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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何江涛

长江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湖北) 湖北 武汉 430010

摘 要：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与工程项目建设质量及整体效益具有密切联系。

但随着水利工程领域持续发展，传统管理方法已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导致水利现代化进程受到不良影响。因此为提高

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推动水利工程现代化进程，本文通过调查与分析文献资料，围绕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展开探讨，并对评价方法及流程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为业内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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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水利事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水

利工程质量逐渐受到业内人员关注。水利工程管理现代

化是保障水利工程质量的重要手段，其能够提高水利工

程各项施工环节的规范性，防止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有

效保障水利工程效益。因此为发挥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

的重要作用，有必要加大研究投入，构建可靠的评价指

标体系，掌握评价方法、流程及标准，并在水利工程建

设作业中对该体系进行科学利用，该点对推动水利事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原则*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为实现对不同区域的水利

工程管理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充分体现，工作人员对指

标体系进行构建时，必须充分贯彻以下原则，进而提高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及合理性。首先，应促使指标体系的

可能性、先进性与系统性进行充分协调，并确保指标体

系具有能够体现管理水平的指标。其次，应采取相应措

施，促使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进行有效结合，并提高指

标体系的可比性与层次性，确保处在相同层次的不同指

标均能够结合人员实际需求进行对比。最后，应确保指

标体系具有良好的导向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

一级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的评价指标等级主要有一级与二

级，具体内容如下：① 一级指标[1]。通过对水利工程管

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深入分析，可发现其一级评

价指标可根据不同性质划分为9个。不同指标均处在定性

评价指标或定量评价指标的范畴内，其中定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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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方面具有良好的全面性，但极有可能受到人为因

素的影响，而定量评价指标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且数据

信息的来源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为因素的影

响；② 二级指标。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对指标体系包括

的一级评价指标进行分析，可发现9个指标可根据不同性

质划分成32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中，定性评价指标

占据的数量是21个，而定量评价指标的数量是11个。

确定权重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在多指标综合评价中具有重要

地位，若未对该方面加以重视，导致权重的精准性与合

理性降低，必将对评价结果造成不良影响，致使其可靠

性显著下滑。工作人员对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评价指标

体系进行构建时，必须对工程管理现代化具有的各项特

征及要求进行充分结合，科学利用德尔菲法，进而实现

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合理构建。针对德尔菲法而言，部

分学者将其称作专家调查法，其能够通过非见面方式对

专家意见进行收集，进而实现对专家经验及知识进行充

分利用。在采用该种方法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选择对

问卷调查法进行应用，邀请不同部门及单位的专家，请

求其结合自身经验与知识，针对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评

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确定提出建议。在首轮建议征询

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在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请求不同专

家对不同指标的重要性提出想法，并对专家的真实想法

进行结合，以此构建判断矩阵，进而实施一致性检验。

在上述工作结束后，应对专家建议进行再次征询，促使

专家的建议实现集中化，并汇总相应的反馈结果，开展

加工整理工作，进而实现对指标权重进行科学确定。

针对定性评价指标而言，其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①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先进性与合理性水平[2]。该

项指标可根据不同性质划分为以下几项内容：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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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必须对工程项目管理单位的性质与种类进

行明确。其次，应对我国推出的法规政策进行充分结

合，针对维修养护工作进行招投标，采取相应措施，推

动管养分离与合同管理，并选择具备相关资质的水利工

程维修养护单位。再其次，必须严格做好对管理维护费

用的测算工作，并在公共财政支出中对管理维护经费进

行纳入，确保其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最后，必须对竞争

机制与激励机制等进行科学构建，确保其具有良好的先

进性；② 工程项目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该指标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应对工程项目安全监测制度进行

