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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水资源的行政管理体制演进与特征

1.1水资源分散管理，水环境管理从无到有阶段(1949—1987年)

20世纪 70年代末以前，中国涉水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水利部仅负责洪涝

防治和跨流域调水的水利建设(贾绍凤，2011)。同期，中国还没有相关的水环境

保护与水污染治理的机构。1974年，由于北京官厅水库污染促使国务院环境保

护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水环境保护机构的正式建立。1982年 5月，国

务院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内设环境保护局。1984年，国务院将水利电

力部设为负责水资源行政管理的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也于同

年颁布，确立了中国分区域分部门的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1986年，中国七大

流域水利委员会初步设立，并在委员会下设水资源保护局。1988年《水法》颁

布之前，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而水环境保护工作则经历了从

无到有的过程。

1.2水资源管理逐步实现统一，水环境管理逐渐加强(1988—2002年)

1988年，中国《水法》颁布，确立了“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

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调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

同期，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机构，是负责环境保护综合管理

的主管部门。水资源统一管理的职能在其后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得到不断强化，

水环境管理的职能则主要集中于国家环境保护局。1996年修订后的《水污染防

治法》颁行，规定了环保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管。1998年国务院批准

的水利部“三定”方案再次确定水利部是主管水行政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城市防洪

及地下水管理划归水利部。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正部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这

一时期，各流域机构下设的水资源保护局实行水利部与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到

了 20世纪 90年代末，由于存在管理分歧，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双重管理的作

用越来越弱。

1.3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水治理分工进一步明确阶段(2002年至今)

2002年中《水法》明确“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

的管理体制”。全国的水资源事务管理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新水法对

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做了较为明确、集中的规定。2008年政府职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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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进一步明确了水治

理的职责分工，水环境保护与水污染治理由环境保护部负责，水利部对水资源进

行管理，水环境信息由环境保护部负责发布。水污染防治管理方面，建立了流域

水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领导小组等跨部门协调机制。在 2001年以后，水资

源保护局的双重领导的模式就已经不存在了。

1.4现行体制的特点是横向多头管理，垂直分级负责

整体来看，中国现行的水治理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是“横向多头管理，垂直

分级负责”，涉水事务管理工作仍由多个部门协同开展，呈条块分割格局。涉水

管理的主体十分复杂。流域管理职能在国家层面上分散于多个管理部门，存在责

权边界不够清晰的问题，从而导致流域机构及地方政府的权责也不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