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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与水利工程管理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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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将以某地方城市的农田水利工程作为研究对象，阐述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在资金投入、产权 
管理、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调整投资结构、设置公共产品补贴机制、落实维修养护经费等一系列应

对措施，以此推动水利工程项目有序进行，做好区域内的水资源调度，在发挥水利工程灌溉、排涝、防洪、供水等

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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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a certain local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laborate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terms of capital 
investment,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adjusting investment structure, setting up public product subsidy mechanism, and implementing maintenance funds to promote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o a good job in regional water resource scheduling, and accelerat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laying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irrigation,	drainage,	floo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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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实际调查显示，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标在

于加快现代农业的打造，实现城乡统筹目标，解决区域内存

在的结构性缺水、季节性缺水等问题。该水利工程本质上属

于公益型水利工程项目，基本依靠国家投入资金。虽然相关

负责人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划分人员责任等形式，为工程顺

利运营保驾护航，但在长时间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2 水利工程建设与水利工程管理存在的不足
之处

2.1 投入资金方面
现阶段该水利工程的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社会资本投

入资金规模较小，难以维持后续的养护费用支出。且对于中

型水库来说，在修建时基本采用银行贷款，无论是社会资本，

还是农户都不愿参与中型水库的投资修建，至于相关配套资

金投资也难以有效落实。产生此类问题的原因在于，社会资

本投入收益低，风险大，缺少相应的补贴机制，使社会资本

与农户的参与意愿相对较低。

2.2 组织管理方面
笔者选取的研究地区，在机构设置上不够科学。没有

严格遵循公众监督，统一指挥、分层管理的原则，也没有充

分认识到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的重要性，分工不够明确，经常

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

部门的职能定位较为模糊，甚至存在一定的保护主义色彩，

缺少市场监管职能。

2.3 产权管理方面
农田水利工程没有准确界定相关产权，再加上工程修

建相对分散，政府主导效果未达到预期标准，部门间的协调

不够及时，群众参与度较低。当老百姓无法看到权属落实时，

必然会产生怀疑猜忌，进而影响农户的投资意愿。并且政府

经费灵活度较低，没有制定保证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能够

用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规定。对于专职机构的人员经费也

尚未划分在本级财政预算当中，且水务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能效较低，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有待提升。此类现象的出现

原因则主要表现在产权的市场价值难以准确估量，且交易费

用的评估准确度较低。至于政府方面，也缺少切实可行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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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具。

