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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环境治理策略与成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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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的集中，城市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本研究以城市水环境治理为核心，从治理现状、策略制定到成效评估进行了系统探讨。通过分析现有治理模式及其

不足，结合典型案例，提出了一套集技术创新、政策完善和公众参与于一体的综合治理策略。此外，基于构建的评

估指标体系，对治理成效进行了量化分析，并提出了优化建议。研究结果可为城市水环境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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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posing severe challenges to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governance. B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governance models and their shortcomings, combined with 
typical cases,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strategy that integra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improvemen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proposed.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was conducted,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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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密集和工业活动的集中

导致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及生态退化问题日益突出。水环

境问题不仅威胁到城市居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还对城市生

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严重挑战。在政策层面，《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规的实施表明政府对水环境治

理的高度重视。然而，尽管近年来投入了大量资源，部分地

区的水环境治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治理模式存在着技术、

机制和执行层面的局限性 [1]。

因此，深入探讨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有效策略与评估其

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完善治

理理论体系，为政策制定和技术推广提供科学支持；另一方

面，通过系统的成效评估，可以发现问题、优化治理措施，

最终推动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全面提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提供保障。

1.2 研究目标与方法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城市水环境治理的策略与成效评

估。具体目标如下：

分析城市水环境治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总结与提炼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提出改进建议；

构建科学的治理成效评估体系，并以典型城市为例进

行实证分析。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法：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城市水

环境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经验。

案例研究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治理案例，分析

其策略特点和实施效果。

定量与定性结合：通过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对治理成

效进行数据分析，同时结合政策和实践，进行综合讨论。

2 城市水环境治理现状分析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水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

城市水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河湖生态退化以及水

资源短缺等。一方面，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农业径流中含

有大量污染物，直接威胁水质安全；另一方面，城市开发过

程中河道硬化、填埋及生态系统破坏，导致水体自净能力下

降，进一步加剧了水环境问题 [2]。此外，气候变化和用水需

求增长，也使得部分城市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影响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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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稳定发展。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城市水环境治理近年来取得了一

定进展，各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河道整治、生态修复等。例如，污水处理厂的普及率显著提

高，控源截污措施有效遏制了部分污染物排放，部分河道生

态修复工程初步恢复了水体功能。同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法规，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

明确了各地区治理目标与任务分工，为水环境治理提供了政

策保障。

尽管如此，当前治理成效仍存在明显差异。根据监测

数据，部分城市的主要水体水质显著改善，黑臭水体比例大

幅下降，但在一些中小城市和城乡接合部，治理效果仍不理

想。一些河湖的水质长期维持在劣Ⅴ类，难以达到生态功能

的基本要求。治理现状评估显示，技术能力不足、资金分配

不均、监管体系不完善以及公众参与度低，是目前治理面临

的主要瓶颈问题。例如，部分污水处理设施负荷超载，运行

效率低下；流域内跨区域协调不畅，导致水污染治理责任难

以落实。

总体来看，当前城市水环境治理已具备一定基础，但

仍面临技术、管理与社会多方面的挑战。加强技术创新、完

善政策机制以及提升公众意识，是未来提升治理成效的关键

方向。

3 城市水环境治理策略

城市水环境治理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策略。

通过技术手段、政策法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可以有效提升

治理效率，实现水环境的综合改善。

3.1 治理技术与工程措施
技术与工程措施是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核心手段。近年

来，污水处理技术的升级和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成为治理的

重点：

①污水处理技术：推广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和高效污

水处理工艺（如膜分离技术、生物净化技术），提升污水处

理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

②河道生态修复：采用植被缓冲带建设、湿地修复、

生物强化等措施，改善水体自净能力和生态功能，恢复河湖

生态系统健康。

③控源截污工程：通过雨污分流、管网改造及初期雨

水收集处理，减少非点源污染对水体的冲击。

④智能监测与预警：应用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水环境实时监测和预警，提升治理效率和响应 

能力 [3-5]。

3.2 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
有效的政策法规和管理机制是水环境治理的制度保障。

①完善法规体系：制定和完善针对水污染防治、水资

源管理及生态修复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②强化跨区域协调：建立流域综合管理机制，明确区

域治理责任，推进跨行政区合作，提高治理的整体性和协

调性。

③健全监管机制：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完善水环境监

测网络和评估体系，确保治理措施的实施效果。

④推行市场化机制：通过环境税、排污权交易、水权

交易等经济手段，激励企业和社会主体参与治理。

3.3 公共参与和宣传教育
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教育宣传是水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①提高公众参与度：通过建立公众举报和参与平台，

