程度提出/建设一座

大型水电站,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保护一片环境, 致

富一方百姓0规划理念。据此, 规划编制应遵循:

( 1)共生理论指导原则,围绕产业发展-移民能力建

设-环境保护, 以共生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等为指

导,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和政

府对环境管制与移民能力建设的宏观调控功能,

培育互动有序的、良性发展的市场竞争和政府调

控; ( 2)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原则。首先要以库区

乡镇比较优势为整合的基础, /强强0联合共生或

/ 强弱0互补而获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合成效
益0。其次必须保证县级经济、优势产业整合的成

果能够共享, 达到库区县互利共赢; ( 3)主导内容

优先与全面整合原则。围绕库区优势产业整体发

展战略和县级分工, 积极培育流域优势产业龙头

企业和抓住移民产业转移的机遇, 强化移民职业

技能建设和参与产业发展能力建设。流域产业和

移民能力建设的县级互补性优化整合内容很多,

但实施工作必须由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整合拓

展到一般领域(一般项目) , 循序渐进, 以求高效率

和整体效果; ( 4)科学与超前型的可操作性空间战

略作为共生规划基础指南。严格论证 12 县级优

势产业互补性优化整合目标、整合方向与具体内

容的选定、整合实施的对策和措施等, 须符合滇西

北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长远战略、符合优

势产业和移民能力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及其组成的

长远发展规划和方向。

2. 2  规划基本思路与技术程序

共生型流域规划围绕流域资源优势形成产业

集群,提高当地居民城镇化水平和移民的非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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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以产业生态化和移民能力建设提高流域生

态环境治理综合水平, 从而推动流域和谐发展、可

持续发展。

编制过程技术程序可分为规划前期准备、调查

与搜集资料、共生行为与组织模式及共生环节分析、

规划方案拟定、规划方案征求意见与修订、规划草案

形成与审定等 6个基本阶段,而每个阶段又有相关

步骤组成,形成完整的、可以循环调控的参与式技术

程序(图 2)。在每一环节中都力图做到专家, 县级

各层政府行政与人大、政协代表,移民与移民安置区

居民,水电站开发商等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讨论、协

商、达成共识。

图 2  共生型流域规划的实践层次具体方法 ) ) ) 技术程序

F ig . 2  Pr ocedure o f the Sy mbiosis Wat ershed Planning

2. 3  编制过程中应用共生理论分析的基本方法

围绕移民-产业-环境的共生, 在金沙江水电开

发影响区产业与移民可持续发展规划前期研究中引

入共生理论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共生的主体与

客体、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等方面, 详见

表 2。分析的工具主要使用参与式工具,如地图法、

研讨会、结构或半结构性访谈、圆桌讨论、优先排序、

问题树、磋商、影响度和重要性分析、问卷调查、数学

统计分析等实用工具。

3  共生型流域规划的共生分析重点内
容及其方法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影响区共生型流域规划

是应用共生及其它理论为指导, 围绕共生型流域

规划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基于在规划前期研究

中利用共生理论及其它方法重点分析关键问题

(见表 2) ,形成相关规划前期研究结论并应用于规

划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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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共生理论在流域规划中的分析框架

T ab. 2  A nalysis F ramew ork o f Symbiosis T heo ry in W atershed P lanning

指标 内涵 分析的微观单元 分析的宏观单元

共生
主体

是在流域规划中,规划主要服务的对象
及其可能涉及的群体

单个移民或移民安置区居民 (动迁或安
置区的村落或社区) /水电企业/政府某
一部门/优势产业中的某一个企业

动迁的行政村(镇) /政府/行业协会与重
点企业/水电开发投资联合体

共生
客体

是在流域规划中,规划服务对象所能利
用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以及
各种政策或者社会资本,使它们通过规
划的实施能够转化为规划服务对象的财
富或者生活、生产环境等

流域内各类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数量、
质量、分布;国家和云南省的水电开发法
规/环境保护法规/国家扶贫政策/云南
省发展规划

政策法规对区域发展规划的积极与限制
作用;资源组合程度及其开发可能性途
径与收益评估

共生
单元

流域规划服务对象的某种集合,如家庭、
行业协会、政府、村落、城镇等

有移民的家庭/需要搬迁的企业/优先发
展的企业/集镇

动迁村落/社区/集镇; 动迁或优先发展
行业/集镇

共生
组织
模式

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结合形式,如点共
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一体化共生等

企业、移民及其家庭、区域内公务员之间
在流域发展过程中利益分享形式

产业(含各产业间)、环境和区域人类活
动间相互结合形式

共生
行为
模式

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作用方式, 如寄
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对称互
惠共生

