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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水域占用现状及保护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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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广州市水域概况，调查分析了广州市水域占用情况的类型、形式，剖析了广州市水域难管难控的深层次原
因，提出了广州市水域管理和保护工作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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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湖泊、水库、山塘

星罗棋布，素有“岭南水乡”之称。优越的水域和水资

源条件，是支撑广州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的重要基石。水域资源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不可替代

的环境资源，在改善和保障民生中的作用十分突出，

各类水域在防洪、排涝、供水、灌溉、发电、航运和

水生态景观、水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综合效益。

然而，随着广州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类活动对水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水

域占用日益严重，这些将制约广州市“生态水城”的建

设，减缓广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因此，如何

有效地管理和保护广州市水域、防治水域面积减少和

水域功能衰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广州市水域

占用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广州市水域占用现状、

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水域管理和保护的对策建议。

１　水域概况
水域是指在陆域范围内由一定边界约束所形成并

发挥一定水功能作用的水体容纳范围
［１］。广州市境内

陆域范围的水域包括河流、河涌、湖泊、水库和山塘，

基本情况见表１［２］。由表１可知，广州市水域面积为
５０６４４ｋｍ２，水面率为６８１％；５类水域按面积大小
排序，分别为河流、水库、河涌、湖泊和山塘，其中

河流、水库、河涌３大类所占比例为９７８％。
表１　广州水域情况

序号 水域类型 数量（条／个） 水域面积／ｋｍ２ 所占比例／％
１ 河流 ９２ ３１３５６ ６１９
２ 河涌 １３３３ ８３７５ １６５
３ 湖泊 １６ ５９２ １２
４ 水库 ３６１ ９８１０ １９４
５ 山塘 ６３１ ５１１ １０

注：表中数据为２０１１年。

２　水域占用情况调查
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１２月，采用资料收集、卫星遥感

图片识别、走访座谈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方式结合的方

法开展了广州市水域占用情况调查。通过调查
［２］，广

州市占用水域主要形式有：

１）铁路、公路、管线、码头等基础性建设项目以
及河道滩地上的砂石场、居民住宅、工厂、企业、厂

房、仓库等非基础性建设项目占用、填埋部分主要河

流。根据调查
［２］，广州市全市涉河建设项目数量为

２７１４宗，占用水域面积为１５６８２ｋｍ２，见表２和表３。
由表可知，珠江网河片区处在经济发达、人类活动频

繁的中心城区，涉河建设项目总量高达１８４１宗，占
全市的比例为６７８％，占用水域面积１１０６６ｋｍ２，占全
市的７０６％；广州市涉河建设项目中，非基础性建设项
目数量虽然只有基础性的１／４，但是其占用水域面积却比
基础性大０６４２ｋｍ２，两者的比例是１∶０９２。

表２　广州市涉河建设项目按水系片区分的数量
单位：宗（个）

涉河建设项目类型 流溪河片区 增江片区 珠江网河片区 合计

基础性建设 ４２０ １９９ １４９５ ２１１４
非基础性建设 １４６ １０８ ３４６ ６００

合计 ５６６ ３０７ １８４１ ２７１４

注：选取广州市主要河流划分为３个区进行统计，流溪河片区主要指从
化、花都、萝岗、白云河道范围；增城片区主要指增城河道范围；其

余区纳入珠江网河区范围，下同。

表３　广州市涉河建设项目按水系片区分的水域占用面积
单位：ｋｍ２

涉河建设项目类型 流溪河片区 增江片区 珠江网河片区 合计

基础性建设 ０４７７ ０２６０ ６７８３ ７５２０
非基础性建设 ２９０８ ０９７１ ４２８３ ８１６２

合计 ３３８５ １２３１ １１０６６ １５６８２

注：表中建设项目水域占用面积按建设项目在水域的投影面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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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河涌占用的主要形式包括疍民依水而居；河涌
堤外修建违章建筑、弃置和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种

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倾倒垃圾；受房地产开发、城市

建成区改造、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影响，

以及河涌裁弯取直或直接覆盖。根据广州市主要河道

调查成果
［３］，广州市完全覆盖的河涌有４条，分别为

煤堆涌、棉花涌、园艺场涌、西濠涌，总计长为

４３７ｋｍ。根据现场调研［２］，白云区的左干渠、白海

面涌，荔湾区的东沙涌，南沙区的大涌等河涌被部分

覆盖和填埋。根据遥感影像分析
［２］，受截弯取直影

响，增城市的温涌２００３年的水域面积为０２ｋｍ２，到
２００９年为０１ｋｍ２，减少了３３３％；荔湾区的滘口涌
２００５的 水 域 面 积 为 ００２３ ｋｍ２，到 ２０１０年 为
００１５ｋｍ２，减少了３８％。