引导社区和个人积极参与水环境治理工作。

②加强宣传教育：在学校、社区和企业开展水环境保

护知识宣传，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行动力。

③社会监督与合作：鼓励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

团体参与水环境治理，加强公众对治理工作的监督，提升透

明度和信任度。

④社区共建模式：推动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协同开

展水环境治理项目，实现资源共享和责任共担。

4 成效评估与案例分析

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质量和

居民生活水平。为科学评估治理成效，构建合理的评估指标

体系，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经验与不足，具有重

要意义。

4.1 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评估城市水环境治理成效，需要建立科学、全面的指

标体系。根据《城市水环境治理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评估

指标可分为以下几类：

水质指标：如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

氨氮（NH3
-N）等，反映水体污染程度。

生态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指数、水生植物覆盖率等，

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社会经济指标：如公众满意度、治理成本效益比等，

衡量治理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

通过对上述指标的综合分析，可全面评估治理工程的

成效。

4.2 典型城市治理案例分析
茅洲河是深圳市第一大河，流经深圳和东莞两市，曾

因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水质严重恶化，被称为“墨

水河”和“下水道”。治理过程中，深圳市坚持专业人才挂

帅，领导团队中具有水利、环保、工程专业背景的多达 199

人。通过全流域管控、全要素治理，实施了雨污分流、污水

管网建设、污泥深度处理、生态修复等措施。经过近五年的

综合整治，茅洲河全流域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流域内 44

条黑臭水体、304 个小微黑臭水体已于 2019 年全面消除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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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2020 年 1~10 月，茅洲河共和村国考断面水质达Ⅳ类，

阶段性消除了劣Ⅴ类，达到国家考核目标，水质状况总体明

显好转。

石马河是东江下游的一级支流，流经深圳、东莞、惠

州三市，曾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导致水质恶化。治理

过程中，东莞市实施了水环境治理工程、水安全保障工程、

景观提升工程、一体化管控平台等措施。项目于 2019 年 1

月开工建设，计划 2023 年 12 月完工。通过新建和改建污水

管网、河道清淤、生态修复等手段，石马河流域 107 条河涌

全面稳定消除黑臭，旗岭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Ⅴ类水质目标。

水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沿河及支涌周边的景观价

值得到提升，为市民提供了亲水娱乐和水文化休闲空间，进

一步提升了镇域形象，改善了人民生活质量。

4.3 成效与问题总结
上述案例表明，科学的治理策略和有效的实施措施可

显著改善城市水环境质量。然而，部分地区仍存在治理效果

不理想的问题，主要原因包括：

技术手段不足：部分城市缺乏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

导致污染物去除率低。

管理机制不完善：跨部门协调不力，责任划分不清，

影响治理效率。

公众参与度低：居民环保意识不足，缺乏对治理工作

的支持与配合。

为提升治理成效，需加强技术创新，完善管理机制，

增强公众参与，形成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

5 对策建议

针对城市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不足，需从治理体系、

技术创新和社会共治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

在治理体系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强化执法

力度，为水环境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建立综合流域管理机制，

推动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提高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同时，加强科学规划，明确治理目标与实施路径，并通过财

政补贴、环保专项基金等手段保障资金投入，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实现治理资源的高效利用。

在技术创新方面，需推广高效污水处理技术，例如生

物强化、膜分离和人工湿地工艺，提升污水处理的效率和污

染物去除率 [6]。针对农业径流和初期雨水等非点源污染，应

研发针对性的控制技术，减少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发

展智慧水环境管理体系，依托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水环境实时监测、动态预警和精准治理。同时，大力推动生

态修复技术的应用，如河道生态护岸、人工浮岛和湿地建设，

改善水体生态功能，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和生物多样性。

在社会共治方面，应强化公众参与，通过宣传和教育

提升公众环保意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水环境治理工作，如

河道清理、监测报告等。建立公众监督和反馈机制，通过信

息公开和举报平台增强治理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7]。加强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协作，形成治理合力，推动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水环境治理项目。推动社区共建模式，

将社区居民纳入治理体系，共同维护水环境的长效治理。

通过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技术应用和强化社会共治，

能够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的全面提升，构建系统化、可持续

的治理模式，为城市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6 结语

城市水环境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对生

态系统修复、城市居民福祉提升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论文从治理现状、策略制定到成效评估进行了

系统探讨。研究发现，当前城市水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

但仍面临技术手段不足、管理机制不完善及公众参与度低等

问题。针对这些挑战，论文提出了完善治理体系、推动技术

创新和强化社会共治等对策建议。

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加强法规政策建设、优化流域综

合管理和确保资金投入；在技术创新方面，推广高效污水处

理工艺、发展智慧管理系统以及推动生态修复技术应用是实

现精准治理的关键；同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协作是构

建长效治理机制的核心。通过多方协作和系统化治理，城市

水环境问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未来，应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适应性强、成本效益高

的治理模式，同时加强治理经验的推广与共享，形成以技术、

制度与社会为核心的综合治理格局，为实现城市水环境的全

面改善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持续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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