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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水环境保护中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李  培,张风春,张晓岚

(环境保护部 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 北京 100035)

摘要: 建立有效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是完善我国跨界水环境管理的重要途径。我国已经在国际跨界水域共管、国

家层面上的部际合作、地方政府间的跨界水域合作以及地方政府内部部门间的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并取得

了理想的效果。目前, 我国各类政府间横向合作主要是通过协议、计划、联合行动、联席会议等方式开展, 而且一般

都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合作的内容从法律、政策、机构到信息共享与监测和评价,非常广泛。由于尚存在着法律、协

调机制、科技支撑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国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还远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总体上跨界地表水污染

仍然较严重。为此, 必须采取完善机制的体系、完善机制的结构、深化机制的核心内容、丰富机制的实现方式、健全

机制的保障条件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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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o f an effectiv e inter2governmental ho rizontal co operative mechanism is an import ant so lution to improve

the t rans2boundar y w ater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China. Much effor ts has been per formed and desir ed r esult s have been a2

chie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 ans2boundary water co2management, cooperat ion among different ministr ies in China, tr ans2bound2

ar y w ater co operation among lo cal go vernment s, and departmental cooper ation inside one government. A t present, the hor izontal

co 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s is car ried out through the ag reement s, planning , jo int action, and joint conference, and these

met hods generally invo lve differ ent depar tments o f the government . The content o f the cooperat ion includes the law, policy, in2

stit ution, and info rmation shar ing , monitor ing and assessment. However, due to the ex isting problems in the law , cooper ativ e

mechanism, and technical suppor t, the inter2governmental ho rizontal cooper ative mechanism did no t act significantly effectiv ely

in China and the contamination in tr ans2boundar y sur face w ater is still severe. Therefor e, sev eral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2

pos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the im provement of system and structure of the cooperat ive mechanism, st rengthening of the cor e

content of co operativ e mechanism, enrichment of r ealization so lutions of co operativ e mechanis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ecur e

conditions of cooperat iv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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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水环境保护是近年来受到全球关注的重要环境议

题之一。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已将跨界水环境管理列为与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同等地位的重点领域, 并在资金方面

予以倾斜。跨界水环境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多维问题, 在属

性上涉及到水体的物理和化学变化、水体形式包括地表水、

地下水、降水的变化; 在环境方面涉及到生态、大气、土壤、生

物多样性、环境健康等; 在管理方面涉及到观念、政治、政策、

法律法规、机构、协调、配合、组织等;在技术方面涉及到理论

研究、实践应用和技术支撑等等。这些因素随时间和空间尺

度的变换而改变,再加之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如气候变化和边

界变化等的影响,以及水体的流动特性, 使得跨界水环境管

理、主权、义务、利益等方面的协调要比同为跨界的土地资源

等联合管理远为复杂, 因此 ,跨界水环境管理也是世界性的

环境管理的难题之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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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

加快,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加大, 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

加剧,水污染日趋严重 ,污染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2]。跨界

水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跨界水体所涉及的各级政府之间矛

盾频繁出现,一般为省与省、市与市、县与县及上下游之间的

多重矛盾。无论在缺水还是富水地区, 均存在着跨界水域水

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饮用水安全频频告急和水污染事故

等[ 325]。针对跨界水环境问题,建立有效的政府间横向合作

机制正在逐渐成为我国面临的必然选择。

跨界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

的集中反映,它不仅是自然问题, 也是经济、社会、政治、技术

和文化观念问题。跨界水环境管理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跨

地域、跨学科、跨部门的复杂问题[ 627] , 因此有效的管理方法

必须同时考虑法律法规和政策、地域的责权与利益、学科的

合作与互补以及政府或部门间的有效合作。

实践证明,建立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是完善我国跨界水

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首先,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为跨

