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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推进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基于现阶段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状,分析了当前工

作中标准体系尚需健全、管理考核有待完善等问题。针对运行管理工作重点内容及关键环节,提出构建

完善标准体系、科学实施达标考核、多渠道强化资金保障等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思路。研究

成果可为科学评价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保障工程运行安全和发挥效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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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standard system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management assess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the current work. Aiming at the key content and key link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pro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standard system, scientific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 assessment, and multi-channel strengthening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nsuring 

the safety of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ximizing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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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有序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已建成

各类水库近10万余座,5级以上堤防30余万公里,规模以上水闸

10万余座,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江河防洪、农田灌溉、城乡供水

等水利工程体系。《“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明确提出到2025

年中国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将逐步实现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

因此,全面推进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对进一步提升水

利工程专业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形成完善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

理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和持续、高效发挥工程综合效益

具有重要意义。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状 

近年来,全面开展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水利工程隐患

消除工作,水库安全状况明显改善；通过实施小型水库专项督

查、水库防洪调度和汛限水位执行监督检查、水利工程管理千

分制考核、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创建及国家级水

管单位创建等各项监督检查及考核考评工作,体制机制得到不

断完善,运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但由于水利工程点多、线长、

面广,类型多样,管理多元,管理任务重等因素影响,当前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仍然存在以下薄弱环节。 

1.1标准体系尚需健全 

推进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需依托国家、行业、团

体标准并结合自身运行管理实际情况,构建一套适应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单位(以下简称“水管单位”)标准化管理需求的定制

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运行管理体系。目前针对水库工

程制定有注册登记、安全鉴定、除险加固、降等报废、调度运

用、维修养护、监测预警、应急预案等运行管理制度和技术标

准体系,制度体系较为健全,但针对水闸、泵站、堤防及渠系等

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及技术标准体系尚需补充完善。经济发达地

区及大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大多已根据各自管理事项建立有相

应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但尚未形成体系。受地区经济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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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等的影响,经济欠发达地区及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自身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体系构建方面相对缺乏和滞后。 

1.2管理考核有待完善 

2003年,水利部印发了《水利工程管理考核办法(试行)》及

其考核标准,并进行了多次修订,通过管理考核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水管单位对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的重视,对经济发达

地区水利工程标准化运行管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

由于受水利工程类型、工程等别、运行管理资金保障、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各水管单位技术经济水平及工程由建转管基础条

件等限制,考核工作在中小型水利工程、基层水管单位等作用发

挥尚显薄弱,不能满足差异化考核需求。在考核结果应用方面,

考核结果未能与单位年度目标考核、水利资金拨付、个人绩效、

评优评先等有效衔接,导致水管单位对水利工程管理考核的重

视不够,考核对切实提升工程管理水平效果有待提升。 

1.3经费保障尚需加强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撑保障,如工程运

行、维修养护、更新改造及人员管理费等。目前,针对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的资金来源具有一定局限性,特别是非经营性水利工

程,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水利发展资金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

科目。中央资金虽能足额到位,但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地

方配套资金保障力度有限,不能有效保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基

本资金需求。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满足其标准化运行管理要

求,资金保障力度尚显不足。 

2 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对策 

2.1构建完善标准体系 

2.1.1完善管理标准体系 

针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领域中需要协调统一的管理

事项制定标准。管理标准体系中需明确管理活动的主管领导、

责任部门、协作部门的职责。管理标准的编制应依据法律法规、

条例及上级标准和制度,按照与相应技术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

规定管理活动的内容、程序、方式、方法和应达到的要求。水

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标准既包括运行调度、防洪度汛、水情测

报、安全监测、巡视检查、水质监测、设备设施、维修养护、

水工建筑物等生产运行管理,也包括采购、招投标、合同、标准

化、人力资源、财务、职业健康、信息、党群等基础保障管理。 

2.1.2制定技术标准体系 

针对特定技术事项和技术活动的形成过程、适用条件、达

到的效果等制定一致性规范,以保证在日常工作中必须执行技

术事项和技术活动的规范秩序。对水利工程、设备设施的运行、

检修与维护制定统一规范的操作执行程序,包括技术规程、规

范、导则、作业指导书等。技术标准的制定首先采集识别国家

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后进行转化、吸纳,再结

合单位实际、运行管理过程及内在联系,确定单位自身定制的技

术标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技术标准主要包括针对水工建筑物、

机电设备、监测设施、水文气象、通讯设备、信息系统、计量

设施等所制定的运行、维护、检修等技术标准。 

2.1.3构建岗位标准体系 

为实现管理标准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有效落地执行,制定

以岗位作业为组成要素的标准化文件。管理标准的制定要依据

行业主管部门和上级管理单位的有关规定,落实技术标准和管

理标准的要求,并与之协调,把技术事项、管理事项与岗位有机

结合成一个整体。主要作用是明确岗位人员的基本职责、任职

条件和考核标准,压实岗位责任。通过岗位标准,将管理环节中

的接口关系、接口条件、接口职责进一步明确,把工作中应实施

的技术标准与相应的岗位挂钩,明确到岗位标准中,将各岗位的

工作统一到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的内容、要求和方法中,消除不

必要、不合理的工作程序和内容。岗位标准运行主要由决策层、

管理层和操作层构成,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岗位标准主要包括高

层类、行政类、技术类、财务资产类、水政监察类、运行类、

观测类等。 

2.2推进标准化建设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建设工作包括构建标准体系、实

施标准化活动、评价和改进、成果与奖励、标准化文件和记录

管理等内容和要求。针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实际,按照理清管理

事项、规范管理程序、科学定岗定员、建立激励机制、严格考

核评价的原则,依据管理标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岗位标准体

系,开展标准化活动,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标准

体系进行自我评价,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实现标准体系的PDCA

持续改进与统一协调。通过标准化建设使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活

动获得 佳秩序,实现工程状况正常、安全管理到位、运行管护

规范、管理保障有力的目标,全面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目前《长江委水库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体系框架文件》拟在南

