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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任务 细化指标
促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

———在长江流域（片）水资源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蔡 其 华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０）

１　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加强水资源工作的重要性

２０１１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又以较大
篇幅阐述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内容和要求，这是在我国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新形式下作出的重

大决策，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对于解决我国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长江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是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水电开发的主要基地、连接东中西部的

“黄金水道”和重要经济鱼类资源、珍稀水生生物的天然宝库。在长江流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切实加强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不仅对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而且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也将对解决华北、京津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２　充分认识当前加强水资源工作的必要性

长江流域水量丰富，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亩均占有量不高；现有工程调蓄能力不足，水资源配

置体系不完善；水质总体良好，但局部污染严重。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加强

水资源工作十分必要。

一是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群逐步建立，蓄泄矛盾日益突出，科学调度亟待加强。经过大规模的水利建

设，长江流域现已建成水库４．６万多座，总库容达到１７４５亿 ｍ３。随着近几年上游干支流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陆续建成，三峡及上游干支流水库的调节总库容将达到５５０亿 ｍ３，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１０００亿 ｍ３，长江流域干支
流控制性枢纽格局逐步形成。这些控制性工程在充分发挥水资源多种功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同

时，也逐步改变了河流原有的自然状态，如果不科学调度，将对中下游水位、流量过程和江湖关系造成较大的

影响。特别是一旦遭遇特枯水情，容易产生上中游水库蓄水与下游城市供水、水生态环境需水之间的矛盾，

给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带来新挑战。

二是跨流域调水与流域内用水、不同区域用水矛盾日益尖锐，水资源优化配置亟待加强。长江是我国水

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南水北调东、中、西线工程将从长江流域调水到我国北方缺水地区。此外，为解决

区域缺水问题或满足水生态修复等需要，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还规划了一系列区域性水资源配置工程，

如云南“滇中引水”、陕西“引汉济渭”、湖北“引江济汉”、安徽“引江入巢”和“引江济淮”、江苏“引江济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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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游地区引江能力巨大，用水安全不容忽视；中游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协调解决这些用

水矛盾，统筹规划和科学配置水资源，是流域水资源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三是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流域水生态环境影响日益显现，水资源保护亟待加强。尽管目前长江流域

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总体还不高，但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开发活动，已引发了湖泊湿地萎缩、少数支流部分河

段脱流干涸、珍稀水生动物濒危程度加剧等生态环境问题；一些闸坝建成蓄水后改变了水情，也引起局部水

域纳污能力下降和水质恶化；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一些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累计影响也

将逐渐显露。随着长江流域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如何正确处理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是流域水资源保护面临的重要挑战。

３　准确把握当前水资源工作的重点任务

一是完善流域配套及地方法规，建立较为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制度和监督管理体系。二是建立以

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为主体、以省界控制断面为基础的流域与区域总量控制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水资源合理

配置格局和流域统一调度管理骨干体系。三是建成并完善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系统，初步建成西南诸河水

资源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流域水资源监控能力，优化监测站网，基本建立重要中小河流和省界（际）河流的

水资源监控体系，流域水生态监测能力初具规模，应急监测能力进一步加强。四是划定跨省级行政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编制完成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提高影响饮用水源的突发水污染事件

的应急处置能力；开展水功能区监测、评价与考核指标体系研究，初步形成水功能区监测、评价、考核与管理

工作体系。五是推进流域内各省继续修订完善用水定额。

４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控制指标

４．１　研究细化“三条红线”
一是抓紧完成流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成果，分解落实水利部下达的流域总量控制指标（２０１５年为 ２０６１

亿 ｍ３）。在此基础上，对流域内重要跨省支流汉江、嘉陵江、沱江、赤水河、岷江率先开展水量分配方案制订
工作。二是加强用水定额和用水计划管理，完善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用水制度，推动流域节水型社

会的建设，落实用水效率控制指标，推动流域水资源高效利用体系建设。三是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护政策，

深化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和入河排污口管理，落实纳污总量控制指标，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建

设。

４．２　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
一是抓紧制定蓄水工程蓄水计划管理和水库群统一调度管理办法，加强长江上游流域水电站水资源统

一调度。二是抓紧制定水资源年度取水计划管理办法，加强长江下游引调水工程的水资源统一调度。三是

加强取水户的用水计划管理。四是积极协调水资源统一调度中的各种矛盾，探索高效运行的管理体制。

４．３　做好水资源论证与取水许可后评估工作
一是严格水资源论证，切实提高报告书编制和审查质量，加强重点行业用水定额管理，落实建设项目节

水措施“三同时”管理制度。二是加强内陆核电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积极开展内陆核电站水资源论证审查。

三是开展延续取水后评估，严格取水许可取水户的换发证工作。四是开展河流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以取水

许可制度的实施为契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制度的实施。

４．４　提升严格水资源管理的执行力
一是以省际控制断面和重要控制断面为基础，加强流域水资源管理基础监测站网体系和监测体系建设，

开展控制断面水量、水质和水生态监测工作。二是建立长江委发证取水户的取退水远程实时监控系统，取水

许可管理台帐，有效落实水资源监督管理制度。三是加大流域水功能区管理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力

度，并积极推进以饮用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修复与保护为主体的水资源保护工程体系建设。

———转载自长江水利网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５日“领导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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