界水环境的全流域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消除障碍。其次, 政府

间横向合作机制的建立,可为区域间及部门间的协同增效消

除障碍。跨界水域环境问题不是单一区域或部门凭一己之

力能够解决的,有效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是实现跨界水环境保

护和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实现多赢的基础。通过合作机

制,可利用综合力量, 采取统筹一致的规划与行动, 对公共资

源进行有效配置,实现本地区的治理和利用与整体利益的高

度统一。第三,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打破地区和各部门

间的技术壁垒,确保信息、技术和经验交流渠道的畅通, 提高

治理效果和效率。第四,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可以减少摩擦

和政策冲突。通过协调与合作加强共识, 并提供一个能够制

定共同目标的平台, 有助于制定统筹、综合、科学、可行的政

策、规划和统一行动, 减少摩擦和政策冲突。第五, 政府间横

向合作机制可提高服务质量。政府间横向合作有助于为市

民提供更加整合、无缝隙的服务, 提高政府和社会的整体效

率与和谐。第六,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还具有政治意义 ,一

方面它可对社会表达管理者的政治意愿, 另一方面可节约管

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 提高政府的回应性。第七, 政府间横

向合作机制可以提高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合作机制可为

各方创造开放的平台, 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遇, 不断提

高各方的应对能力。因此,深入研究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

横向合作机制建设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对不断提高应对复杂

环境问题的能力,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绩效, 以及进一步指

导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都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8]。

1  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

制的现状

  我国有跨国界大小河流 80 多条, 涉及到 15 个陆源毗邻

国家[9210]。国内主要跨界水体有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

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水系,另有浙闽区河流、西南诸河、西

北诸河、太湖、三峡库区和南水北调东线等。其中, 仅七大水

系流域总面积就占国土面积的约 45% [ 11]。而且这些跨界水

体还是我国传统的工业、城镇和人口密集区, 水资源分配和

水环境污染也是突出的问题。浙闽区、太湖、三峡库区和南

水北调东线等不仅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开发强度和人口密度较大,也是跨界水环境问题广泛存

在的地区。西南诸河与西北诸河流域, 虽然开发强度不如我

国其他水系,但这里有很多国际跨界河流, 同时该地区也是

我国很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

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 形势十分严峻。

2011 年,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

问题和地下水水质问题仍十分突出。长江、黄河、珠江、松花

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十大

水系监测的 469 个国控断面中, Ñ ~ Ó 类、Ô ~ Õ 类和劣Õ

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 611 0%、251 3% 和 131 7%。地下水

水质问题更加突出,据在全国 200 个城市的 4 727 个地下水

水质监测点的监测结果,较差- 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到

551 0% [ 12]。

自 2005 年底松花江污染事件到 2007 年 6 月底, 中国共

发生 126起水污染事故, 平均每 4 ~ 5 d 一起。根据 2006

年 ) 2009 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分析,在每年环保部(总局)

接报并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中, 水污染事件分别占总数的

59%、31%、55%、47% ,除 2007 年居各类环境污染事件的第

二位外,其余三年均居首位 ,其中大多数是跨界或具有跨界

影响的事件[13215]。

面对我国跨界水环境现存的诸多问题, 2008 年 1 月 11

日 ) 14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总书记胡锦涛在安徽考察淮

河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恢复生机。

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多年来从技术、设施、

法律、政策、机构设置、规划、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

努力。

在国际层面上,由联合国环境署牵头, 中国、日本、韩国、

俄罗斯等四国政府(朝鲜为非正式成员国) 1991 年共同发起

了/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0。1994 年,中国与越南、泰国、马来

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柬埔寨、澳大利亚、韩国等 10 国

政府共同签署了/ 东亚海协作体0。2006 年,中国与俄罗斯签

署了5关于中俄两国跨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的谅解备忘录6。

2008 年又签署了5关于中俄建立跨界突发环境事件通报和信

息交换机制的备忘录6。2011 年, 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5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跨界河流水质保

