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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策略的优化路径探析

林晓红*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巴彦县水务局水政水资源办公室，黑龙江� 151800

摘� � 要：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以及各类工业建设数量的不断提升，导致水资源大量

的使用。目前，我国水资源的利用非常不合理，很多城市的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严重的破坏了城市内部地质构成，

经常导致城市出现塌方、沿海地区出现海水倒灌等情况，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因

此，水资源管理作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不管是对于环境保护还是自然灾害的预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

结合我国水资源管理现状，对水资源管理的策略优化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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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非常严峻，很多城市都出现明显的水资源过度开采情况，而且，还存在很多其

他的水资源使用问题。例如：水资源过量开发、水资源浪费、水环境恶化、用水冲突等。这些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

人们的正常生活发展，并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土壤和气候变化。因此，要充分的认识到我国现有水资源管理情

况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究相应的水资源管理的优化策略，提升水资源管理质量。

二、我国的水资源利用现状

水资源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我国拥有辽阔的疆域，水资源

的分布也是非常广，水量也是非常多，但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各类工业、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水资

源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而且，我国的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地增加，人均用

水量也在逐步的提升着。从我国现有水资源应用和管理现状来看，我国的水资源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对人们的正常

生活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一）地下水开采不合理

我国当前的城市供水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地表水，另一种是地下水。在很多城市的供水中，都是应用地表

水和地下水混合供应的，也有一部分城市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供应是分开的，而这两中不同形式的供水方式，对于地下

水的需求量也是有明显不同的���。从我国目前的城市供水现状来看，在城市供水中很少有供水短缺的情况，几乎所有

城市都能够保障人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但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过度对地下水资源进行开采，导致城市的地下水位

明显下降，使城市的地下出现了明显的漏斗形状空间。这种情况不仅会对城市的内部地质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还会

导致城市的基础承载力降低，使城市部分地区出现塌方。而在一些沿海城市中，由于城市内部的地质结构遭受破坏，

还会出现海水倒灌等情况，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图1�水资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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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资源污染严重

水资源污染也是我国目前水资源使用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近年来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各类新兴产业以

及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垃圾的不科学处理，这些都导致了我国的水资源出现大量的污染。目前，我

国属资源污染情况非常严重，不管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例如：工厂废弃物的排放导致地

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城市生活污水的不恰当排放导致的水资源污染等情况。在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对于

污水处理和净化的成本也在不断地提升着，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图�为水资源污染的

相关情况。

三、我国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水资源管理经费短缺，技术不成熟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水资源管理方面，不论是管理经费的投入，还是对于相关技术的研究投入都存在明

显的经费短缺问题，对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制约。目前，我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时间的跨度也相对较长，在进行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由于受某

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我国的水资源管理的相关财政补贴和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尤其在水资源管理研究方面

的经费存在极大的问题，致使我国的水资源管理经费常常出现短缺的现象。由于我国的对于水资源管理的经费投入不

足，水资源管理研究方面缺少充足的资金支持，使相关研究难以快速推进，研究结果同样不理想。由于水资源管理研

究缺少足够的经费投入，导致相关的管理和净化技术难以有效的提升，进而导致水资源开发和管理技术始终不成熟，

不能有效的解决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水资源管理经费短缺，一直是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一项重要问题，不管是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还是社会方

面对于水资源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一直都非常少，进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水资源管理和相关技术研发造成了明显

的制约。

（二）水资源管理制僵化

在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导致水资源管理工作难以有效的推进和实施，使水资源管理

和应用过程中，很难避免浪费和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当前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水资源管理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体系

在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中，水资源的分布较为广泛，且每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政府相

关部门在进行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管理概念，无法进行统一的管理���。而这种情况也导致对水

资源的管理非常分散，很多相关管理部门没有指定统一的管理流程和机制，导致水资源管理工作往往都处在无政府状

态或多个部门相互推诿，没有明确的管理单位，最终导致水资源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例如：

水资源的浪费和水资源的污染，很多人都知道出现这些情况时要去政府部门寻求管理，但实际上去政府的哪一个部门

寻求此项管理，却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对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没有针对水资源管理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水资源的管理，在很多人的意识中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我国却始终没有制定详细

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或者是相关的以经济手段为主导的政策法规。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有《关于保护

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等，在这些规定中，只是笼统的对环境保护进行了政策性的规定和约束。在我国的环境保护

工作中，水资源的保护，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但我国的现有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却没有对相关行为作出严格

的约束和明确的引导，也没有制定针对性的经济制裁手段。

图2�水资源管理执行力不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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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够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一直在强调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造成的严重影响。但在很多

地区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于水资源的管理却仍缺少足够的重视���。很多地区的管理部门对于水资源的管理仍只存在于

表面，对于相关管理政策也始终处于泛泛而谈的程度。在相关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大多时候都只是一种表

面化的管理状态，执行效果非常差，对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图�为某地区水资源管理执

行力不足，而造成的结果。

四、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策略优化

（一）加强环保意识建设，呼吁群众节约用水

对于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这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这是全人类的责任和义务。在水资源的使用中，生活用水占水

资源消耗的大部分，因此，将水资源的管理意识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能够更好地提升水资源的管理效果。可以通

过举办环保活动的形式，搜集和创新各种不同的，在生活中的节约用水的方式。并在活动的过程中，结合水资源的应

用和节约情况，对群众进行环境保护和节约用水的宣传，强化人们节约用水的责任意识，有效的提升水资源的保护效

果���。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各企业、学校等开展节约用水活动，并通过相关公众平台不断进行节

约用水的宣传。也可以通过线下活动和宣讲等形式，不断呼吁民众节约用水，提供群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水资源的管

理效果。下图为线下活动中的宣传图片：

�
图3� 线下活动的宣传图片

（二）完善水资源保护制度

结合当期的水资源管理情况，制定水资源保护公众参与制度，为每一个不同地区建立一个专项的群众反映监督平

台。鼓励群众将生活中见到的一些水资源浪费现象进行举报，并给予举报奖励；并鼓励群众自主创新和优化节约用水

的方法，进行相互对比，对提供优秀节约用水方法的群众，给予一定的奖励，让群众能够为保护自然环境和水资源贡

献自己的力量。并建立水权转让制度，解决在不同地区及不同个体中出现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对

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我国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相应的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制度进行有效

的完善和优化，推动水资源保护工作的发展���。

（三）建立水资源保护监督机制

建立完善的水资源保护监督机制，约束执法工作人员的行为，让执法人员能够给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以社区为监管单位，在每一个社区创设一个专门的水资源保护监督队伍。监督队伍主要由附近的群众组成，每星期进

行一次轮换，其主要目的在于严格监督执法人员对于水资源保护的监督执法工作效力。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法规，严格

约束执法工作人员额行为，保障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五、结论

综上所述，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具有丰富的水资源，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

使水资源的应用出现了明显的不足。因此，必须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提升群众的节约用水意识，完善水资源保护制

度，推动我国的水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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