制定，并确保其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以实现对水工建筑

物实际状况进行动态化监测，进而提高工程安全性。在

完成上述工作后，应对具备规范性的工程维修养护管理

制度进行制定，并构建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维修

养护工作质量符合规范要求。其次，在实际工作中，必

须对调度运用方案进行科学选择，实现充分利用水利资

源，保障工程项目整体效益。有必要对洪水防汛及水污

染治理等方面的应急预案进行制定，并确保各项预案能

够得到有效落实。再其次，管理单位必须对工程项目实

际状况进行充分结合，以此制定可靠的规章制度与责任

制度。最后，应构建与完善人才培训机制，并定期实施

考核与效能评估；③ 水利工程管理方面的信息化与自动

化水平。该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应对工程项目

管理数据库系统进行构建，促使基础工情信息的采集与

管理方面实现规范化。应对水文自动测量及工情采集等

系统进行科学利用，实现在信息化管理范围内对工程管

理进行纳入。其次，应建立工程项目安全监测自动化系

统，并确保该系统能够实施动态化监测，以实现充分了

解设备实际状况，明确其是否存在故障问题。再其次，

应建立闸站工程视频图像监视与自动化监控系统，充分

了解不同站点闸门开度及电机状态等数据信息。最后，

应贯彻先进性及可靠性等多项原则，以此建立水情测报

与洪水预报调度自动化系统；④ 工程项目运行安全管理

水平。该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必须对工程项目

反事故预案加以重视，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并做好工程

运行安全、消防安全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其

次，应对安全生产责任制度进行有效落实，制定具备可

靠性的检查报告制度与事故处理报告制度。最后，应不

断对安全生产网络进行完善，提高安全制度的科学性及

合理性。

针对定量评价指标而言，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

工程项目设施完好程度与各项功能的达标程度。该指标

的内容如下：首先，应对工程项目涉及的设施进行严格

审查，充分了解其技术性能。其次，应了解工程项目实

际防御洪水能力，明确其是否符合要求；②水环境保护

效果[3]。首先，应对河道长效管理机制进行构建，确保岸

边、护坡、河面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洁净性。其次，应对

工程项目建设区域内的绿地占地面积予以关注，明确其

是否符合要求。最后，应对工程项目建设区域内已得到

有效治理的水土面积加以重视；③人力资源科技水平与

结构性的合理水平。首先，应对在岗人员的综合素养及

人数与职能相关要求的匹配度进行审查。其次，应了解

在岗人员的文化程度及大专以上人员在全部人员中占据

的比例。

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应对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的综合评

价法加以重视，以实现科学评价工程项目的建设水平。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应对以下内容加以重视：① 定性

指标评价。必须对水利工程管理具体状况及现代化建设

水平等方面进行充分结合，并对工程管理现代化评价指

标体系中存在的定性指标含义进行比较，科学评价工程

项目管理现代化水平。此外，应对评析意见进行结合，

进而明确指标达到的级别；② 定量指标评价。应对水

利工程管理具体状况及现代化建设水平进行充分结合，

比较工程项目管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中具有的定量指

标相关定义，科学评价管理现代化建设进展，并做好对

定量指标现状值的计算工作。此外，应对工程项目管理

现代化目标进行结合，并将我国推出的相关法规政策及

研究成果作为参考依据，进而对定量指标目标水平进行

确定；③ 分层逐级综合评价。该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内容：首先，应对二级指标的权重与考核值进行充分结

合，并对算术平均加权法进行利用，以此对一级指标实

现指数进行明确，实现科学评价一级指标的建设水平。

其次，应将一级指标的权重与考核值作为参考依据，并

通过算术平均加权法对系统相应的综合实现指数进行明

确，实现科学评价系统综合建设水平。

流程

针对评价流程而言，其主要内容如下：① 应对评价

指标与权重进行选择。在实际工作中，应对工程项目的

功能及类型进行充分结合，适当取舍部分二级指标，并

对权重进行修正；② 应对定量指标的目标水平进行明

确。在评价过程中，必须对定量指标的目标水平加以重

视，以此为后续定量指标的评价奠定良好基础；③ 应

结合要求对二级指标实施考核与评价。从整体的角度出

发，可发现在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属于实际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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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4]。在实际工作中，可结合内涵实施考核，进而明

确其所对应的级别。此外，必须对不同二级指标的实现

指数进行明确；④ 应结合要求对一级指标实施考核与评

价。在实际工作中，应通过对二级指标的考核结果与权

重实施加权平均计算，进而获取一级指标。在上述工作

结束后，必须对一级指标的实现指数进行明确；⑤ 评价

系统整体。应对一级指标考核结果与权重实施加权平均

计算，进而获取相应的综合实现指数。

结束语：综上所述，对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对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

进行深入分析，掌握各项指标的核心内容，并科学采用

评价方法，严格依照评价流程开展各项工作，以实现对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进程产生积极影响。基于此，水利

事业将实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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