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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水权管理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柴方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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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盛夏时节，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在哈尔滨举办了“加强水权管理，建立节水型社

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这对促进黑龙江水利的发展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感谢

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给我们提供了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学习的机会。祝贺

研讨会开得十分成功，预祝会议代表参观考察一路顺风。借此机会，就水资源管理问题谈

一些自己不十分成熟的看法。 

水是构成人类环境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也是

生命之源。 

本世纪世界人口、经济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水资源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地球上可

供人类开发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地球总储水量的0.77%，因此水资源是极为有限的。 

我国水资源危机也越来越严重，人均占有水量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排名第88位，

是13个贫水国之一。目前是河川径流明显减少，湖泊面积日益缩小，地下水位普遍偏低，

水体污染不断加剧。正如汪部长所言：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黑龙江省的水资源危机也是比较突出的。全省水资源总量为772亿立方米，人均占有

水资源量2058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亩均占有水资源量460立方米，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的20%左右。全省580座大中小型水库的兴利库容为30亿立方米，仅占地表水资源

量的5%。地下水开采相对集中，哈尔滨市地下水漏斗总面积470平方公里，最大下降28.26

米；大庆市漏斗区面积5560平方公里，最大下降水位30米。全省年排污水量10亿立方米，

基本上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在节约用水方面也不容乐观，虽然我省涌现出

了像甘南这样的全国节水灌溉典型，但中东部地区的一些灌区亩均用水量仍然超过了1000

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多。 

面对新世纪的水资源问题，汪部长在《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报告中提出了今后的治

水思路，即明晰水权，建立水资源宏观调控体系和微观定额体系。 

由此看来，如果能彻底解决水权问题，则水资源涉及到的一系列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恐怕是解决水问题的最根本途径。关于水权的概念、含义、范畴和管理，与会的张岳老

师、姜文来老师等专家和领导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我们受益匪浅。在此我想谈

一下自己十分不成熟的想法，请与会专家和领导批评指正。我觉得关于水权最核心、最实

用的问题还是其在实践中的归属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

有，即全民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仅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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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定义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很差，归公有，归大家所有，就等于出了问题谁也不负责

任，一推了之，从政治、经济上都找不到应该惩罚的对象。例如，松花江水体污染十分严

重，应该哪个部门，什么样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为什么越治理污染越严重？这就像二十

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一样，企业一大二公，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产权不明晰，责权利不统一。最后根据中国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个人承包也是公有制等理论，建立了产权

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水权的归属也应走这

样的道路，它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应分解落实到实处。因此，建议在明晰水权归属过

程中可以借鉴国家对土地归属权的做法，即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者要取得国家颁发的

土地使用证，使用权交易时要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这样，水资源归国家所有，由水务

部门根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情况为地区、行业、部门或个人使用者颁发水权使用证，除正

常缴纳使用费外，出让水资源使用权时要向国家交纳水资源出让金。地区、行业、部门和

个人水权使用证要载明有效期、水价、水量和水质标准等内容。如果能这样把水的使用权

完全分解落实到每一个水资源消费者，则困扰我们的水资源开发问题、节水问题、水质污

染问题、水价问题都可顺理成章地解决。这要涉及到很多行政、经济和法规问题，也存在

中国的特殊国情。浙江省东洋市和义乌市水资源使用权有偿转让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

例。这里，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的产权归属十分明晰，供水、工程维护等责任分工明

确，由于引进了市场机制进行运作，根本不会发生水资源浪费和水质污染问题，水价问题

也得到根本解决。 

所以，我觉得彻底落实每个水资源消费主体的使用权问题，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矛盾的

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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