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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1 7.1 7.1 水资源管理概述

7.1.1  7.1.1  7.1.1  7.1.1  水资源管理的概念

       

       水资源管理（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涉及：水资源规

划，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等各个环节。 中文习惯“水资源规划与管

理”。

       水资源管理：是指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所实施的组织、协调、

监督和调度工作。不包含工程内容；尤其是指运用行政、法律、经济、

技术和教育等手段。

       目的在于：通过实施水资源管理，做到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

源，支持社会经济发展，改善自然生态环境，达到 水资源开发、社会经

济发展及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相互协调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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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7.1.2  7.1.2  7.1.2  水资源管理的法律基础

       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基本大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法”

       最初于1988年颁布，2002年进行了大的修订。包括：

            总则，水资源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

             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水事纠纷处理与执法监督检查，法律责任，

             附则等八章。

       水法中明确规定：

       水资源属国家所有，国家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并有义务依法保护水资源；

       国家制定水资源战略规划；

       国家厉行节约用水，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

       国家鼓励对雨水和微咸水的收集、开发、利用和对海水的利用、及污水资

源化；

       地方用水必须维护水体生态环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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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还颁布了一大批与水资源管理有关的法规和条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

                《水资源评价导则》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地下水质量标准》等

       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和规范体系 ——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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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7.1.3  7.1.3  7.1.3  水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水资源管理的具体内容（6部分）：水权的管理
                                                               水资源合理配置管理
                                                               水资源政策管理
                                                               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环境保护管理
                                                               水资源信息与技术管理
                                                               水资源组织与协调管理

（1111）水权的管理

       水权（Water right）是指水资源的产权，是水的所有权、开发权、使用权

以及与水的开发利用有关的各种用水权利的总称。

       目前正在研讨的一个问题是水权转让的问题。水权转让即水资源使用权的

转让，是利用市场机制对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

（2222）水资源合理配置管理

       水资源合理配置方式是水资源 持续利用 的具体体现。

       为满足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发展用水需要，探索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

的方法，即使水资源配置取得高效利用，又使资源分配公平、取得最大的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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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水资源政策管理

       政策管理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水资源持续利用任务而制定和实施

的方针政策方面的管理。

（4444）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环境保护管理

       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是指地表水的开发、治理与利用，地下水开采、补给、

和利用的全过程管理。

       水资源环境保护管理是指用水质量、水生态系统及河湖沿岸生态系统的保

护管理。

（5555）水资源信息与技术管理

       建立水资源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及时掌握水资源变动情况，如水量与水质

的变化、供水能力与需求变化、各行业用水与需水情况变化。

       同时要推行水资源持续利用评价，建立一种水资源政策分析机制，以便适

时调整或评价水资源政策。（如同存款、贷款利率）

（6666）水资源组织与协调管理

       我国水的管理体制已形成了从中央——地方的完整组织机构，统一管理；

       完善了以流域为单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黄委会、长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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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7.1.4  7.1.4  7.1.4  国外经验（典型代表：美国、以色列、日本） 

（1111）美国政府加强水资源管理战略决策

       美国政府重视水资源的统筹综合管理。

        1965年实施了“水资源规划法”；组建了由城建、能源、农业、商业、住房、

国防、内务、运输、环境等国家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国家水资源委员会，分析研

究全国水资源及其变化趋势，拟定水资源管理的原则和实施方法。

        1968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水资源评价 。

        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水资源评价

        1980年以后，实施全国性强化节水行动。1980~1995的15年间，全国总取

水量减少9％以上  
        1996年，颁布“美国安全饮用水法修正案”，要求为公共供水系统制定节水

指南。
        1998年，颁布了城镇公用水“节水规划指南”，提出最低限度节水指标、提
高绿化灌溉用水效率的措施，制定干旱季节或紧急情况下的用水标准与法规 

        

      管理特点：未来经济发展与水资源规划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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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以色列节水技术与水资源管理

       以色列严重缺水，人均不足340m3。

       为了保证有限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全国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管理，推

行节水和水的再生利用。开发与节约并重 

       以色列有三个主要水源，即加利利湖、沿海地区含水层、山丘区含水层，

通过输水工程相互连接，实现了全国性水资源的联合调度，形成了辐射全国的

现代化供水体系和网络。

       国际输水管道不仅是主要的供水管道，在降雨集中的冬季和早春还是来自

北方多余雨水的排水通道，并且能利用回灌设施将水存储到沿海地区的地下含

水层。  
    以色列的节水技术包括农业节水、城市节水、工业节水等多个环节，其中农
业节水是以新型的节水灌溉方式 – 滴灌的推进为特征。其滴灌产品行销世界7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且不断推出新的产品。 

       推行污水资源化是以色列水资源管理的另一个特色。国家输水工程的主要

供水对象是生活用水（50%），预计到2010年为80％，农业和工业用水主要使

用处理过的生活污水和经过淡化处理的海水。

        具体技术绝对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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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日本水资源管理体系 

       由于降水季节分布不均，洪涝发生频繁，干旱缺水也偶有发生。为了加强

水资源的管理，保障供水，日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包括其法

律体系、组织体系、规划体系和资金投入体系。 

        特色是水质保护和改善水环境、水权划分

        在水质保护上投资巨大、       水权与保护共抓

       对于地下水的管理，日本主要通过立法手段对地下水的开采进行限制，主

要是为了防止因地下水过量开采而造成地面沉降和海水入侵问题的发生。

       此外关于人工涵养地下水的研究和尝试目前也在日本各地开展，包括在地

表水的丰水期进行人工回灌，建造渗透地，对城市路面使用投水性材料，建造

地下水库等。      
 



Use and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7.1.5  7.1.5  7.1.5  7.1.5  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

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两层含义：首先满足当代人需要，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即

满足衣食住行和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基本生存权利的需要；其次是在生

态环境可以维持的前提下满足人类目前与长远的需要，即发展经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为后代人生存发展创造条件，使人类社会永续

地发展下去。

       水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支撑条件，生态环境建设及经济发展不能撇开水资

源管理。 

       近年来，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人们认识到，20世
纪人类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没有将生态环境用水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

充分考虑，而21世纪的水资源管理必须重视生态环境修复与建设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