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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地区水资源管理的思考 

李伟玲 

(河海大学 水资源环境学院，南京 210098) 

摘要：山西省临汾地区作为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之一，在水资源和水环境管理方面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完善、供需矛盾和地下水超采 

等方面的问题，临汾市要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建设生态节水型城市，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从管理体制改革、节水治水、 

健全法律等方面为临汾地区水资源水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科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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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地区地处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内，属汾河下游，具有黄土高原的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特征。 

内有河流百余条，主要为黄河、汾河、沁河和昕水河等。黄河及其支流汾河、沁河为常流河，其他多为季节河。 

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0．6％，农村人口有303．4万，占总人口的77．3％，17个县市区中有 10个贫困山区县，且 

十年九旱，其中水资源的严重短缺是阻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根据2006年5月28 Et水利部副部长 

胡四一在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求和“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任务。依据“十一五”水资源管理工作指导思想，临汾市将如何建设成生态节水型 

城市、更好地坚持好治水新思路、以水权制度建设为重点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 

发展，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本研究简单地对临汾地区水资源水环境管理提供几点思考。 

一

、水资源水环境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J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障碍 

尚存在城乡分割、部分分割、多“龙”管水治水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水资源管理保护机构包括：水利、环保、 

林业、城建、地质矿产、交通等多部门，这种政出多门、多头领导、多部门管理的现状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结果 

是哪一个部门都不能真正把水资源的问题管理好，带来了单位亏损、效果衰减、经营意识淡薄、水价不能到位等 

弊端，造成了人为对水资源整体的分割和开源与节流的分割。而且，单位因人设岗，在人员总量过剩的同时，真 

正的工程技术人员又严重短缺，无法满足水务一体化管理的基本需求。水资源产权的主体不明确。法律上是 

由国家统一管理，而现实却由市、县的各级机构分管。水价政策定价原则极不合理，水费标准背离市场价值。 

水市场规范化程度不高。存在无证取水、非法买卖和转让水资源、无计量取水、违法凿井和拖欠水资源费等违 

法取水的行为。 

(二)水资源供需矛盾愈发突出 

临汾市以资源型缺水为主，同时也存在着工程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 。临汾市水源主要靠霍泉、龙子祠 

泉、郭庄泉三大泉域。随着经济发展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大，一方面泉域流量不断锐减，另一方面对泉域的保护 

措施不力。郭庄泉 10多年前平均出水量每秒为 6m ，而现在仅仅是隐约可见，似有若无。龙子祠泉水出水量 

也从多年平均的每秒 5．6m 减少到 3m 。霍泉从 20世纪60年代的每秒 4．6m 减少到现在的2．91m ，且呈衰 

减趋势。再者，由于临汾盆地地处黄土高原，东有太岳。西有吕梁。最高峰为太岳山系的霍山，海拔 2346m，境 

内的吕梁山系以隰县的紫荆山为最高，海拔2012m。这都给引水、提水工程造成很大的困难，造成很多山区农 

村饮水困难的窘境。而改造任务艰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投入明显不足，对工程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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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超采造成地面沉降和地裂缝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临汾市地下水开采强度逐年增加，70年代后期开始处于超采状态，至 1986年，临 

汾市地下水降落漏斗呈NE—SW向展布，波及面积超过50km ，由于持续超采，使得地下水位持续大幅度下降， 

据《山西省地下水简报 2004年地下水动态》，2004年全市地下水位降幅平均下降 0．14m，下降区面积 

773．2km ，占统计面积的17．7％，下降区地下水位平均下降1．27m，在当年全省地下水位降幅中仅次于太原盆 

地。同时，引发了高堆、贾得、周家庄、梁村和山西师范大学 5个区域的地裂缝 J。 

(四)水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目前临汾市普遍存在的排污治污设施不完备、排污制度不健全、违法违章排放现象突出等问题，使很大部 

分的城市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人汾河，导致汾河水质严重污染。据((2002年一季度临汾市水质状况通报》，临 

汾市区段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汾河本区段沿途接纳了煤炭开采、加工、冶金、化工、造纸及生活污水。其主要超 

标项目有硫酸盐、化学耗氧量、溶解氧、挥发酚、氨氮、总硬度六项。综合各种调查显示，该市水污染的主要因素 

包括市中心区排水管网系统不健全、污水截流及处理尚未彻底解决、部分工业企业未建或长期停用污水处理设 

施以至违法排污、畜禽养殖业污染严重及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 

(五)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部分地区因缺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且有所恶化。主要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使得水资源过度开发、 

地下水超采、引发河道断流、地下水位下降、沙尘暴、水土流失和酸雨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二、改善水资源水环境管理的途径和措施 

(一)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水务一体化 

水资源管理体制最突出的任务是必须建立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实行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需要通过改 

革以水权为中心的用水制度，构筑与节水型社会相适应的水资源管理体系。具体包括：第一，彻底改革现行水 

资源管理体制，革除多头领导、部门分割及部门之间互相牵制的局面。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 

