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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南非、埃及的水资源管理 

林兴潮 

(陕西省地下水管理监测局，陕西 西安 710003) 

[摘 要] 南非地处南半球，是非洲大陆最大的国家，地处非洲大陆南端。埃及跨亚、非两洲，大部分 

位于非洲东北部。两国都属资源性缺水国家，两国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实行着切合实际的、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政策。我国和南非、埃及有着人 口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张等相同特点，两国在水资源管理、保护 

和节约等方 面的诸多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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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ter Resources M anagement in South Africa and Egypt 

LIN Xing——chao 

(Groundwater M 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Bureau of Shaanxi Province，Xi’an 7 1 0003，China) 

Abstract：South Africa is located in southern hemisphere．It is the largest country of the continental 

Africa．Egypt extends from Asia to Africa with most part in Africa．Both countries have water shortage 

problems．But they both have stri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policies ma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url— 

tries’practical conditions．Like these two countries，China has fl large population，limited arabl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Therefore，experiences and 1essons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protection 

and conservation from South Africa and Egypt can be learn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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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07年5月22日至6月2日，应亚洲一非洲友好协 

会、南非水利林业部、埃及水利部的邀请，笔者有幸对 

南非、埃及两国的水资源管理、保护及开发利用等方面 

进行了考察学习。 

考察学习期间，参观了南非"hart bee spoort dam” 

水库，农场节水灌溉喷灌系统等，并同埃及水利部进行 

了座谈交流。通过本次考察，对南非、埃及的水资源，特 

别是地下水的管理、保护及开发利用方面有了较全面 

的了解。 

1 南非水资源管理 

1．1 南非概况 

南非全称为南非共和国(South Africa Republic)， 

地处南半球，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介于南纬 22。至 

35。和东经 17。和33。之间，面积近 122万 km ，其东、南、 

西三面环海，东部和南部为印度洋，西部为大西洋，海 

岸线全长2 954 km，好望角是印度洋与大西洋的分界 

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非北面与纳米比亚、博茨瓦 

纳、津巴布韦3国接壤，东北部与莫桑比克、斯威士兰为 

邻。 

地形除东南沿海为平原外，其余大部分地区为高 

原，海拔在6oO～1 600 m，但地表较平坦。德拉肯斯山脉 

与朗厄山把南非全境分成内陆高原与沿海平原。内陆 

高原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递减，与莱索托东界相连接处 

是内陆高原最高峻的地方，西北部为沙漠。 

气候划分为五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地区：沙漠和半 

沙漠类型地区，地中海类型地区，热带草原类型地区， 

温带草原类型地区和雨林类型地区。绝大部分地区属 

于热带草原类型气候，夏季多雨，冬季干燥。日照充足， 

但降水较少，年均降水量仅有 464 mm，大大低于857 

mm的世界年平均降水量。而且降水量的分布也极不 

均衡，地区分布上年降水量从西北向东南递增，由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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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 mm不等。全国约有21 的地区降水量不足200 

