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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人的生命之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资源。我国目前的水资源状况不佳,我国是人口大国,

对水资源的需求是源源不断的。我国大多数的水资源都是污染严重的。根据调查我国的人均水资源是全球最匮乏的国家。比

起能源资源石油来说,水资源已成为最最稀缺性的资源,除此之外水资源也是作为基础性的资源和核心资源,在水资源的利用

管理上更加需要政策上的重视。本文就从健全水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方面入手,从国家层次,水资源的流域方面和不同区域这三

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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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决定》等文件

中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的蓝图描绘,对自然资源的资产进行

产权管理。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法》

等相关文件中就已经明确了对水资源进行资产管理,但从实

行的各方面成效来看,在水资源资产管理问题上还属于薄弱

环节,水资源的资产管理体制不够完善,本文对实行水资源

资产管理的现状出发,并进一步对健全水资源资产管理体制

提出相关的建议。 

1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的思路和改进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是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机构的

设置,以及对管理范围权限的划分来确定整体的调控管理等

手段确立起来的基本管理体系,当然这些管理体系只是从整

体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宏观制度上来设定,对于水资源也

是同等适用的,因为水资源是自然资源组成的一个重要部

分。从整体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办法入手做个了解,才能从

局部的水资源资产管理细化以此达到健全水资源资产管理

体制。自从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后,我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

革之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也是毫无例外的。在对十九大的

规划、部署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将专门设立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的机构,由中央部署开始统一的行使归

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的职能和职责,这也说明了国

家将生态文明及自然资源的保护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呼吁全

民参加。意味着国土的空间管理和生态环境管理形成统一机

制,这些机制的背后是“国资委”对于将设立国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检查机构的这一想法提出还是引起不

小的轰动。目前对于这一想法在实际上怎样去操作和安排尚

不明确,但这一机构的提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将散落在各

部门手中的环境保护权力能够整合集中起来。对于自然资源

的资产管理同生态环境上是相一致的。对生态环境的山水林

木和土地资源等提供共同生命体的系统保护。以生态系统的

综合性监管替换了以往的多方监管碎片化的问题,积极方面

是改进的。在原来的资产管理模式中对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

生态监管的机构有很多个,而负责的职能有交叉的部分,这

就意味着工作效率的低效化,以及存在着区域和行业之间跨

度的盲点区。有了十九大的部署设想就能很好的解决这些盲

点问题。在2015年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方案》中就提出

把所有的监管者分开和一件事情有一个部门来负责的原则,

可以整合分散的全民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者职责,使全民所

有的自然资源行使统一的所有权机构,负责全民所有的自然

资源出让等问题。根据把山水林田湖等纳入统一管理的思路

中,组建一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统筹它们的管

理。这样可以有效的把分散在海洋、水利、或者是一切被污

染的水资源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大大增加了水资源资产的利

用效率。 

2 水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现状及实行专业管理的必要性 

2.1水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的产权化 

水资源资产管理化离不开资产的产权化。在对水资源资

产管理体制的分析之前首先要明确水资源的资产范畴。在长

期以来的人们观念上都是将水资源作为人们生产生活所消

耗的材料。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对水资源都是长期的无偿利用,

既然是无偿就会有个弊端：不加节制,其中多的是对水资源

的浪费,逐渐的演变为水环境的污染和对水资源的实际利用

率低下,让水资源陷入到“公水”的悲剧下场。在对水资源

定性后它具有了经济性、收益性、权属性、有偿性、稀缺性

等社会属性,人们意识到应该将水资源纳入到资产管理中,

它是人们的一种宝贵资产。水资源的资产管理核心就是产权

的管理。有了产权就让水资源有了转让和交换的功能。在国

家宪法中对水资源的所有权是归国家所有的。对水资源的划

分是很明确的,对水资源的整体如大江湖海等水系庞大的水

资源以及地下水的所有权是归国家所有,对于分散零星的水

域及河塘沟堰等可以归多级所有,这样的目的便于对水资源

的开发利用及管理。这样的做法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水资源

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变相的将水资源

引入到市场机制中,赋予了商业化的用途,于是更多的造成

了水资源利用不足和过度利用的双向性问题,水资源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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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污染破坏而并存。 

2.2水资源资产管理目前的状况分析 

从国家的法律法规层面上对水资源资产管理上的阐述

有《水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洪法》这些法律的存在将为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进行水

