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关键技术支撑探析

□王 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包括四个具体制度：用水总量控

制制度，对应水资源开发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制度，对应用

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对应入湖排污总量控

制红线；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

三条红线制度的利用，关系到开发利用取水、用水、排水三

大环节。三条红线对应的具体水资源管理领域，涉及水资源配

置、水资源节约、水资源保护三大方面工作。

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体系相关的制度体系是国

家的水权制度、水资源论证制度、取水许可与有偿使用、计划用

水与水资源调度制度等。一条红线对应着用水定额和计划管理、

节水强制标准、节水激励惩罚制度等。水功能区的红线，对应着

水功能区的管理、入河排污口的管理、水质监测预警、生态补偿

制度等。

三大考核体系分别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水

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

各地区水资源管理主要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交

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相应

的技术保障和支撑体系涉及计量的监测、信息系统与管理、信息

化平台、多部门的合作、长效投入机制，另外要有科技的支撑、管

理的支撑和普遍的社会认知水平。

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的制定涉及到水资源的评价、生

态环境的蓄水。红线的管理涉及水资源的配置和调度。用水效率

的控制红线，涉及用水效率的评价和用水过程的分析。红线的管

理涉及用水需求的管理和用水过程管理。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

线，涉及纳污能力计算、减排系统分析。红线的管理，涉及污域减

排管理和水域调度管理。

所有这些方面涉及到四个方面的技术，即：自然社会二元水

循环和用水原理、水循环及伴生过程系统模拟、水资源系统的综

合调配、节水减排技术和相应的调节机制。

八个关键技术：一是自然社会水循环模式与社会水循环原

理，自然水循环里有大气过程、地表过程、土壤过程和地下过程，

社会水循环结构包括供水过程、用水过程、排水过程、回用过程。

二是全口径水资源层次化动态评价技术，对降雨性的水资源进

行评价。三是二元水循环及其伴生过程综合模拟技术，包括分布

式的自然水循环模拟模型和集总式、半分布式社会水循环模拟

模型，关注到水量的方法和对伴随着水量的化学过程、物理过

程、生态过程，包括流域的水化学模拟、水生态模拟、沙运动模

拟。四是水资源大系统的多维分析技术，资源维、经济维、社会

维、生态维、环境维五维的全面的多目标、大系统的分析技术。五

是八大总量控制的水资源量和质联合配置技术，涉及地表水取

水总量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非常规水利用总量控制、生

态环境用水量控制、入海(湖)水量控制、经济 ET 控制量、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控制。六是复杂水资源系统多目标

综合调度技术，包括模拟、预报、调度、评价等多目标综合调度技

术。七是水资源管理信息与数字流域技术，包括二元水循环多元

信息监测与采集技术、信息传输与管理技术、数字流域平台建设

技术、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技术。八是经济杠杆经济调节，水价

定价与管理技术、水资源费管理技术、水权交易定价与管理技

术，以及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技术。

（———转自 2011 年 3 月 22 日《中国水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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