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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方式的分类及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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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当前的水政策改革议题，首先基于社会水循环概念，讨论了水资源管理的 

科学定义和主要内容；其次依据配置机制、管理的着眼点、管理区域以及管理机构的不同，对各种水 

资源管理方式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过程中的效果做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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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the present water policy reform issue in China，the scientific definition 

and main contents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ere firstly discussed based on the social water cycle 

concept；secondly，comparison was mad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various water management mod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according to allocation mechanism，emphasis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and different management region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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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管理的内涵 

水资源管理的对象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 

程中影响自然水系统的各种主要行为，从本质上讲 

就是调控社会水循环，使取水过程不超越自然水文 

循环的水资源再生能力，回水过程不超过由自然水 

文循环所决定的自然水体的纳污自净能力，即形成 

良性社会水循环。也就是说，可将水资源管理定义 

为：是以构建良性社会水循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为目的，政府有关部门依据水法调控社会水循环 

基金项目：广东省水资源综合规划研究课题 

各要素所实施的行政管理。其主要内容包括：水系 

统性状监测管理、取水许可管理、水资源的配置与再 

配置管理、水价管理、用水定额管理、水用户教育、污 

水排放许可管理、污水排放权的配置与再配置管理、 

污水处理行业管理等(见图 1)。其中，水系统性状 

监测管理是指组织对自然水系统的水量与水质的监 

测与信息交换，实时评价水资源是否处于良性循环 

状态，为社会水循环的调控提供依据；水用户教育是 

旨在培养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之社会水意识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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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活动；污水处理行业管理是政府鉴于行业的特 殊性而对运营进行的监管。 

图 1 基于社会水循环概念的水资源管理内容 

Fig．1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social water cycle concept 

2 不同水资源管理方式的效果比较 

2．1 政府计划与市场配置方式的比较 

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的过程中，水资源 

管理的政府计划方式与市场配置方式各有其优缺点。 

政府计划方式是根据社会各类用户的需要由政 

府统筹分配水权和污水排放权，政府可根据需要收 

回已经发放的水权和污水排放权再重新分配，但禁 

止用户层面的水权和污水排放权的自由转移与交 

易，其优点是能够较好地维护公平原则和公共利益， 

尤其能够较好地保障生态环境的用水需求以及水环 

境容量不被超额利用；缺点是水权和污水排放权的 

经济价值往往不能够在经济生活中得到真实反映， 

进而影响水资源与水环境容量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市场配置方式是政府赋予水权人和污水排放权 

人的市场转移与交易权，透过市场机制促使水权人 

和污水排放权人以自愿性的交易方式，实现水权和 

污水排放权的高效配置，其优点是依靠市场交易机 

制的运用，可以充分展现水权和污水排放权的机会 

成本，营造节约用水和保护水环境的经济推动力；缺 

点是市场交易机制的运用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冲击 

生态环境的用水需求。 

2．2 供给取向与需求取向方式的比较 

纵观人类水事活动的历史，水资源管理的目的 

经历了从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到实现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演化过程。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的情形 

下，采用供给取向方式，可在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的 

同时，也能够保证自然水循环的水资源再生能力的 

持续性，维护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协调。但 

从长远剖析，供给取向方式因水资源超采、水环境容 

量滥用等行为，最终会破坏 自然水循环的水资源再 

生能力，诱发和激化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不 

协调问题，这也就是说，从长远考虑，供给取向方式 

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方式。 

需求取向方式着眼于调节社会水循环过程，纠 

正了供给取向方式的不足，直接以实现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为目标，是必然替代供给取向方式的可持续 

水资源管理方式。 

2．3 行政边界与水域边界方式的比较 

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水资源管理的行 

政边界方式与水域边界方式没有明显的优劣，需要 

根据具体的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耦合状态， 

通过水资源管理的行政边界方式与水域边界方式的 

有机结合，来有效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行政边界方式具有较好的社会水循环的系统整 

体性，而水域边界方式则具有较好的自然水循环的 

系统整体性。传统水资源规划工作都强调自然水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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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系统整体性，突出行政边界对水域边界分割的 

不利。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水循环干扰程度的不断 

加大，社会水循环在自然与社会水循环的耦合作用 

过程中逐渐扮演主导角色，水域边界对行政边界分 

割的不利日显突出。行政边界对水域边界的分割与 

水域边界对行政边界的分割都会阻碍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中，既需要 

社会水循环系统整体性的支持，也离不开自然水循 

环系统整体性的支持。 

2．4 分割与统一方式的比较 

从水循环剖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涵，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是通过调节自然水循环和社会水循环 

的各环节，实现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的持续协 

调。社会水循环的取水、用水和回水等环节的演变 

以及各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都直接影响着自然水循 

环与社会水循环的协调状态。把社会水循环各环节 

进行一体化的管理，才能实现水资源的高效管理，进 

而高效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所要求的自然水循环 

与社会水循环的持续协调。水资源统一管理方式在 

理论上符合把社会水循环各环节进行一体化管理的 

要求，而水资源分割管理方式从理论上讲是不利于 

把社会水循环各环节进行一体化的管理。目前，水 

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思潮是追求水资源的统一 

管理，但在西方一些国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分权 

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有助于水资源开发利用决策的民 

主与科学，在通往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道路上，分权 

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才是最佳选择。由于片面追求部 

门利益、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现象在我国相当 

普遍，水资源分割管理方式不但不能够为水资源开 

发利用决策的民主与科学提供体制保障，而且恰恰 

相反会造成水资源管理工作的低效与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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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信息 · 

江苏省东台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工程 

该工程一期处理规模：2 500 m ／d(二期处理规模：2×10 m ／d)，处理工艺：A ／0。设计单位：江苏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建设单位：江苏省东台市头灶镇人民政府。目前该工程正处于设计阶段。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朱国营 供稿) 

河南省漯河市“城市污泥自动控制工业化快速堆肥技术"示范工程 

该工程一期处置规模：30 t／d(总处置规模：100 t／d)，总占地面积：0。65 hm ，一期投资额：180万元(总 

投资额：600万元)，一期占地面积：0．22 hm 。设计单位：北京中科博联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目前该工 

程一期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高 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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