移民及其家庭、企业、政府、环境多者间
相互作用的方式, 当然主要以利益为
主线

优势产业/一般性产业、村落/集镇、环
境、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

共生
环境

政府对水电开发的态度、水电企业投资
开建的意愿和地方居民搬迁意愿, 三者
整合程度;共生客体中的各种资源( 人
文、自然、社会关系等)

单个移民家庭、政府某一部门对水电开
发的相关意愿;移民与安置区居民文化
联系与经济利益配置

主要村落/集镇、政府、水电企业三者意
愿整合程度;移民与安置区居民对土地、
水、林业资源和水电开发国家补偿资金
等共享方式的认可度等

3. 1  利用共生理论重点分析的内容

在金沙江水电开发影响区域的实证结果表明,

其规划文本的一般框架应包括:规划区域、产业发展

现状、水电开发与产业发展机遇、优势产业选择、优

势产业发展思路与目标、优势产业中重点产业布局、

优势产业发展与移民参与、移民及其家庭能力建设、

保障机制等及相应的共生模式及外部环境。结合表

2共生分析的宏、微观单元, 认为前期研究中, 利用

共生理论应重点分析的内容是: 研究区域资源环境

与居民、产业之间的共生现状、库区优势产业发展过

程中相关产业的共生模式、优势产业与环境和移民

就业之间的共生行为模式及其外部环境需求等。

3. 2  分析共生型流域规划重点内容的具体方法

共生型流域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是将共生理论

分析结论融汇于规划文本框架之中, 并形成结构完

整、功能明确的规划文本。表 3呈现了不同环节应

表 3  获取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影响区共生型流域规划主要内容的共生理论应用方法

T ab. 3  M ethod o f H ow to Gain the M ain Content of the M iddle Reach of the Jinsha Riv er Symbio sis Water shed Planning

规划框架 共生理论应用的具体方法 主要内容*

规划区域 首先从宏观分析角度上涵盖了全部共生单元, 其
次分析过程中也重视微观共生单元的作用

覆盖流域内 44个乡镇(基本涵盖了移民移出与移入乡镇)

产业发展
现状

重点揭示流域内一、二、三次产业共生模式及共生
体的部分共生环境等

重点分析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情况,发展基础,趋势;就业情况,存
在的主要问题

水电开发与产
业发展机遇

整体上阐释了共生环境及可能的共生系统驱动
机制

水电开发对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
现有一、二、三产业的正负面影响分析

优势产业选择 紧密结合产业-移民-环境共生的机制, 构建优势
产业选择机制

从资源基础、产业现状、市场潜力、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就业与促进
环境保护等方面设计选择原则、选择标准、选择程序

优势产业发展
思路与目标

从共生系统整体发展阐释共生体的发展思路与目
标,按照优势产业间共生模式组织优势产业集
群等

围绕区域发展总体目标,培育 6大优势和品牌产业,形成流域支柱
产业,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城镇化和特色工业化推动流域
和谐、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中重
点产业布局

重点考虑共生主体与环境作用的空间差异,选择
合适的共生组织模式

围绕主要城镇,考虑环境保护,二产业集中布局在古城区、香格里
拉、玉龙、华坪、永胜等的沿江重点集镇;一产业中积极发展经济林
果业,主要布局在半山区和山区;三产主要布局在集镇

优势产业发展
与移民参与

根据移民、优势产业企业、产业发展基金规定等间
的共生机理,确定移民与优势产业(企业)间共生
模式及共生类型、路径等;在可能情形下,可吸纳
移民安置区居民的就业

积极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从移民可能参与程度/途径模式, 培育劳
动密集型特色旅游业、生物资源产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建立起劳
动力转移与工业园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初步匡算了优势产业的主
要项目的就业容量,并建立了移民参与的机制

移民及其家庭
能力建设

从移民(也含部分移民安置区居民)与共生体间的
作用机理,建立移民获得共能量的机制

从流域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的需要出发,根据移民意愿, 进行各种
职业技能的系统培训与跟踪服务,并扶持自主创业者,建立相应吸
纳移民就业的企业扶持资金制度等;在资源充足情况下,可将移入
区低技能居民纳入

规划实施保障
机制

从共生系统的稳定性和进化方向,建立起初步的
共生型流域规划实施机制

建立产业发展基金制度;加强优势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规范
化的移民能力建设机制等

* 云南省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库区及周边优势产业与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昆明,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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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共生理论的具体方法, 它解决了金沙江中游优势