３）水库占用主要表现在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
建道路、桥梁、住宅和高尔夫球场。例如，大广高速

公路穿越流溪河水库保护范围总长约为
［４］３１５２ｋｍ，

占用水域面积１７９１ｋｍ２；磨刀坑水库库湾处被施工
垃圾填埋；芙蓉嶂水库修建住宅，水域面积由１９９４年
的１７１４ｋｍ２减少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９７ｋｍ２，水域面积
下降了６８％；增城市余家庄水库被荔湖高尔夫球和
金地荔湖城楼盘侵占；增城市碧桂园凤凰城占用深坑

水库等。

４）湖泊侵占和填埋。据资料统计［５］，１９６０－１９９５
年，广州市区内的几个公园湖泊水面被吞食，水面减

幅达１５６％。近期，流花湖受康王路下穿隧道工程施
工影响，被临时占用，占用水域面积约２万ｍ２。
５）山塘填埋。受房地产开发影响，广州市部分山

塘被填埋，例如，增城凤凰城、翡翠绿洲周边４个山
塘全部被填埋，占用水域面积约１０万ｍ２。
６）填海造地。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于１９９３

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近２０年来对鸡抱沙和万顷沙进
行了大规模的人工围海造地。根据研究成果

［６］，１９７９
年鸡抱沙岛仅 １１ｋｍ２，１９９０年增大到 １１８ｋｍ２，
２０００年 增 大 到 ３６２ｋｍ２，２００３年 该 岛 面 积 达
４７４ｋｍ２，占用水域面积４６３ｋｍ２；万顷沙岛面积也
由１９７９年的９２５ｋｍ２，分别增大到１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４ｋｍ２、１４１０ｋｍ２和１４２３ｋｍ２，占
用水域面积４９８ｋｍ２。南沙区填海造地共计占用水域
面积９６１ｋｍ２。
７）外来物种侵占水域。每年汛期，广州市网河河

流、部分山区河流（流溪河、增江、石井河）和河涌的

“水葫芦”比较严重。２０１２年汛期，广州日均打捞水浮
莲多达１２００ｔ。

３　水域占用难管难控原因分析
１）水政策法规宣传力度不足，部分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和个人水域保护意识淡薄

部分涉水建设项目先开工后办理手续，甚至未经

许可擅自开工、未按报批的方案施工、未落实防护补

救措施，事后未报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造成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在两方面：一是政府对涉水的法律、法

规宣传不足，公众对涉水建设项目行政许可审批意识

淡薄；二是部分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了自

身经济利益，漠视相关法律法规，顶风作案，故意占、

填一些水域，特别是一些小河流、河涌、小水库、山

塘等。

２）现行的水法规对水域保护管理方面的规定不完
善、操作性不强

现行的水法规
［７－１０］

对水域的管理和保护虽然都有

涉及，但不够完善，缺乏与之条文相应的进一步的规

范、规定或程序，导致在具体执行时感到无法操作。

另外，目前根据河道的重要性，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的

审批权限是分级设置的，但缺乏具体的占用与补偿相

结合的控制程序和标准，致使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域

管理保护过程中难以在宏观上实施总量控制。

３）水域规划上的不完善
近几年来，地方加大了水利规划编制工作力度，

但出发点多侧重于行洪排涝功能，规划了河道的宽度、

主要骨干工程布局等，对涉及生态、景观以及水环境

等层面所需的水域的保护划分、水面控制率等，均未

提出具体要求，致使水域占用总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４）水系规划确定的蓝线大部分未落地
广州市各区、县级市的水系规划均已完成，但是

水系蓝线大部分未落地。这将导致两种后果：一是给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违章涉水建设项目的审批、查处和

执法带来困难；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审批许可出现

“打架”现象，如水行政主管部门未同意，而国土资源

部门已将水域管理范围土地出让。

５）水域管理范围内土地确权困难
广州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历史遗留问题尚

未完全解决，如广州市河涌两岸的大部分土地（甚至

包括河涌）为农村集体土地，只有少部分土地在河涌

整治过程中完成了重新征地、确权工作。大部分河涌

早期未办理河道管理范围用地确权手续，城市化后土

地资源紧张，寸土寸金，确权工作难上加难。

６）现行占用水域补偿费的收费标准偏低
根据的有关规定

［１１］
合法占用河道水面收取的河道

占用费，目前仅按每平方米５０元计，一亩水域仅收费
３４万，而现在临江的土地每亩市场价在３００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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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的甚至高达５００～６００万元。目前仅以河道占用
费作为占用补偿的唯一标准，与市场规律严重脱节，