护协定6。这些国际跨界合作的内容非常广泛, 涉及信息共

享、政策法规、监测与评价、应急行动、宣传教育、污染防治、

战略与计划、财政预算、融资等。

国家层面上,也开始了广泛的部际合作。1995 年, 环保

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农业

等部门及相关省政府等,共同签署了/ 松花江、海河、淮河、太

湖等流域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0。2009 年,环保部与水利部

签署了/ 海河流域级 KM 系统数据共享协议0。2010 年, 环

保部与国家海洋局签署了/ 关于建立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沟通

合作工作机制的框架协议0。在这些协议中, 合作的内容得

到进一步扩展,涉及信息共享、控制区域划分和规划、污染物

控制、行政管理协调、生态保护、应急响应、数据与技术共享、

执法、国际合作、工作机制、重大决策协调、沟通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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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期,国内省际和省内部门间跨界水环境保护合

作机制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2003 年,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

会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和辽宁的水利

厅签署了/海河流域水协作宣言0。2005年, 福建、江西、湖南、

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9个省(自治区)和香港、澳

门 2个特别行政区(/ 9+ 20 )环保主管部门签署了/ 泛珠三角

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0。2009 年,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

古的人民政府及松辽水利委员会签署了/ 关于印发5松辽流域

省界缓冲区水质控制断面考核会商制度 (暂行)6的通知0。

2009 年,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湖北、四川、

重庆和内蒙古 11 省 (市、自治区)之间签署了5共同应对区域

环境问题高层会商框架协议6 ,建立了跨区域环境污染及突发

环境事件防控和预防机制。2010 年, 广西自治区环保厅和贵

州省环保厅签署了/黔桂跨省流域协作机制0。这些合作机制

涉及的内容涉包括联席会商机制、事故防控机制、事故信息共

享和协作处置机制、事故后督察机制、事故信息发布机制、水

体综合治理、大气控制、监管和区域联动、信息共享和发布、科

技与产业、监测、预警、应急、规划编制、防控及事故处理、污染

治理措施通报、职责分工、公众参与机制、协商机制、行政执

法、科技合作、监督机制、资源优化配置等。

近几年,省级环保部门的跨省界合作力度也得到了大幅

加强 ,目前已经制定专项的水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或综合的环

境保护合作协议的地区达 20 多个。省级水利部门则以流域

机构牵头,制定了跨省界的水协作机制, 使合作机制推广到

了除西藏自治区外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包括港澳地区)。

到目前为止,我国比较成功跨界合作有两种模式。一种

是松辽管理模式,松辽流域通过国务院批准的、由吉林省人

民政府牵头、由松辽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实施的松辽水

系保护领导小组,形成了由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和松辽水利委员会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跨地区跨部

门合作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互配合、全流域管理与重要

支流管理有机结合的/ 松辽管理模式0 [ 16217]。另一种是太湖

流域模式,它是通过国务院批准的、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牵头并负责实施的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实施了由中央多

部委和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 3 地人民政府组成的多利益

相关方参加的跨地区跨部门合作,该模式主要以纵向强制推

动为主[18219]。

总而言之,建立政府部门间横向合作机制在我国已形成

广泛共识,合作的内容正随着机制主体的经济实力不断提高

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得到不断深化。尤其是近五年来,

我国新建流域合作机制的数量是过去十五年总和的近两倍。

这些合作已使局部跨界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2009 年,

全国七大水系的 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 Ñ ~ Ó 类水质的

断面比例从 2006 年的 46. 0%上升到了 571 3% , 而劣Õ 类水

质则从 26. 0%下降到了 181 4% [15]。但总体上我国跨界地表

水污染仍然较重,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还远未发挥出应有的

作用。从我国重要的 13 个水体来看, 除松花江、辽河和海河

外,其余 10个重要水体并未完全体现整体水文单元的全流

域控制水体整合。要实现广泛的跨地区和跨行业综合的网

络化治理结构,仍然任重道远。

2  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
制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在各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仍然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跨界水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国的