水北调中线水源公司运行管理标准化工作中推广,以南水北调

中线水源工程为依托,进一步优化完善标准体系并开展试运行,

计划用2～3a时间形成一套适应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工程的运行

管理标准化体系,并在流域内类似工程开展推广应用。标准化建

设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条件、技术管理水平及工程运行管理实

际需求,按照以下原则因地制宜逐步推进。 

2.2.1科学规划 

运行管理标准化工作是一项需长期坚持的系统性工作,管

理单位应成立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及专门机构,主要领导抓,全

员参与；制订标准化工作目标计划、工作方法与实施路径；做

好任务分解,压实各级责任,督促指导标准化工作有序推进。条

件成熟的地区进行先期试点,不断积累经验,发挥示范效应,以

点带面推进标准化工作,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标准化工作模板,

逐步实现全面推广。 

2.2.2逐步推进 

运行管理标准化活动要以工程运行管理实际需求为导向,

着眼化繁为简、定制化的特点,以管理规范化为基础,明确管理

目标,厘清管理事项,规范管理行为。以标准化体系文件为依据,

开展标准化试运行并不断修订完善标准体系。通过信息化手段

实现标准文本的编制、修订、复审、报批、发布及实施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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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活动的全过程、全流程痕迹管理,为推进水利数字化、智

能化提供支撑。 

2.2.3科学评估 

结合试点和实施情况,加强对推进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总结

和实际成效的评估,注重单位、地区之间的学习交流,互相借鉴

成功经验和做法,完善标准化工作目标,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拓

展标准化管理内涵,延伸标准化管理范围,将标准化管理推广到

管理单位的各个方面,逐步实现管理内容的全覆盖,促进水利工

程管理水平全面提升。通过标准化管理工作的实践推进,总结先

进经验和成果,从根本上提高水利工程的标准化管理水平,助推

工程持续发挥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后续的工程规

划、建设、管理提供依据和支撑。 

2.3科学实施达标考核 

通过标准化建设、运行实施、持续改进等活动,配套与之相

适应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评价办法,明确标准化基本要

求和评价标准,建立运行管理标准化常态化评价机制,科学组织

开展标准化评价工作。对已达标水管单位开展“回头看”,不定

期抽查,对复核或抽查存在问题的单位,采取通报、约谈等处罚

措施；问题严重、整改不到位的可取消达标资格。应建立完善

的目标管理考核制度,将标准化建设工作与单位工作效能考核、

个人工作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资金分配等挂钩,落实奖惩激励

措施,通过考核结果应用,形成常态化的考评机制。2022年3月,

水利部已经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指导

意见》《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及其评价标准,明确了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标准化基本要求和水利部评价标准,同时要

求流域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本地区和单位的评价细

则和标准,建立标准化管理常态化评价机制。 

2.4多渠道强化资金保障 

为保障水利工程运行安全及标准化建设经费需求,按照政

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原则,强化财政支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

积极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资金比例,

完善中央和地方分摊机制；鼓励信用优良企业通过信用类债券、

项目收益债券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盘活优质水利资产,增加水利工程运营收益。标准化建设是

一项需长期坚持的系统性工作,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应建立

专门资金保障机制,纳入各年度经费预算,专款专用,确保标准

化建设工作落地、落实。近年来,江西省高度重视水利工程标准

化建设,截至2021年底,共有13132座水利工程实现省级标准化

达标,并出台文件构建了具有江西特色的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体系。为保障标准化工作的顺利实施,江西省级财政连续4a安排

4亿多元维修养护补助资金专项用于标准化管理,发挥省级资金

的导向作用,同时将标准化工作成效纳入全省水利发展改革考

核,与省级以上维修养护资金补助挂钩,推动标准化管理落地见

效。浙江省余姚市为解决水利工程管理管护不到位,资金筹措和

配套能力不足、经费难以足额到位的短板,出台了《余姚市水利

工程标准化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标准化创建项目资金筹

措方式、管理范围和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解决了标准化管理资

金保障问题,“十三五”期间落实了5614．6万元的标准化创建

经费。此外,出台了《余姚市水利工程运行维修养护管理办法(试

行)》,明确市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费”“人员及运行管理费”由市财政全额承担或在水费中列支。

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管理的水利工程“人员和运行管理费”

由市财政按不同工程类别每座从1万元到6万元不等进行补助,

“维修养护费”按实际发生额由市财政补助。上述措施破解了

长期以来水利工程运维资金投入不足的困境。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针对性提出从构建完善标准体系入手,按照示范一

批、带动一批的原则,逐步推动标准化达标创建,严格落实经费

保障和考评机制,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和成果。通过标准化建设和

考评,进一步优化完善标准体系,规范管理行为,切实提高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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