的民主参与程度和科学决策水平。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人事原则，做到岗位清晰、权责分明。另外，还需不 

断提高全市水资源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第二，建立流域水资源和区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按照水体循环 

规律和区域内用水系统的特点，统一安排城市的水资源管理和防洪、供水、排水、蓄水、用水、节水、污水处理与 

回用等。第三，建立重要江河水资源初始水权分配机制，实现水资源在区域和用水行业的优化配置。第四，建 

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和有效的水费计收方式。水价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的全成本水价。改 

革水价形成机制，大力推行超定额累进加价、丰枯季节性水价、终端水价等新的水价计收方式，完善供水计量设 

施，推广简单实用的计量装置和设施，加强计量管理。第五，建立和完善城市供排水市场运作机制，实现用水户 

自主管理、自主建设、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整顿取水市场主要是针对一些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如 

取水不进行水资源论证、无证取水、私自转让和买卖水资源、无计量取水等扰乱水资源管理秩序的行为，加强对 

重大案件的督察。 

(二)全面节水，缓解供需矛盾 

临汾灌区灌溉面积占到全市的60％以上，在农业节水方面，应加强和完善节水型工程。实施灌区节水改 

造、经济发展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建设和水资源保护等措施来防止农业灌溉过程中严重的跑、冒、渗、漏 

现象；通过以水权为中心的用水制度，运用行政、工程、技术、经济手段，建立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两套指标，形 

成完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制体系指标来防止农村灌溉管理中的不合理机制造成的大水漫灌现象；重视 

种植结构调整。如洪洞县甘亭镇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区原以种植小麦为主，在实施了节水灌溉工程后，他们调整 

种植结构，全部种植芦笋，项目区人均因此增收445元。在工业节水方面，针对当地采煤采矿企业对破坏地下 

水十分严重的问题，应大力推广循环用水、使用中水、加强节水智能管理等技术，由以往开源节流、管理保护的 

传统节水方式向现代的科学的节水方式转变；调整产业布局，建立与水资源分布相适应的产业空间分布体系， 

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同步，对高耗水高污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迁，腾出空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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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 

(三)兴建水利工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通过工程与技术措施，构筑与水资源优化配置相适应的工程体系，通过规范的资金投入、使用、管理与监督 

机制建立市场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体系。由原先的“以需定供”方针逐步向“以供定需”转 

变。第一，在饮水困难地区修建集中供水工程，单户工程，增加日供水能力。如曲沃县高显集中供水管理站，在 

解决9个村10156人的饮水困难和防氟改水问题的同时，积极向一个钢厂、一个油库的消防和职工生活供水， 

起到了饮水工程“生活上解水困，经济上脱贫困”的作用⋯；第二，在有水但水质不符合饮用水标准的地区修建 

分质供水工程。同时增加水处理设施和保护水源工程；第三，在干旱缺水地区大力兴建雨水集蓄工程，保障乡 

镇和农村生产生活用水。同时带动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的改善。 

(四)治理水污染，清洁水环境 

治理水污染的关键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坚决关、停污染严重及达标无望的企业；进一 

步督促、协助重污染企业污染治理工程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具体做法如编制专门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定期 

发布水环境质量公报、实施最新发布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限期整改老旧污水处理设备、改造城市雨污管网和 

积极开展雨洪利用提高污水处理回用、定期进行污染物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评估和生态效应评估以及主要污 

染河段底质生态环境修复技术等。 

(五)整治生态环境，建设节水城市 

汾河干流在临汾市境内全长 173．5公里，流经 6个县市区 36个乡镇 161个村庄。汾河两岸是临汾市人口 

最为密集、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区域。要修复汾河两岸的生态环境，应加快对汾河干流临汾段水土保持工程和整 

治工程等配套工程建设，维护好现已建的防洪坝、铅丝笼坝和砼串护基、防浪林和防护林的防洪体系，充分实现 

防洪、开发、生态为一体的三大效益，为城市水环境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城市生态建设要考虑水资源条 

件，城市绿化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要优先使用回用水、地表水，逐步减少使用地下水。 

(六)增加公众参与率，促进决策力度 

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水资源的管理，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在水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过 

程中，逐级选举产生用水者协会，使其参与水权、水价、水量的管理和监督，由村级用水者协会管理村集体水权， 

配水到户，并负责斗渠以下水利工程的管理、维修和水费收取。 

(七)健全法律体系，加大管理保障体系 

依法管水和治水，建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法规及其政策体系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而 

现存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法律还存在不少问题。因地制宜，尽快制订新制度、修订旧制度是解决当前水问题的当 

务之急。完善水环境与水资源管理体制、水价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水资源产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 

配置，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八)实施兴水战略，增加科技投入 

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是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节水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具体做法因地而异，例 

如可以应用高科技，加强地下水的监测管理工作；建立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研制城市节水设施(如中水系统) 

和节水新产品；研究污水处理新技术，实现污废水资源化；研究和实施人工增雨，扩展开发利用空中水资源；研 

究雨水和洪水的有效收集、开发和利用，最大限度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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