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建设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 机制还存在

着跨界水体分割化、机制主体单一化、机制状态非制度化、机

制内容局限化、机制管理内部化和保障条件薄弱化等突出问

题。我国现有的水污染管理政策、体制以及技术方法已不能

满足跨界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 1  缺少法律法规基础
目前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涉及有关政府间合作的具

体规定和条例几乎还是空白,法律只规范了各级政府管理其

辖区范围内的事务和上级机关 (或中央政府)在跨域事务中

的角色扮演,这使得我国在各种跨界水环境管理中协调与合

作机制下开展活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缺乏法律支撑。这种

缺少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松散合作方式, 导致了我国目前在各

类协调与合作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一些委员会、协调组等作用

也十分有限。

2. 2  缺少部门协调机制
我国在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建设方面,

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建立起

跨部门横向合作,即使已经建立了跨部门合作, 也没有形成

实质意义上的多部门组成的完整利益共同体。主要原因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有效协调机制, 无论国家层面还是

省级部门层面,在机制主体上都存在着地区代表和部门代表

的双缺位现象,造成跨界水体分割化和机制主体单一化的问

题,目前只能解决一些两两部门间突出的职能交叉问题。在

地方层面上,主要表现是地区缺位与河段缺位。

2. 3  缺少科技支撑
科技支撑是政府间合作机制建立与实施的重要保障条

件和基础之一。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现有机制缺

乏科学的认知和科技参与,如问题的诊断、科学的规划、疑难

问题的解决、新技术开发与引进、学术交流、科学的监测与评

估都缺少技术指导和技术参与。具体表现为现有合作机制

缺少科技支撑机构和体系, 决策过程缺少科技人员参与, 研

发成果难以转化等。这种状况导致了机制难以准确定位问

题所在,也因此无法确定共同的目标, 这势必影响到政府间

横向合作机制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 4  机制内涵尚需完善
目前,我国大部分跨界合作机制对于合作的内容、方式

和分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甚至组成的成员尚不固定, 使得

本身就没有行政强制约束力的机制变得更加松散, 也使机制

的管理呈/ 非制度化0状态。另一方面, 我国目前尚缺乏在共

同战略指导下的、非危机管理阶段的、机制执行层面的跨部

门和跨地区间的联合行动计划,这说明机制中的内容还尚未

与各部门的行政管理真正一体化。合作机制普遍缺少长效

机制以及前瞻性和计划性, 也缺少长期规划, 而更像是临时

平台,就事论事, 只解决眼前一些应急问题。这些问题使得

我国目前政府间合作机制对改善跨界水环境污染的能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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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

2. 5  缺少机制实现的有效路径
目前我国机制实现的路径主要是采用自己现有的管理

方式 ,制定、实施、检查都靠自己。这样的机制很难有长远的

期望和安排,难以发挥创造力,也缺乏变革与创新。在这种

机制下,实施结果的公正性也会受到质疑, 特别是难以实现、

扩展深度合作,不利于增加透明性和增进信任。目前需要更

加科学、合理的政府间合作平台, 以实现内外结合的管理与

决策路径。

2. 6  缺少机制建立和实施的文化背景
这方面突的问题表现为缺乏合作文化基础。首先, 政府

间横向合作还没有变成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每个行政人员的

自觉意识, 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机制的建设。其

次,从经济角度看, 合作机制有可能在使资源实现区域效益

最大化的同时, 某个局部有被拖累的可能。第三, 行政长官

缺乏和谐思想和合作意识, 存在命令式的传统工作方式 ,这

在主观上增加了达成共识的难度。第四, 当合作机制在实施

中出现纠纷时,缺乏上级的仲裁, 影响机制的权威性和执行

力。第五,现在的政府间跨界合作大多是各方以现有方式的

物理叠加式合作,没有触动本部门或本系统的法律协调 ,未

对本部门或本地区的法律法规进行化学融合,未进行新的利

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 因此, 我国目前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