mm，48 的地区降水量在 200～600 mm 之间，仅有 

31 的地区降水量超过 600 mm，在西部的有些地区， 

年降水量甚至不足50 mm。由于降水量较少，全境缺少 

水量充沛的河流和稠密的河网。南非的河流和湖泊不 

多，而且河流也大多是季节性河流，枯水期较长。 

南非是一个缺少耕地的国家，适合农业的土地面 

积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l1 ，约8 600万 hm。。其中，8O 

多为牧场，而可耕地面积仅为1 400万hm。。南非大部 

分土地比较贫瘠而且多石，极易受水土流失的侵害，南 

非的水土流失问题非常突出，全国2O 的面积水土流 

失十分严重，南非每年约有2．33亿到2．63亿t的土壤 

白白流失 。 

1．2 水资源概况 

南非地处干旱，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多年平 

均 降水量为 464 mm，目前年人均可获取淡水量只有 

1 200 m。。在这种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其自然水资源 

在空间分布上还极不均匀，只有东部和南部沿海狭长 

地带降水较为充沛，其余广大地区则处于干旱和半干 

旱地状况之中。 

年地表径流量为535亿 m。，其中包括来自莱索托 

的径流量，可利用的径流占7O ；地下水资源量为19O 

亿 m。，可开采量为100亿 m。。 

奥兰治河流域是南非最大的流域，自莱索托起源， 

从东向西流贯高原全境，它的全长2 160 km，总汇水面 

积达到100多万km。，其中6O万km。在南非境内，其余 

分别在莱索托、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境内。年径流量为 

120多亿m。，占全国河流总径流量的近四分之一。 

南非各领域用水量所占百分比分别是：农业灌溉、 

牲畜饲养用水52 o,4；城市用水12 o,4；工业用水7．6 o,4； 

采矿、发电用水2．3 ；商业造林用水7 o,4；自然生态保 

护用水15 ，等等。 

1．3 水资源管理 

随着水资源的 日益紧缺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变 

革，国家正致力于水资源管理的重大改革，改变多年来 

种族歧视政策下的用水不合理状态，将原来对水的孤 

立的点的管理转变成从整个水循环系统统一考虑，实 

现所有水用户利益的水资源的有效、持久、有益的利 

用。中央政府以国家水资源公众受托人的身份对水资 

源进行管理，同时根据统一水资源管理的需要，将特定 

的管理任务交由相应的下级行政机构来实现，以使大 

家都能参与进来，将每个水资源用户对水的使用不加 

限制的情况转变成将所有水资源看作统一水资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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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管理。实行重要水资源使用登记制度和取水许 

可制度，这样可以全面了解各地水资源的使用情况，为 

规划决策提供依据，为确定水的优先使用权提供依据。 

在对所有水资源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基础上，把水资源 

进行了系统分类并对各种水资源的储备量进行了系统 

评估。每一项水资源在其储备量没有经过评估前，这一 

水域的水全部将不会批准使用。 

1．3．1 水资源管理的法律保障体 系 

南非政府注重水资源方面的法律建设，认为要科 

学有效地管理水资源，使水资源能够合理使用、水资源 

基础设施发挥其最佳效益，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法律、 

政策保障体系。 

1956年为加强水资源管理，保护有限的水资源，首 

次制定“水法”，其后又多次进行了修改。1971年颁布了 

“水研究法”。1977年，为确保有效使用水资源，政府又 

颁布了“国家水资源政策”。自1994年以后，水利林业部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供水服务先后出台了供水和卫生 

政策白皮书(1994)、南非国家水政策白皮书(1994)、水 

服务法(1997)、国家新水法(1998)等一系列水法律法 

规及政策性文件。通过这一系列的法律文件体现了以 

下一些基本原则：所有水资源都是人民共同的资源，都 

由国家统一管理，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水资源只有使用 

权，或通过授权获得使用，而不具有所有权，根据水资 

源的相关法令所获得的任何水资源使用权都应该是暂 

时性的；人人都有享受基本用水供给的权利，这是一种 

基本的人权；必须充分认识水循环系统的统一性，其组 

成要素之间是有相互关系的，研究和管理水资源的基 

本单元是流域。 ． 

实行灵活的水费政策。一方面，从 1996年开始，政 

府决定逐步提高水费标准，最终达到平衡水资源供给 

的成本，以保证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水资源基础设施建 

设、科研、管理等，实现水资源可持续使用的目的；另一 

方面，水费标准的制定是根据不同区域的情况“因地而 

异”的，这主要是根据当地实际的水费组成考虑。新水 

费的组成主要包括水资源的经营、维护、资本投入等成 

本和水资源管理税款、资源保护费等。税款一项包括排 

污费、大面积土地使用费等。 

1．3．2 水资源的管理体制 

水资源管理按国家、区域和地方三级管理，三级管 

理部门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国家水事务管理 

和供水服务的任务。三级管理部门分别是水利林业部、 

流域管理局(Tg委员会Water Board)(相当于我国的流 

域机构)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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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一级水资源管理机构是水利林业部(De— 