超低的费用客观上也助长了占用水域行为的发生，不

利于水域的保护。

７）水域占用违法成本低、而执法成本高
根据有关规定

［７］，对于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

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行为，水

行政部门虽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强行拆除，并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权力，但执行过程中往往

遭遇违章取证难、水政执法人员少、无经费、无设备

的尴尬局面，一宗水事违法行为执行周期往往要几个

月甚至几年，即便最终成功执法，而违法占用水域在

这期间的收益通常远大于行政处罚额。

４　水域管理与保护对策
１）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民水域保护意识，建立

水域保护共同责任机制

对于水域的保护问题，首要任务是提高保护意识、

统一认识、形成共识。现今，群众对于水域的保护意

识与土地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乱侵乱占的现象时有发

生。因此，必须把水域保护提升到与土地保护一样的

高度，在全社会加强水域功能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水域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保护

水域的自觉性，提高全民水域保护意识。在此基础上，

建立水域保护共同责任机制，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

建立问责制度，并将水域保护责任纳入政府年度综合

目标考核。

２）制定水域保护规划，维护水域功能
当前在涉水项目管理的操作实践中往往只关注个

案评价，忽视了区域总体评估。尽管单个涉水项目对

水域功能影响很小，但是其累计效应是巨大的，破坏

也是全局性的。因此，迫切需要科学的规划本区域和

区域内不同区块的基本水面率、水域保护范围、保护

等级等，将其纳入城市发展控制规划中，并提出相应

的保护措施，以保持区域水域面积和水域功能稳定。

３）正确处理水域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实行水
域分类管理和占补平衡制度

当前广州市正处在城镇化建设上升期，实行水域

分类管理和占补平衡制度是正确处理合理利用与开发

保护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分类管理，即对占用水域

的建设项目按照基础设施和非基础设施项目，水域按

重要水域和一般水域进行分类管理。这将改变以往粗

放型管理的模式，并从严、规范水域占用的审批，实

现水域占用的有效控制。水域占补平衡制度是指建设

项目占用水域采取“谁占用，谁补偿”、“占用多少、

补偿多少”的办法，以保持水面率和水域功能的稳定

性。水域占补平衡的目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减少对水域

的占用，实现水域的可持续利用，而不是完全靠行政

审批强制性进行控制。

４）建立水域年度调查统计和动态监测制度
建立水域调查监测年度统计制度和水域管理信息

系统，对水域实行动态监测和管理是长效管理必要的

基础工作。年度调查统计制度是指分年度对水域面积、

水域保护现状、水域功能的发挥、水域生态环境状况、

水域的破坏和占用以及水域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等内容进行调查统计，为水域的管理和落实水域

保护责任提供可靠依据。通过建立完整的水域信息资

料库，构建河流、湖库健康评价体系，根据水域动态

变化情况，及时对河流、湖库健康状况进行诊断，从

而确定需自然保护、需人工干预与生态修复的河流、

湖库，有效实施水域监督检查和管理。

５）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推进依法管理
进一步加强水域管理执法能力建设：一是在机构

建设、人员配置、装备配备等方面予以强化，不断提

升河道执法能力和水平；二是要理顺上下级水域管理

部门的关系，对不同水域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分清管

理职责、理顺管理权限；三是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严格审批程序，加强对占用水域事前、事中、事后的

监督管理，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遏制非法侵占

水域、任意填埋河道等违法案件发生。

６）进一步落实生态补偿工程，促进水域占补动态
平衡

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施文明城市、生态

城市建设，水域占补平衡中出现了新现象，如主动开

挖水面，增加水域，改善生态环境，恢复水生态功能

等，使得广州市多年来城市基础建设中占用的大量水

域得到了部分补偿。广州白云湖即为目前广州最大的

人工湖，白云湖规划建设成为集水安全、水生态、水

文化、水景观于一体的综合工程，打造成独具岭南特

色的广州“西湖”风景区。此外，南部的海珠湖、西部

的千灯湖、东部的萝岗湖等，都属人为增加的水域，

有效改善了当地的水生态环境，增加了水景观，甚至

改变了当地的小气候环境，是实实在在的生态建设工

程，有必要进一步提倡与引导。

７）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构建多部门联动多
举措保护水域的良好局面

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构建多部门联动多举措

保护水域的良好局面：一是积极配合广州市“三规合

一”工作，推进水系规划蓝线及早落地；二是建立联

动审批制度，将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涉河建设项目批复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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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堤身裂缝的处理，等抛石施工完毕，通过观

