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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水生态污染恶化与淡水资源供应匮乏的窘境,水资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只有科学布局,细致管理,才能保

障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高度落实。本文简要分析了水资源管理环节存在的各类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措施。 

[关键词]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管理 

 

水是生命之源。无论是宏观经济发展,还是日常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

资源。然而,我国水资源开发管理环节存在诸多不足,进而致使水生态污染

恶化,淡水资源过度浪费。为此,全面推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水资源

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1 水资源管理环节存在的突出性问题 

当前,水资源管理环节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淡水资源供需矛盾加

剧、水生态污染恶化两方面。只有积极协调二者的内在联系,才能实现水

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 

1.1淡水资源供需矛盾加重 

当前,淡水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据相关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国内

多数城市自来水供应系统的损失率都保持在15—20%之间。其中,约25%的

供水设备存在泄露问题。据调查,这些存在严重渗漏问题的供水设备,年失

水量约达到4亿立方米。与此同时,各城市的污水处理效率偏低,仅有75%

的污水能够实现循环利用。部分经济欠发达城市甚至没有污水处理厂。 

1.2水生态污染恶化 

我国年污水排放量约620亿立方米,其中,80%未经净化处理的污水直

接排入河流湖泊。在全国范围内,超过90%的城市地表水和97%的城市地下

水开采量超过供给,这诱发了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一系列问题。以北京

市为例,年水位下降指标约12厘米。而地下水含盐量增加,极大的降低了水

质标准。 

2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策略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路径主要包括增强水资源保护意识、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合理分划水生态功能管理区、推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

合的用水管理制度、取水许可管理制度,加强计划用水管理。下面就将对

上述措施进行详细论述。 

2.1增强水资源保护意识 

目前,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环节。

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资源管理需要各级部门及基层群众的共同努力。

在流域水资源管理过程中,要摒弃传统思想观念,将水资源作为社会资源

统筹规划的核心环节,充分发挥流域水资源的重要价值。同时,水行政主管

部门要加大水资源保护宣传力度,增强基层群众的节水意识,改进不良用

水习惯,降低水资源损耗。 

2.2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如今,我国各行业的水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为此,将水资源管理作为

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与重点项目布局规划的核心制约要素显得尤

为重要。管理者需创建节水节资经济格局,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减少无效

蒸发和渗漏损失,增大水资源利用率；通过改造供水管网,推广应用节水器

具,降低水资源损耗；明确用水率,控制红线,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进程。 

2.3合理分划水生态功能管理区 

工作人员要提高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回收利用率,控制污染物入河

量；优化土地结构,调整土地资源利用方式,严格控制农药化肥使用量与生

活垃圾排放量。 

通过点源、非点源与内源治理并重,水质保护与水量调配相协调等措

施,实现以水功能区管理为载体,源头控制与末端控制相结合的综合防污

减灾战略格局。 

2.4建立健全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1)推行用水管理制度 

相关管理者需加强水资源需求管理,限控不合理需求,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在水资源统筹规划的基础上,制定自然流

域水量分配方案,明确各支流、各行政区域的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杜绝水资

源无序开发与过度浪费问题。各省市需根据本行政区域的总量控制目标,

明确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建立覆盖流域和省、市、县三级行政区的用水总

量控制体系,以加强取用水监督管理,将用水总量峰值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2)推行取水许可管理制度 

结合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的基本要求,制定合理的水量分配方案,进

一步明确流域和区域取水许可总量。全面履行“从严从紧”的基本原则,

重新核定用水户的取用水量,下发新版许可证,明确许可取水量、明确取水

计量措施、明确节水目标、明确退水水质要求。与此同时,依法约束和规

范取水权分配、登记、管理及转让等行为,提升取水管理水平。 

(3)加强计划用水管理 

全面执行计划用水制度。各区域要依据中长期供求计划、自然流域水

资源储量、水资源调配调度方案以及区域降水量报告,编制完整可行的年

度用水计划和水源调度计划。且将年度用水计划和水源调度计划纳入宏观

经济管控机制范畴。建立健全的取水户用水制度和计划用水监督管理制度,

督促取水户严格遵照标准要求进行取水。再者,创建完善的节水绩效考核

制度,全面推行人性化的节水奖惩机制,从而调动基层群众的节水积极性,

形成全面参与节水节资的良好局面,加快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步伐。 

3 结束语 

如今,我国水生态污染恶化与淡水资源供应匮乏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政府部门必须高度发挥宏观调控的优势

效能,制定并出台一系列关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的政策条例,

以此为创建绿色节约型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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