partment of Water Affairs and Forestry，DWAF)。水 

事务部下分水资源部和水服务司。水资源部以下又包 

括计划司、发展司、国际项 目司、科学服务司、水利用和 

保护司、采购和建设特别顾问司等6个部门。 

水利林业部负责全国水资源政策、战略、总体规划 

等的制定；流域管理局(水委员会)负责区域水资源管 

理；地方政府负责向社区提供供水服务。水利林业部将 

全国划分成19个水资源管理区，由水委员会负责这些 

区域水资源的管理、发展、保护、使用和控制。当地政府 

做好各管辖区供水服务。各级水资源服务机构都设有 

“上诉”受理部门，限期受理并答复，禁止悬而未决，否 

则将严厉追究当事人责任。 

地方政府基本不独立设置水资源科研部门，而是 

利用国家政府的科研机构，以合同形式完成科研项目。 

水资源研发有一专门机构进行管理，那就是水研究委 

员会。政府1971年专门颁布了“水研究法”成立该委员 

会，目的是能够加强水资源研究工作的力度和协调工 

作。该委员会经费来自政府收缴的水费，每年有约8 000 

万兰特，其中7O 用于科研开发，3O 用于日常行政 

管理；由水利林业部部长统一领导，下设控制委员会和 

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作重点是推动、协调全国水研究领 

域的工作，制定研究项 目，资助研究活动，有效开展信 

息和技术传播和转让等。该委员会的设立促进了跨学 

科、多领域的合作方式，促进了专业人员的流动和发 

展，使水资源领域的专业技术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促 

进了大量科研成果的技术转让。通过每年一次的科研 

项 目的申报工作，避免了课题重复，确保重点科研领域 

研究工作的进行，使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力量都能参 

与研究活动。 

水资源研究、开发、保护、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权威 

机构当属南非环境技术研究所。该所隶属于科学和工 

业研究理事会，是其八大研究所之一。该所与全国的大 

学、科研机构和研究理事会、政府机构、专业协会等组 

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水资源管理科研领域是 

最权威机构，涉及到水领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各学 

科；拥有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相关水生态系统等专业的 

各类专家；可为水资源和水质量管理机构、企业水资源 

用户、水资源供给机构、政府机构等提供各类服务。 

在南非，自来水公司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明确，它的 

任务就是从政府手里购买水资源，经过输送、净化处 

理，再重新卖给地方政府，它不直接和用水户联系，只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部门要保证城市周围的水源。 

自来水水价由水资源费、输水工程费用、净化处理成 

本、管理人员支出等成本，再加上合理利润三部分组 

成。 

1．3．3 地下水资源管理 

1．3．3．1 地下水资源概况 

近年来，南非经济稳步发展，人口增长速度很快， 

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增加，根据水利林业部统 

计资料，2000年地下水资源量为19O亿m。，其中可开采 

量为100亿m。，实际开发利用19亿m。。 

1．3．3．2 地下水资源管理政策框架 

种族隔离时期(1994年以前)，由于长期施行殖民 

统治和种族隔离政策，土地和资源为私人所有，因此， 

南非地下水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1)水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为私人所有； 

(2)地下水资源管理是无序的； 

(3)大部分居民基本生活和生产用水得不到保证。 

1994年，曼德拉政府上台，制订了一系水资源开 

发、管理、保护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 1998年颁布的 

新水法(National Water Act)，新水法的基本思想和原 

则 ： 

(1)水资源优化和高效使用； 

(2)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公平性原则 。 

新水法规定，所有的水资源，不管在水循环系统中 

从陆地的哪一部位产出，都是南非人民共同的资源共 

享源，对它们的使用都必须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进行。同 

时，所有的水资源不管在哪里产出，在法律上的地位都 

是一致的。个人或组织对于水资源只有使用权，或通过 

授权获得使用权，而不具有所有权。新水法规定在南非 

全国建立19个流域管理局(水委员会)负责境内水资源 

的计划和分配。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确定水资源 

的基本储量，以保证在当地及流域汇聚范围内水资源 

可以持续利用。 

1．3．3．3 取水许可管理 

南非新水法规定，取用水资源必须经过授权，水资 

源使用分为三个层次： 

(1)为保证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凡符合新水 

法规定的下列情况，可直接取用水资源，不需经过授 

权 ： 

a符合法律规定的家庭用水； 

b个人土地上取水用于家庭使用； 

c个人土地上少量取水用于园艺，但不得用于商业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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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个人土地饲养能力范围内的动物用水，但不包括 

饲养场； 

e屋顶积水； 

f紧急情况下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 

g法律许可范围内，为了娱乐目的使用水或水面； 

h为了娱乐 目的的水运航行用水； 

i排放的废水； 

j放的径流水，如洪水等。 

(2)大多数用户取用水资源，如果不对环境产生较 

大影响，可向管理部门申请用水，管理部门对其申请进 

行登记，并建立监测和报告制度 ； 

(3)如果用水部门取用水资源可能对周边和环境 

产生较大影响的，需按照取水许可制度办理取水： 

a确定水资源存储量； 

b与周围其它用水部门的水资源分配； 

C用水登记 ； 

d并建立监测和报告制度； 

e用水收费。 

政府规定，水资源使用申请一旦被批准，其使用期 

限为 40 a。 

南非水法在对所有水资源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基础 

上，把水资源进行了系统分类并对各种水资源的最低 

储备量进行了系统评估。 

1．3．3．4 免费的基本生活用水(free basic water)政策 

南非新政府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水事法律法规， 

南非新水法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各阶 

层的人们在水资源的使用权上是平等的，其中以1997 

年颁布的“供水法”(Water Service Act 108 of 1997”) 