产业与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 ) ) 移民能力提

升、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同进化机理,并初步获

取规划文本的主要内容, 从中可窥探出共生型规划

理论在流域内人与自然、利益主体间、产业间、人与

优势产业间的共生模式与内外部机制构建中具有普

遍的理论适用性和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

4  结论与讨论

4. 1  共生型流域规划的主要特征及其应用分析

共生型流域规划是建立在共生理论对流域移

民-产业-环境发展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循

环关系的深入分析基础上, 并结合其它相关理论编

制出的流域规划。其主要特征如下: ( 1)它是建立在

共生理论, 特别是产业共生网络基础上。也即共生

型流域规划具有比以往流域综合性规划更加先进和

完善的理论指导思想。( 2)它面向流域协调发展的

关键问题,以问题为着眼点,并系统分析流域共生单

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及其驱动力等,在此基础上

编制规划方案。( 3)它具有更强的操作性。既可以

制定出具有很好操作性的规划战略目标和实施机

制, 又能根据共生单元的微观视角分析结论, 区别

对待共生体中的诸种共生模式及其所需驱动力,

以促进流域系统人与自然、人与产业、产业与环境

间的和谐、可持续的共生,即促进流域系统向一体

化共生组织模式和对称互惠共生行为模式的高级

系统进化。

以共生理论为核心规划指导思想编制的共生型

流域综合规划, 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较强的操作

性,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

今天,共生型流域规划能够有效地解决流域人与自

然、人与产业、产业与环境等之间和谐问题, 因而将

具有较好的实践效果和较广的应用前景。产业共生

网络是流域移民-产业-环境共生理论的精髓, 构建

流域优势产业共生网络是共生理论实践应用的主

要内容。对于流域中微观的工业园而言, 一般是

企业间形成共生网络; 中尺度的乡镇域 (县域)范

围应该探讨产业门类之间的共生网络; 大尺度的

流域范围或者跨县域范围一般研究产业间共生关

系及其机理。当然在流域规划中, 始终应将人 (移

民与安置区居民)的需求和环境可持续的需求贯

穿于不同层次的共生网络分析与问题解决方案之

中, 以促进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 最终促进流域共

生体和谐发展。

4. 2  研究展望

尝试将共生理论应用于中观乃至宏观范围的流

域产业-移民-环境综合性发展规划, 初步构建了共

生理论在/移民-产业-环境0共生型流域规划研究中

的分析应用框架, 并以金沙江中游为实证分析, 建构

出/金沙江中游优势产业与移民可持续发展0的共生
型流域规划的编制方法、一般框架及其主要内容。

并认为共生型流域规划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促进流域

系统向一体化共生和对称互惠共生进化的路径之

一。当然以金沙江中游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区域作为

实证,其典型性和代表性仍然需要此类规划不断的

应用才能证实;并且对流域内共生体的诸种成分及

其与共生环境机理如何转化为规划方案仍是一个重

要的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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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ETHOD OF / IMMIGRANT-INDUSTRY-ENVIRONMENT0
SYMBIOSIS WATERSHED PLANNING IN THE MIDDLE

REACH OF THE JINSHA RIVER

MA Ren-feng1 , SH EN Yu-fang1 , WANG Xiao-chun2 , ZH AN G Meng3 ,

YIN H u-i y an3 , YAO T ing2 , H AN Bo2 , WANG Xi2

( 1. Th e Yangtze Basin Developm ent In st itute & Dept of U rban & Region al Econ om ics, East China Norm al

University, S han ghai 200062, China; 2. Region & Resou rces Planning Dept of Yu nnan U nivers 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3. E cononics Ins titute of Yun nan Province, Kunming 650041, China)

Abstract: Accor ding to the im plicat ions and significance o 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 ent of im migrat ion,

industr y and env ironment , the author any alyses the applicabilty of sym biosis theo ry in w atershed

planning. Based o n The Leading Indust ry and Reservior Immig ra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Affected Area of step hydro-pow er Stat ions alongside Middle Reach of Jin- sha River , the essay establishes a

basic analyt ical framew ork of it s applicat ino n, such as the methodolog y o f w atershed planning , the specific

measures, and the co re of the / Im migrant- the Leading Indust ry-env ironment . s0 symbiosis w atershed

planning. Furtherly , it ex plains the basic character ist ics and applied prospects of sy mbosis w atershed

planning.

Key words: sy mbio sis w ater shed planning; the sym biosis of im migr ant- leading indust ry-environment;

planning. s metho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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