资源的税务体制改革提供了依据。在对水资源资产管理上,

各单位的权属意识比较明确,但对水资源进行资产化的管理

步伐进行的还是比较缓慢,这也和传统的将水资源作为公水

来利用的观念有关,虽然整体进度慢,但有些发达地区对水

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已有了明显的成效。对水资源资产管理加

入了科研的工作,使水资源资产管理趋于科学化,相关的制

度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中。 

在水资源资产管理上目前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按照宪

法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应是归国家所有,但在管理体制中,

关于所有权的问题被逐渐弱化,所有权也被许多部门分割。

使用权逐渐代替所有权的管理,关于职责问题不明,存在相

互推卸责任的现象,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对于水

资源的利用大多还是公用或是低价使用。对使用水资源问题

上没有加以约束,常常造成浪费问题,使原本属于国有资产

的水资源经济效益丧失,资源的消耗得不到补偿,形成一个

恶性循环。在对水资源的管理上仅仅只是对量上的管理没有

对水质量的管理。在水资源资产管理上权限分散,经常是各

自为政的情况居多,没有做到统一协调管理。另一个问题就

是水资源配置不合理,这种不合理体现在时空上的不合理和

地域上的不合理。西北地区的水资源丰富,但难以将其利用,

这就造成水资源的白白流失。 

2.3水资源资产管理实行专业化的必要性 

在健全我国水资源资产管理体系上,是有必要发挥水行

政部门的专业管理职能的。从水资源的社会属性价值方面上

看,水资源有着公益性和商业性。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上

离不开水资源,另一方面水资源作为重要的商业用途,发挥

其独特的作用。从社会属性上看,要把水资源的公益性放在

首要位置,并且要兼顾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它带来的经济效

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关乎到民生的方方面面,它是人类生

命之源,更是生态安全的保障。在防洪等安全保障上需要在

水利工程上有着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此时政府必须起主导

作用,按照公共管理的原则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在商业用途

上,水资源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元素之一,既要发挥政府调控

作用,又要遵循市场变化的原则,通过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

共同发挥水资源的利用率。在水资源的管理上还存在复杂多

变的特性,水资源具有地域性,流动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在

管理上存在一定难度。水资源在防洪水利方面也是管理上的

一大难题,应该充分发挥水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对水资源

的资产管理上进行统筹管理。 

2.4健全水资源资产管理的体制思路及建议 

由于当前的水资源资产管理存在着多部门干预和协调不

足的问题,就应该对水资源进行分类,秉持着一类别的事由一

个部门管理的原则。对涉及到的水资源资产管理相关部门的

交叉职能进行细化,打破盲区,另外从时间,空间,流域,地区

上逐层管理水资源。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以及地表、地下水

的统一管理。对水利工程,如水利发电站的建立及南水北调

工程的建设要和国家的相关部门密切联系。听从领导指挥,

制定合理的计划,有效的开展建设工程。在国家层面上,健全

水资源资产管理办法的机制建立,针对全国供水,防洪,等方

面,依据国家的方针有计划的推进。在流域方面健全流域综

合管理体制,将流域划分为不同层面,更加注重流域的防洪

安排。地方水资源资产管理上,更加注重水资源的污水排出

问题,减少浪费水资源的情况发生。在水资源的资产管理上

实现管理资产与管理人员和管理事务相挂钩,建立水市场制

度。加强对水质的管理,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水资源。把脏水

进行处理,增加二次利用率；对雨水进行收集净化；对窖水

提高水质安全达标率。认真的调查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情况,

在进行分析后积极改变地域上水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制定

统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计划,让企业用水规范化,取缔

污水排放超标的企业,或是下令整顿。改革水资源资产的融

资体制,由政府出面对水利项目进行投资运行,并积极引进

竞争体制。对城市开放全面的税务体系,依靠科技进步来加

大水资源的开发,例如对海水资源盐成分的淡化来为城市生

活供水。 

3 结语 

健全水资源资产管理机制是水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要

求。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发挥着独特作用。从

水资源的公益性和商用性方面分析水资源的资产管理关乎

到个人和国家的利益。针对水资源的产权不明确问题,已给

出明确界定,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

强化了水资源的资产管理监督,更好发挥了水资源的统筹配

置,保障了人民和国家的权益,实现水资源的资产管理利益

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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