最具代表性，“供水法”的主要目标是： 

a提供了基本用水权利和足够的、卫生的、安全的、 

对环境无害的用水权利； 

b建立国家供水规范和税收标准； 

C供水管理部门的供水发展计划的准备和采用； 

d供水机构和供水中介机构的制度框架； 

e供水公告、供水委员会及它们的责任和权利的建 

立和废止； 

f供水监测以及水利林业部或省政府对它的于预； 

g供水部门的资金补助； 

h国家信息系统的采集和发布； 

i供水部门的责任； 

j促进水资源有效管理和保护。 

为了减轻贫困，保证广大居民基本用水，南非政府 

近 年来实 施 了“免 费的基本 生 活用水 (free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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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政策。南非政府对免费的基本生活用水量的确 

定是参照国际标准：25 L／d·人核定，每户家庭按 8口 

人计，每月需水6 000 L，本行政区政府根据本区自身条 

件可以对该定量进行适当增减。“免费的基本生活用 

水”的受水对象可以是全体消费者，而不管他们是否贫 

穷，如果实行“全体免费供水”政策，在实施之前，地方 

行政当局应进行财政分析，水利林业部会同国家财政 

部等部门提供资金和政策上的援助；而一些地区，对所 

有消费者实行免费供水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应先 

保证贫困人口优先使用“免费的基本生活用水”。 

1．4 地下水资源保护及水生态系统建设 

南非政府非常重视水资源保护及水生态系统，在 

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始终把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 

系统建设放在第一位。南非地下水资源保护的目标通 

过三种措施来实现：源头直接控制措施、直接水资源保 

护措施以及恢复性措施。 

1．4．1 源头直接控 制措 施 

该措施已经写入南非新的法律体系，表1是该措施 

的一些关键战略。 

在所有的水资源保护战略中，首先必须遵循水资 

源统一管理的原则，即地表水、地下水、水量、水质统筹 

兼顾。 

表 1 南非地下水水质管理的源头控制措施 

措施 实现方式 

． ． 地下水提取、回灌等I(1)加强取水许可管理 } 新水法 

(2)回灌 确定对取水许可评估的方针。 

矿产法 采矿 毫 霎 扰 通过“环境保护计划”来实现 
新水法 废物贮存及处理}加强行政管理，制定新的规定。 

环境保护法 提高对地下水最小的需求} 

新水法 制订方针文件和取水许可管理措施。 

． ． ． 
土地使用分配和计划影响}对不同的污染源进行评估，各地 污染

源 
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污染源控制程序和采用的手段。 

(1)建立适当的规章制度}(2)对供水发展 
供水法 计划提出 殊要求

}(3)综合发展 目标。 

1．4．2 直接水资源保护措施 

南非法律规定，所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必须采 

取“直接水资源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水资源系统 

分级、确定水质目标等，详见表 2。在水资源分级确定 

后，水资源的“储备量”必须明确，南非政府规定，水资 

源在开发利用之前，先要确定其资源“储备量”，任何未 

被批准储备量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申请都不被授权 ，因 

此也就不允许开发，水资源的“储备量”由两部分组成： 

人类基本生活储备量和生态储备量。 

人类基本生活储备量为人们提供水资源的基本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9卷 第6期 地下水 2007年 11月 

要，包括饮用水、食物用水和卫生用水；而生态储备量 

是指为保护水资源的水生态系统所需要的水。 

“储备量”包括水质和水量两个方面。只有水利林 

业部部长有权确定全部或部分水资源的“储备量”。南 

非政府对水资源进行分类管理，如果未对水资源进行 

分类，可以对其“储备量”进行预确定，待水资源进行分 

类后，再以新的“储备量”替换。特定的水资源其“储备 

量”一旦确定，便与其分类和水质结合在一起。 

水资源质量目标也用于规定或禁止在个人拥有的 

土地上从事影响地下水水质的活动，该措施的“保护带 

分区”内容是用于保护地下水资源作为供水水源的地 

区。 

对上述所有保护手段，明确规定地下水管理体制 

(依照地下水水位、水位变幅、地下水最小排放约束条 

件和水质目标等)。 

政府对水资源保护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本着“谁 

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一旦某一地区发生水质污染，如 

果责任人未采取适当措施，则流域管理部门可采取必 

要的治理措施，其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表 2 南非地下水资源保 护的直接措施 

措 施 目标和战略 

储 ㈤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储 z 储备量 主 冀 羹 墨 萎 薹茎菖 耋 
分级t(1)保护依赖地下水资源的地区的水生态系统；(2)保 
持含水层的完整性·(3)提供储备量系统设置的分级框架。 水资源质量目标 