测堤身稳定后进行裂缝灌浆和堤身修复工作。

加固设计计算采用最危险的断面２以及计算断面
３，在低潮水位－１２５ｍ进行。通过计算，得到断面２
抗滑稳定安全系数为１２２６，三号丁坝抗滑稳定安全
系数为１３４９，均大于规范要求的 １２，满足规范要
求，见表３。

表３　各断面稳定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计算断面２ 计算断面３

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１２２６ １３４９

４　加固处理效果
该项目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开始动工到２０１２年４

月２８日完成全部施工内容，根据施工期间监测结果，
堤身沉降较小，小于１ｃｍ。
２０１２年９月，根据现场踏勘，堤身状况良好，未

发现新裂缝的产生，加固效果较好。

５　结论
本文针对中山市洪奇沥险段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裂

缝原因分析，并提出了加固处理方案，得出以下几点

结论：

１）该险段位于洪奇沥的凸岸，在往复流的作用
下，岸坡不断被冲刷，使得险段处岸坡较陡。根据河

床演变结果，由于近期险段采砂活动频繁，致使险段

附近河床整体下切，深泓向险段所在的右岸偏移。

２）对险段断面进行了抗滑稳定分析，险段处最不
利断面抗滑稳定系数较小，断面存在不稳定因素。

３）先期的处理方案采用抛石加固，由于抛石层较
厚，抛石引起堤顶产生一定附加沉降，这也是加固后

堤身进一步出现裂缝的重要因素。

４）加固处理方案仍采用水下抛石护坡，根据堤身
裂缝的原因分析采取针对性方案，处理的重点是处理

二、三号丁坝之间陡坡及深坑，同时采用了大体积石

笼。根据监测数据以及现场观察，加固效果较好。

参考文献：

［１］　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民三联围达标
加固工程可研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Ｍ］．中山：中山
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２００５．

［２］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山市三角镇洪奇沥险段
加固工程安全评价及处理方案咨询报告［Ｒ］．广州：广
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０．

［３］　钱宁，张仁，周志德．河床演变学［Ｍ］．北京：科学出
版社，１９８７．

［４］　ＧＢ５０２８６－９８堤防工程设计规范［Ｓ］．２０１０．
［５］　陈小鹏，沈昊，朱九峰．堤防加固工程施工常遇问题分

析 ［Ｊ］．水利建设与管理，２０１３，３３（２）：４９－５０．
［６］　刘建光．模袋混凝土在堤防加固中的应用及其质量控

制［Ｊ］．浙江水利科技，２０１２（４）：８７－９０．
［７］　刘洪明，胡守平，葛孚强．黏土灌浆在灌区堤防加固中

的应用［Ｊ］．山东水利，２０１２（１）：１９－２１．
［８］　邓远新，臧群群．堤防加固中的水下抛石施工工艺与质

量控制探讨［Ｊ］．水利科技与经济，２００９，１５（１２）：１１２７
－１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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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发改委立项、用地审批前置条件；三是进一步完

善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深化信用信息共享和全面推行

信用信息公开，对涉及违法水事行为的企业进行信用

降级处理，约束企业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１］　楼越平，王士武，郑世宗，等．浙江省水域调查技术导

则（试行）［Ｒ］．杭州：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省

河道管理总站，２００５．

［２］　张庭荣，刘画眉，庄佳，等．广州市水域管理和保护现

状调研报告［Ｒ］．广州：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２０１３．

［３］　王宝华，何坚鸿．广州市主要河道堤防现状调查报告
［Ｒ］．广州：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２０１３．

［４］　张庭荣．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粤境连平至从化段穿越流

溪河水库保护范围防洪评价报告［Ｒ］．广州：广东省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０．
［５］　广州水域生态环境的优势和存在问题［Ｎ］．珠江环境报，

２００１－１１－１７（３）．
［６］　李学杰．应用遥感方法研究珠江口东部近几十年的海岸

线变迁［Ｊ］．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１１，２７（２２）：７６－７８．
［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Ｚ］．２００２－１０－０１．
［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Ｚ］．１９９８－０１－０１．
［９］　国务院第７次常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Ｚ］．１９８８－０６－１０．
［１０］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

［Ｚ］．２０１２－０５－０１．
［１１］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收取河道管理范围占用费问题的复

函［Ｚ］．２０００－０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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