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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恕诚：认真贯彻实施水法，加快水利事业发展 

汪恕诚 

  人民日报》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将于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水利事业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重大事件，新水法的颁布实施，必将全面推进我国的水利事业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

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加快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约2200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

占有量的1/4。近20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短缺、洪涝灾害、水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目前，全国

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多亿立方米；全国有近50％的河段、90％的城市水域

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中国工程院《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全国

目前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到2030年国民经济需水总量还将增加1400亿

立方米，而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占有的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700立方米左右，接近国

际公认的警戒线；1997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为584亿吨，到2030年全国城市污水排放

量将增加到850亿—1060亿吨，水污染已经成为不亚于洪灾、旱灾甚至更为严重的灾

害。 

    以水资源紧张、水污染严重和洪涝灾害为特征的水危机，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成为实现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

重大问题。党和国家把水资源同粮食、石油一起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提出了一系

列水利建设的方针、政策。水利部党组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在总结历史经验，

深入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在继

续做好防洪抗旱、防灾减灾工作的同时，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放到重要的位

置，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988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新

中国第一部管理水事活动的基本法，它明确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规定了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方针、原则、基本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水利事业进入了

依法治水的新时期。水法颁布实施14年来，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与水法相配套的水法

规体系；基本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

资源费制度为重点，建立和完善各项水资源管理制度，使我国水资源管理逐步纳入法制

轨道，水的利用率大幅度提高，水利建设和防治水旱灾害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水法对水利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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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状况的变化，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原水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的

需要，主要表现在：（1）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重开源、轻节流和保护，重经济效益、

轻生态与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许多地方水源枯竭，污染严重，生态环境破坏。

（2）原水法规定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不完善，特别是在节约用水、计划用水和水资源保

护方面，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致使水资源浪费严重，水源遭到破坏和污染，水资源利

用率较低。（3）原水法规定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

制，且对流域管理未做规定，造成了水资源管理体制不顺，影响了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

综合效益的发挥。（4）原水法有关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难以操作，对违法行为

打击力度不够，给执法工作造成了困难。因此，对原水法进行修改是十分必要和迫切

的。 

    新水法吸收了十多年来国内外水资源管理的新经验、新理念，把近年来党和国家

的治水方针、思路和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水法对我国面临的重大水问题做

出有针对性的明确规定，既符合现代水法的趋势，又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它以建立节

水防污型社会、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

用水效率为核心，把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合理配置放在突出的位置，促进资源与社会

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新水法与原水法相比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化了水资源的统一管理，注重水资源合理配置。新水法按照水资源统一管

理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工作分离，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改革水管理体制，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二是把节

约用水放在突出位置，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管理；把近年来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的各项节约用水管理制度用法律形式加以确立；三是加强了水资源的宏观管理，

规定了全国水资源战略规划、江河流域（区域）规划、水资源论证制度，水中长期供求

规划，河流水量分配和旱情紧急情况下水量调度预案制度，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计

划制度等一系列水资源配置的法律制度，明确了水资源规划的法律地位，加强了规划实

施的监督管理；四是重视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重视了在水

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变了过去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脱节的状况，建立了水功能区划制度和排污总量管理制度，使江河水质保护建立在水资

源的承载能力的基础上；五是适应依法行政的要求，强化法律责任。 

    新水法的颁布，为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保障，是新时期依法治水管水的一个新起点，同时，也对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将以新水法颁布为契机，认真贯彻实施水法。要抓好新水法

的学习和宣传教育，提高贯彻实施水法的责任意识和紧迫感，要结合转变政府职能，按

照加强宏观调控、依法行政、有效监督的要求，突出重点，制定规划，有计划、有步骤

地全面推进水法的贯彻实施。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做到

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要以多种形式，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水法宣传教育，形

成良好的法制氛围。水资源工作涉及多部门、多领域，我们要积极同各有关部门团结协

作，协调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使我国的水利事业和水资源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200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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