2 埃及水资源管理 

2．1 埃及概况 

埃及全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The Arab Repub— 

lic of Egypt)，跨亚、非两洲，大部分位于非洲东北部， 
一 小部分领土(西奈半岛)位于亚洲西南角，是欧亚非 

三大洲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西与利比亚为邻，南与 

苏丹交界，东临红海并与巴勒斯坦接壤，北临地中海。 

面积 100．2万 km。，全境 96 以上的土地为沙漠。海岸 

线长约 2 700 km。尼罗河 自南向北流贯全境，境内长 

1 530 km，两岸形成宽约3～16 km 的狭长河谷 ，在人海 

处形成 2．4万 km。自开罗伸向地中海的最富饶的三角 

洲，96 的人 口聚居在仅为国土面积 4 的河谷和三 

角洲地带。苏伊士运河是连接亚、非、欧三洲的交通要 

道。主要湖泊有大苦湖和提姆萨赫湖，以及阿斯旺高坝 

形成的非洲最大的人工湖一纳赛尔水库(5 000 km。)。 

埃及全境干燥少雨。南部属热带沙漠气候，夏季气 

温较高，昼夜温差较大，炎热干燥，沙漠地区气温可达 

40℃，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30 mm，5月间常有“五旬 

风”，夹带沙石，使农作物受害；尼罗河三角洲和北部沿 

海地区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侯，气候相对温和，1月平 

均气温12 C，7月为26。C，年平均降水量50"-200 mm。 

2．2 水资源概况 

埃及农业和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占国土面积4 9，6 

的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全国约有 96 9，6的人 

口聚居在此。 

埃及全境干燥少雨，总降水量在15亿m。，广大地区 

属热带沙漠气候。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雨水稍多，年降 

水量也不足200 mm。由北往南降水量急剧减少，开罗 

年降水量仅33 mm，开罗以南的地区终年降水量几乎 

为零，即使这点稀少的降水也仅在冬季以零星分散的 

形式出现；埃及气温较高，北部沿海地区相对温和，而 

南部地区炎热干燥，地面蒸发量极大，如开罗地面蒸发 

量高达1 020 mm。因此，除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极小 

部分可以从事雨养农业外，极大部分地区均属灌溉农 

业区，无灌溉就无农业 。 

用水主要来源：①尼罗河水。这是埃及整个国民经 

济用水的主要来源。按照历史上埃及与苏丹政府达成 

的协议，埃及每年分得尼罗河水555亿m。，其中约86 

(大约520亿m。)用于农业灌溉；②地下水。尼罗河谷及 

三角洲含水层中地下水每年约开采46亿m 3(浅水)，沙 

漠深部含水层的地下水(承压水)的取水，主要取决于 

抽水费用及贮水量的衰减可能引起的灾害等多方面因 

素的综合估价，每年约开采5亿m。；③降水。可利用量不 

到总降水量的50 ；④农业废水(主要指农田排水和灌 

溉中的回水)及城市废水的回收再利用。对农业废水采 

取 与地表水、地下水综合利用的方法；每年达到 47亿 
m 。

。 城市废水通过净化用于农业，目前处于试验及小面 

积应用阶段，每年约5亿m。。由于埃及人口由20世纪50 

年代的2 000多万人到现在的6 600万人，增加较快，导 

致埃及水需求量的大幅增加，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600亿m。增加到目前的700亿m。。 

2．3 水资源的管理与政策 

埃及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实 

行集中统一管理。无论是地表水、地下水，还是中水都 

由水资源灌溉部实行统一管理与分配，并实行立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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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时实行不同用水价格政策，农业用水一直实行免 