制多数还属于非利益攸关的浅层合作。

3  完善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
作机制的对策

  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的主要途径可以从机制的体系、结构、内容、方式和条件五个

方面进行构建。其中体系决定机制组合框架,结构决定机制

组成框架,内容决定机制核心目标, 方式决定机制的影响,条

件决定机制生存质量。

3. 1  完善机制的体系构建
针对机制制定主体中地区代表和部门代表双缺位的情

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跨界水体分割化和机制主体单一化的

问题,今后构建我国跨界水环境保护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

应从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完善。

首先是国家级机制体系。对于跨国界的政府间合作, 鉴

于国家间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技术能力、文化语言、自然环

境、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差异,其建设过程具有长期性和政治

性, 因此应建立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的横向合作机

制。对于国内跨界水域间的部门合作, 应重点扩展部门代表,

建议以环保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为范本, 向其它与跨界水环

境保护职能相关的部门(如水利部门、市政建设部门等)扩展,

建立国家级宏观政策层面的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其中, 部

门代表的构建应作为下一阶段国家级机制建设的重点。

其次是省级部门间合作机制。针对跨部门合作尚没有

形成实质意义上的多部门组成的完整利益共同体这一问题。

建议对整体地区代表缺位和部分地区代表缺位的水域进行

调查,为扩补建新的机制提供依据, 并将合作机制整合进流

域整体,建立起跨界水环境保护目标下的区域横向合作。省

级部门间合作机制的建设可以松辽管理模式为基础, 并加以

补充和改进,建立符合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新的管理

模式。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由地方政府和流域机构组成的合

作机构,以省级环保和水利部门、水利部所属的流域机构和

环保部所属区域督查机构等部门组成/ 常任理事部门0 ,共同

管理/ 跨界水环境保护常任理事委员会0 ; 建立由/ 常任理事

部门0与省级水环境保护规划主管部门、市政建设主管部门

和农业主管部门等主要部门组成/ 理事部门0 , 共同管理/ 跨

界水环境保护理事委员会0; 建立由/ 常任理事部门0、/ 理事

部门0与省级科技、工业、财政、国土资源、交通运输和林业主

管部门等部门组成/ 成员部门0, 共同管理/ 跨界水环境保护

委员会0 , 形成完整的利益共同体。这样, 跨部门的横向合作

将能够支配和协调更多的资源并产生更大的效益。

3. 2  完善机制的结构
针对现有机制非制度化以及约束性和有效性差的问题,

需要从机制的结构着手进行构建。因为机制结构决定了每

一个机制的内部组成框架。建议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由以

下 7个部分组成:目标和原则; 机制控制的水体范围; 各方权

利、义务和作用; 水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机构权利、义务和作

用;财政安排; 工作制度,包括工作的形式。

3. 3  深化机制的核心内容
针对由于认识能力、经济水平和环境形势差异造成的初

期阶段机制内容局限化问题, 需要对机制内容进行模式构

建。我国目前现存的机制模式可归纳为危机管理式、信息管

理式、政策协调式和行动反馈式等四种模式。建议我国今后

以行动反馈式为目标完善现有机制的内容, 即在共同战略下

实施联合行动计划,并将行动计划的效果进行评估和信息反

馈。使合作机制实现从决策、执行到评估一个无限循环的可

持续发展状态。随着合作机制的内容由其他模式向行动反

馈式模式由浅入深的变化,机制的核心目标也应逐步由边缘

向实质进行变化,机制调节的内容深度上应从末端向前端转

移,宽度上从局部向整体转移, 长度上从短期向长远转移。

3. 4  丰富机制的实现方式
针对目前我国合作机制管理内部化的问题, 需要对机制

实现方式进行完善。途径是通过搭建政治平台和技术平台,

在创新理念指导下进行创新设计, 实现机制管理的内外结合,

为机制的发展拓展空间。具体做法是扩展政治平台和技术平

台, 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学习、统一认识,增进政治互认。技术

平台搭建中应确保平台的下列特征: 一是开放性,即各种政务

信息可供跨界查询; 二是协同性, 能够打破各行政区域的限

制; 三是交互性,保证任何政府组织均可以交互表达和传递信

息; 四是直通性,减少中间环节,保证信息交换的直通。

3. 5  健全机制的保障条件
针对机制建立与实施缺少保障条件的问题, 我国今后应

重点从科技支撑、合作文化、法律协调和补偿机制 4 个方面

进行加强。

科技支撑可以确保合作机制建立、运行及监测与评估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有助于实现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 同时