2.4 运行管理方面
农田水利工程经常出现无人监管、运行管理费用短缺

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准确掌握农田水利的基础结

构，采取的治理措施缺少针对性，也没有提供良好的公共产

品与服务。例如，部分地区极度缺水，向当地政府请求修建

引水工程，由于地处偏远，管网布置难度较大，成本支出较

高，政府会更多的站在经纪人角度，考虑问题的解决措施。

在尚未理清管理思路时，难以保证治理方法的有效执行，对

于部分能够外包的工程，政府也会站在经纪人层面进行思

考，过于模糊的管理模式会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的后期运行

管理难度 [1]。

3 水利工程建设与水利工程管理的优化措施

为切实解决上述问题，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切实

可行的优化对策。

3.1 投入管理改革

3.1.1 持续增加财政补助力度
当地有关部门应积极争取财政资金，尽可能降低农田

水利、财政负担，保证水利资金维护费用有效落实，并推动

少数公益性项目向非公益属性转变，对于县人民政府来说，

需要做到统筹规划，站在全局角度进行统一部署。组织、宣

传、号召地方群众主动投身到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加强对现

行政策的解读与使用，申请补助资金，实行以奖代补等措施，

引导地方农民兴发水利。同时，还要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石

漠化治理等项目作为发展契机，给予充足的用地优惠。搭配

人才引进政策以及一系列奖励机制，吸引高素质人才，投身

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当中。

3.1.2 注重农民与社会资本的注入
为促进群众能够更好的参与工程建设、资金筹措、水

费计收等方面，需要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农户提出的意见与建

议，做好项目的公示处理，使项目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监督。

通过建立电子档案，做到按卡验收、按卡报账，利用方案遴

选的形式，体现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并层层召开政策宣讲

会、骨干培训会。同时，还要依照农田水利综合规划标准，

确定水资源缺水范围，根据国家补助政策，进行项目资金的

核定。之后由县财政局开设专户，确定专人，保证专款专用。

对于验收通过的工程，则要由工程技术员、农户代表共同填

卡、审议与签字，直至公示无异议后，由财政局将资金支付

给施工方。

3.1.3 做好风景名胜区的设计
各地需要推动生态旅游的执行，进一步提高资本投入

的吸引力，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带头作用，利用规划

指导、资金扶持等一系列措施，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水利工程

建设与管理。并通过出借、特许经营权的方式，盘活农田水

利市场，如该地区可将水库建设作为发展契机，充分发挥地

方优良生态环境的优势，以农业产业为核心，打造农业公园，

开发乡村旅游，农业科普教育等城乡统筹示范区。并设置世

外桃源、百姓菜园等主题园区，在创新农民土地经营模式的

基础上，最大程度增加土地的使用价值。同时，也要做好周

边农户住宅风貌的改善，形成农家乐，并配备生活污水处理

系统，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水体净化后能够有效流入到

农田水利网络。在鼓励社会资本流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的

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需要注重低影响开发技术的使用，如固土工程、防尘降

噪、植被恢复，并避免对周边居民产生噪声干扰，做好施工

区域划分与管理。依靠植被覆盖、土壤保墒，避免水土流失，

维护水域的生态平衡。利用打造环境监测系统的方式，依托

信息化技术、数字化设备，做好工程建设动态监控，及时查

处违规行为，减少土地破坏，水质污染。

3.1.4 带动特色农业发展
对于论文选取的研究地区来说，可从农业产业规模化

方向，进一步扩大植物的种植面积，发挥植物的食用价值以

及营养价值，考虑市场供需关系，凭借水利工程建设，营造

适合植物生长的种植环境，从而达到减少管护成本的目的。

同时，还要大力引入先进的专业农机，积极参考成功的农田

管理案例，减少种植劳动力，保证产品品质得到大幅度增长。

由此可见，水利工程的建设，不仅能够带动地方农业生产力

的强化，也能改善乡村环境，利用发展乡村旅游，创设农业

产业风景区等一系列手段，有助于引导外出务工的优质人才

回归家乡。

3.2 组织管理创新
有关部门需要打造统一健全的组织机构，避免机构职

能交叉，防止出现职权不对等的现象，并加快各科室的人员

安排，将发改部门、财政部门、水利部门的工作职能进行编

排整合，成立农田水利管理局，由专人负责相关管理事项。

同时，也要做好招投标的管理，保证水利工程后期运营安全、

合理，能够有效预防干旱、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并自主接

受公众监督，采用分层管理的形式。

另外，要调整组织管理模式，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目标，

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目标与考核结果有机关联。结合激励

措施，激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热情，并做好目标任务的分

解，设置明确的指示要求。至于乡镇人民政府，则要肩负领

导责任、业主责任，努力动员基层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并做

好农田水利项目的报道，由村社负责林地的青苗补偿，由水

利主管部门负责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以及质量监督。

3.3 产权管理升级
第一，要明确所有权确权原则，严格遵循谁投资、谁

所有的工作章程，参考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小型水库、河流

防洪工作需要推行专业化管理，对于农户投资修建的水利工

程，则要归农户所有。而社会其他法人新建的水利项目，则

归投资人所有，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建的工程项目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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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该组织所有。同时，由国家财政补助资金投资的工程项目