费制度；城市居民用水的价格，根据收入差异的不同住 

宅区，制定不同的水价，收入高的住宅区水价高，反之 

则低。 

(1)节约水资源，减少损失 

农业灌溉水从主干渠到田间都要贯彻这个原则。 

如通过对渠系的改造与衬砌，可节水4O亿m。。为了节约 

水资源，政府提出了限制漫灌，合理使用地下水的方 

针。 

(2)综合利用各种水资源 

对尼罗河水(地表水)、农业废水、地下水综合利用 

的原则。对于城市生活污水，通过净化部分用于农业灌 

溉，规划2017年污水净化用于农业 25亿m。；对于沙漠 

中的深层地下水的开采，2001年1月制定了有关规定， 

限制只能用于饮用和农业。 

(3)使直接用水的农民参与到水的管理中来 

从1996年开始，成立了由农民为主的用水者协会，农 

业、水利、财政、法律等部门派代表参加。国家将已修建好 

的田间固定灌水渠系移交给用水者协会管理，由他们负责 

节水灌溉技术的培训及渠系的维修、运行和管理等，其费 

用由使用灌溉水的农民根据面积和作物分配负担。政府认 

为，除尼罗河不能移交外，凡是用于农业灌溉的各级渠系 

均可以移交给用水者协会。目前由于高级渠系的维修、运 

行和管理费用高，农民难于承担。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提 

高，逐年提高移交渠系的级别。 

(4)对水资源质量的监测 

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水资源质量的监测中心，已形 

成监测网络。如各种水资源的水量、水质、水文地质监 

测等，以保证更有效地使用水资源。 

3 体会和建议 

我国和南非、埃及有着人口多、耕地资源少、水资 

源紧张等相同特点，南非、埃及在水资源管理、保护和 

节约水资源等方面，有许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1)建立健全水法规体系 

南非水法律法规体系非常完备，1998年颁布的新 

“水法”是南非水法律法规体系的核心，新“水法”共计 

17章164条及6个附录，约14万字，它既制定了水资源 

管理的原则，又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既有利于水资源 

的宏观管理，又便于实际操作。新“水法”内容齐全，条 

目详细。许多方面(如：用水、储备量的提出)可供我们 

在水利法律、法规建设中予以借鉴。 

(2)加大和保障水利科研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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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供水水费构成中有一部分是水利科研推广经 

费，保证了水利科研部门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南非水研 

究委员会(WRC)是南非最高的水利科研部门，其职能 

相当于我国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科研机构的组合，它 

负责水利科研和推广项目的立项、实施和成果推广工 

作，它的科研项目来源有两个：一是来自水利林业部， 

二是来自实际用水部门。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基础很 

多时候依赖于水研究委员会(WRC)的研究成果(如：新 

水法中“储备量”提出之前，水研究委员会就这一问题 

已经研究l1年了)。同时该委员会经费来自政府收缴的 

水费，其中7O％用于科研开发，3O 用于日常行政管 

理，而我们用于水资源科研开发方面的经费远远达不 

到这样的比例。南非的这种水利科研管理体制保证了 

其科研课题的来源、课题的实用性、水利政策的科学性 

以及科研经费渠道畅通。 

(3)沙漠深层地下水开采立法严格控制 

埃及沙漠深层地下水的开采，法律规定只能用于 

饮用和农业。而且新的水法规定，必须进行全面规划 ， 

只能采取现代化的节水灌溉技术(主要是喷灌和滴 

灌)，禁止在沙质土壤上使用漫灌。我们看到，在沙漠地 

区专门设有相应的推广站，对现代化节水灌溉技术进 

行研究、试验、示范及对农民培训，成效显著。对于陕北 

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中的水资源问题，结合实际 

制定相应的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用水、生态环境保护 

等的法规政策和规章制度。 

(4)完善水资源质量监测网络 

埃及全国各地设立了水资源质量的监测中心，已 

形成监测网络，对水资源质量进行监测。包括水位、水 

量、水质、水文地质等各种要素指标的监测，以保证更 

有效地使用水资源。陕西省的地下水监测工作开展较 

早，但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渠道，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目前存在着监测站网老化失修，损毁严重；监测设备陈 

旧，技术手段落后，时效性差；站网布局不尽合理；监测 

功能不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陕西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应该进一步明确地下水监测工作 

的经费投入渠道，加大监测工作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加 

强监测站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站网布局；引进先进 

的监测设备和技术手段，提高地下水监测工作的现代 

化水平和时效性；加强和完善地下水水质、水量、水温 

等监测项目，发挥监测站网的整体功能；不断开展地下 

水科学研究和地下水监测预测预报研究，更好地发挥 

监测资料的作用等。使地下水工作取得快速发展，以保 

障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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