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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立体保障体系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左其亭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今天，如何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支

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多年来，我国政府和水利部门提出了一

系列措施，实施了大量水利工程，来推进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管理工作；众多科技工作者也投入大

量精力来研究和指导水资源规划和管理工作，取得了大量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科研和应用成

果。然而，由于我国水资源问题的复杂性、持久性，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以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这不是某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地区或一个流

域的问题，需要形成一个全社会、全方位、多层次，集“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政策、法律、

体制、习惯、文化”于一体的水资源保障体系。笔者根据多年工作经验，提出建立“三个层面、

四条主线、九个方面的立体保障体系”的思路。 
  “三个层面”分别是:政府和主管部门层面，科技工作者层面，广大群众层面。确保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必须要求这三个不同层面相互支撑、相互协调、共同努力。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水

资源的管理者、规划者、领导者，承担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职责。科技工作者是提出先

进水资源管理措施、制定水资源科学利用方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广大群众是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战略的基础力量，是水资源管理执行人群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有这一部分人群理解并参与水

资源管理，才能保证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实施，才能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四条主线”是指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四条主线，也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四个重要阶段。只有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的各个阶段都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全面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坚持“适度开发、高效利用、保护为主、综合管理、协调发展”

的方针，才能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共同目标。每条“主线”，都要坚持“三个层面”相互支

撑、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实现每条“主线”的可持续发展。 
  “九个方面”是指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九个重要方面，具体包括: 
  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纵观国内外水资源管理的经验，可以看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必

须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利用、统一管理，坚持“利用”与“保护”统一，“开源”与

“节流”统一，“水量”与“水质”统一。这是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要求，也是实施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基本支撑条件。 
  加强水利法制建设及执法能力建设。逐步完善水利法制体系，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继续推进

水利系统的综合执法工作，运用法律手段，将水资源管理纳入法制轨道，走“依法治水”的道路。

这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所在。 
  加强宣传，鼓励公众广泛参与。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张贴标语等宣传工具，向广

大群众宣传国家关于水的法律法规、基本政策以及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观念和措施(或技术)，
从而提高广大群众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和能力。只有公众认识到水资源的宝贵，才会去

节约用水，认真履行水资源管理措施。公众的广泛参与是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的群众基础。 
  建立完善合理的水价体系。水价是微观层面上配置水资源的重要手段，是水资源管理的经济

杠杆。一个完善合理的水价体系是我国现代水权制度和水资源管理体制建设的必要保障。 
  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在一定流域和区域内，水资源数量是有限的，其承受经济社会发展的

规模也是有限的。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系统破坏，威胁到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因此，要根据水资源承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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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和规模，这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的

主要途径:一是开源，二是节流，三是治污。坚持“开源、节流、治污并举，节流优先，治污为本”
的方针。 
  加强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型社会。在“开源”的同时，需要强化节水，制定节水相关政策，

对新开发区和新建设的项目应制定严格的节水政策和配套工程建设政策，对不符合节水要求的工

程和用水习惯，制定明确的政策，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改造和改进，提高节水效率和能力，加大节

水力度，逐步建设一个节水型社会。 
  制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措施，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制定目标明确的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

施计划和投资方案；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制约条件下，实施最适度的水资源分配方案，主要包

括不同水源的开发利用顺序；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用水类型的供水顺序；行政、经济、工

程等综合措施；合理分配水量，以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这是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 
  加强科技创新，推进水利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水利必须以现代科技为支撑。

因此，应制定科技支撑政策，加大对水利科技和人才培训的投入，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和科

学管理水平。积极推广技术含量高、自动化水平高、运行成本低的污染防治技术、节水技术、水

循环技术，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 
  强化节水道德建设，形成节水文化。要想从根本上逐步形成长期的节水习惯和节水氛围，需

要从思想上开展节水教育，提倡节水道德，将节水道德列为我国公民基本文化道德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开展节水文化教育活动，动员全民提高节水意识，逐步形成全社会的节水习俗、惯例和

道德准则。这样，才能营造全社会良好的节水氛围，才能真正形成节水文化，实现节水文明，构

建节水型社会、生态文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