也应关注对专业技术人员技能的培养, 使其能够掌握新技

术,实现复杂的跨地区、跨部门和跨学科的横向联合。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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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管理体系一般都有附属的学术或研究机构, 如5欧盟

水框架指令6、美加五大湖管理和挪威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

系,都附设了常设委员会专门负责整个管理中的科学技术问

题。当然,这些成功的案例,也都同时鼓励非政府组织和社

会上的科研团体参与管理中的理论研究、科学调查、技术开

发、学术交流、信息管理等。

合作文化是增进政治互认的保障条件。必须摒除地方

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 树立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根据跨界水体管理的问题、设定总体目标, 并就意愿、利

益、权限、职责达成协议,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还需要

营造符合区域文化传统的氛围,为建设合作文化提供成长的

土壤, 使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得到良好的尊重, 在信任、友

好、民主、平等的气氛中促进共识。

在法律协调方面,需要构建适于合作机制建立与运行的

法律依据。这方面, 建议首先从立法层面进行完善, 其次需

要用合作机制实施结果促进本地区本部门标准、法规和法律

的调整和完善。通过机制的实施,对于本地区本部门原有法

律规章中与机制实施的结论相抵触的内容, 应做出调整 ,并

且应该给予机制实施得出的结论比本地区本部门得出的结

论更优先的确认地位,甚至将机制的成果直接上升为法律的

组成部分,实现法律层面的利益调整, 塑造新的利益平衡。

由于合作机制有可能在使资源实现区域效益最大化的

同时,某个局部有被拖累的可能, 此时需要建立局部损失的

补偿机制,以确保各区域能够顾全大局, 使合作机制实现真

正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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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常态化、法制化,确保工程长期稳定发挥效益。突出移民

搬迁帮扶工作,完善工作机制, 落实经济扶持政策, 为移民群

众长远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3  加大工程执法力度
强化沿线政府对工程保护工作的考核, 引导沿线地区经

济结构调整优化和生产技术更新升级, 并将考核情况作为衡

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作为政府及部门干部工作绩效

的考评成果。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运行和管理拉入公众视

野,形成保护工程人人有责的社会环境。加强对企业生产的

监督,加强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监控, 开展扎实可信的考核工

作,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企业经营成果乃至经营行为是否合法

的评判依据。严格贯彻落实法律法规, 对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违法不究以及行政不作为的, 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经济、

行政和刑事责任。

3. 4  做好法治宣传
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和管理, 离不开社会公众的支持。

要大力宣传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意义和特殊作用, 增强社会

公众的水工程意识、水成本意识、水安全意识。使沿线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公众了解、掌握和熟悉南水北调工程相关法规, 形

成保护工程的良好社会风尚。抓住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

使更多企事业单位树立责任意识,发挥其在工程设施保护中

的作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积极宣传工程

建设中的先进集体和事迹,使社会公众了解南水北调工程。

4  结语

加大南水北调立法工作力度, 对确保南水北调工程安

全、发挥工程综合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和沿线

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南水北调工程法治建设, 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 加大工程建设、运行管理、设施安全等工作力度 ,使

南水北调工程尽早建成通水并造福于民, 为沿线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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