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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能资源管理的思考

作者：程回洲 文章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更新日期： 2009-7-23   

    水能资源是水资源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自然资源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水能资源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水

能资源是水资源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国民经济命

脉和国家安全的自然资源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水能资源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水能资源管理现状   

    我国水能资源十分丰富，不论是理论蕴藏量，还是可开发量，在世界上均居第一位。如何将水能资源

管好用好，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水利部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水资源统一管理要求，多年

来对水能资源开展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包括调查、评价、规划等，积累了大量水文水能资料，在开展河

流综合规划的同时，开展河流水能有关规划工作。在20 世纪80 年代，水利部组织全国开展了水能资源普

查和评价，编制江河水能开发规划，目前水利部门正在研究制订有关水能资源开发许可制度和开发使用权

市场化配置制度，规范水能资源开发管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厅在水能资源管理上做了大

量的工作。组织编制河流水能规划，按照规划，开展水电建设前期工作，对工程建设项目提出审查意见，

为综合经济部门审批立项提供依据。近几年，各省还出台了许多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吉林省出台

了《 吉林省地方水电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水电资源的规划和开发利用

审查。江西省出台了水能资源开发使用权市场化配置管理规定，贵州省出台了《贵州省水能资源开发使用

权出让管理办法》，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水电资源开发使用权出让管理暂行办法》。许多县（市）也出

台了水能资源管理规定，湖南省邵阳市出台了《邵阳市水电资源开发建设管理暂行规定》等。虽然水能资

源管理上作了大量基础工作，但总的来看，我国的水能资源管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水能资源缺乏统一

管理和有效的开发利用政策，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大量的水能资源没有开发利用，同时，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我国洪涝灾害、干旱缺水和水环境恶化等问题，影响了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   

    二、水能资源管理是水资源统一管理的重要内容   

    水资源包括水量、水能、水质、水域。水能资源是水资源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水量和落差

形成的，水力发电需要利用大量的水量。从流域来看：一方面，开发利用水能资源是江河开发治理的重要

内容，我国水能资源丰富，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需要在江河治理中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另一

方面，发电用水虽然是河道内用水，但为了蓄水发电必然改变河流的自然状态，对下游用水产生影响，库

容越大影响越大。必须从流域水资源综合利用和优化配置的高度去考虑水能资源的开发问题。跨流域引水

发电，不仅是水权转移，也牵涉到水能资源从一个流域向另一个流域转移问题。水利工程作为水资源配

置、节约和保护的重要手段，一般具有多种功能，如发电、供水、防洪、航运、生态等，各功能间相互影

响、密不可分。在利用水能资源的同时，必须考虑其他功能的发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流域和区域防洪需

要和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把发电与防洪、发电与经济社会用水需求和生态用水统筹考虑。因此，水资

源的优化配置、节约和保护客观上要求加强水能资源管理。水能资源的开发必须与水权分配和水量调度统

筹考虑。坚持中央的水利工作方针和可持续发展的治水思路，坚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

治理的原则，实行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

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就必须将水能资源管理纳入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范畴。在实际工

作中，必须将水能资源管理与水电建设项目的审批、电力能源管理区分开来。只要有河流存在，就有水能

资源管理，水能资源管理以河流的存在而存在，在水电工程建设前、建设中和建设后始终存在水能资源管

理。水电建设项目审批是由经济综合部门以经济发展、市场需求、水能开发许可和环保评价等为依据，进

行基本建设立项审批。水能资源管理也不同于电力能源管理。电能是电流和电压形成，水能通过水工程、

水力发电机组和输变电设施转变成了电压和电流。这个时候形成电能才有电能管理问题。《水法》明确规

定全国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统一管理，因此全国水能资源管理是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水资源管

理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几十年来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能资源管理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三、加强水能资源管理是加快水能资源开发、实现水能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要求   

    至2002 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水电装机容量8607万kW，按照20世纪80年代水能资源普查的数据结果，

占可开发水能资源的22.8％和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24.1％。虽然我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很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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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但是，无论从开发利用程度还是在整个电力结构中的比重均大大低于世界上水能资源丰富的国家，我

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与丰富的资源相比很不协调。由于水能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导致大量水能资

源白白流失，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水能资源管理薄弱也直接影响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一些

水能资源开发项目对公益性功能，如防洪库容考虑不够，在电力调度方案的制定中没有对公益性的需要进

行周密分析，忽视生态需水，严重影响了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域公益性目标的实现。部分地区放松

对水能资源的管理，取消水能资源的开发许可审查制度，导致了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一些地区水能资源

无序开发，造成资源破坏和浪费，同时安全事故突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必将影响水能资源的开发速

度和可持续利用，同时对我国的能源安全、用水安全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加强水能资源管理   

    2002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3.56 亿kW ，其中水电装机0.827 亿kW，占总装机的22.4％。党的十

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两番，有关部门预测，发电总装机

最低需要8亿kW。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生态问题作为制定政策方针的重要依据。矿石燃料燃烧发电大

量排放二氧化碳，使气温不断升高，威胁全球气候安全。京都议定书，就是要控制全球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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