需要归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至于国家

投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则应将所有权划分给国家。而其他小

型水利工程，应保证在正常使用的基础上，将所有权给予受

益的农村经济组织。

第二，要保证工程项目质量满足预期标准的同时，维

护地方居民的用水权益，并适当结合市场竞争体系，用于最

大程度激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落实工程的建设责任。对于

该水利工程项目来说，需要涉及灌区渠系工程 3000km，小

型水库 40 座以及城市防洪工程、土地治理、环境整治等其

他项目工程。由此可见，该水利工程所涵盖的项目类型较为

繁多，覆盖区域较广，因此需要优先明确产权归属。比如以

农户为主的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应将产权归个人所有，并由

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建管。由水务局组织招投标，由县级财政

负责拨款，对于受益农户相对较多的水利工程，要根据村委

会提出办证申请，直至审核通过后，报请至县级人民政府完

成审批，并向所有权人颁发产权证 [2]。

第三，确权颁证，在完成上述所有权、使用权的界定后，

还需要第一时间开展权属登记工作，载明工程的基本状况以

及相关主体，完成项目的统一编码。并注意对于存在所有权、

使用权争议的部分，应预先完成调处之后，再确定权属，由

权利人申请颁证，并且在争议解决前不可预登记。

3.4 运行管理优化
一要梳理工程管护责任，对于本次工程项目来说，工

程管护主体应当主动完善管护机制，为工程的顺利运行保驾

护航，由县级行政部门负责相关管理工作，并成立专门的管

理单位，维护小型水库、村镇供水工程的顺利建设。同时，

还要明确政府安全负责人，管理单位负责人，签订安全责任

书，严格遵循支农项目资产管护工作意见中，提出的各项要

求。协同推进资产管护作业的执行与落实，由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工程管护的牵头引导，加大监管水平。督促工程产权所

有者履行管护义务，提高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性、可靠性 [3]。

二要落实管护经费，一方面要打造工程维护费用投入

机制，派遣专职人员负责机构人员经费以及工作经费的管

理，将其并入本级财政预算当中，对于工程水费等经营收入

来说，要将其划分在财政管理当中。若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

则应由县级财政进行适当补贴，依靠完善的奖优罚劣机制，

确保土地出让收益的 10%，能够用于工程建设当中。通过

每年划分一部分财政支出，给予群众积极性相对较高的村

组，加快小型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并将水费收入用于工程

项目的维修养护当中。另一方面，要依靠民办公助的形式，

扶持水利工程建设，做好水池以及装机功率不超过 800kW

泵站的专门维护。除此之外，还要发动群众投资，帮助农户

真正意义上明确工程维护的职责，并与村社签订目标责任

书。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出现蓄水池坍塌等问题时，能够第

一时间找到相应负责人，搭配创新经营主体的形式，吸引越

来越多的种植户，通过整合投资资金，修建农田水利设施。

依靠工程管护信贷机制，培育授权融资主体，能够利用工程

抵押的形式，完成信贷融资，最大程度增强自然灾害的风险

抵御能力，提高政府的财政灵活性。

三要创新管理体系，打造专职管理机构，深化水务单

位的体制改革，保证人员经费的有效落实，做好工程管护以

及水土资源开发等工作，保证水资源的科学调配，通过成

立用水户协会，控制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维持在耕地面积

90% 以内。至于村民委员会，则要依照村民自治的原则，

做好工程蓄水保水以及水权交易分配，做到工程完好率始终

维持在 85% 以上。最后要加强专业人才团队的建设，增强

人员的安全意识，保证工程安全、基本功能完善的基础上，

鼓励承包、租赁等方式，搞活经营权，服从防汛指挥调度，

使河道生态流量符合标准规定 [4]。

4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存在的不足之

处开展分析讨论，提出强化财政补助引导，加强生态旅游建

设，完善组织管理模式，确定产权归属，做好人员培训等一

系列优化措施，以此提高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充分发挥控制、

调节水资源的作用，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在减少环境灾害

的同时，推动地方经济效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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