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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争水问题、工业用水无偿挤占农业用水、生产用水大量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等现象
日趋严峻，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挑战。
目前，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加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已成为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和突出矛
盾，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是一项制度建设，其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
制。
当前加强水权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步伐，进一步明晰初始水权，强化水资源权
属管理，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是构建人水和谐社会
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证。
根据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针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水资源管理中出现的新情
况和新问题，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我国水资源权属管理构成的严峻挑战，水利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
及时启动了水利部科技创新项目“流域初始水权分配与总量控制研究”，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先后
启动了“松辽流域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专题研究”、“霍林河流域省（自治区）际水量调度管理办
法研究”和“霍林河流域省（自治区）际初始水权分配方案”、“大凌河流域省（自治区）际初始水
权分配方案”和辽宁省启动了“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关键技术研究”，以及水利部试点项目“辽
宁省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等，取得了较丰硕的理论研究和试点应用成果。
本书是在上述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针对我国当前对初始水权分配的有关理解和认知上的差异、分配理念和方法上的不同看法，本书给出
了初始水权分配的有关概念、指导思想和分配的基本原则、不同类别与级别的划分方法，初始水权分
配的对象、表征指标与分配程序、协商机制，以及初始水权分配方法——基于分配原则和水资源配置
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法，最后给出试点流域——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的具体分配方案、水量水质双总量
控制指标和试点流域霍林河流域水量分配管理办法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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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系统地提出了初始水权、自然水权和国民经济水权、政府预留
水量、政府监管水量等基本概念，初始水权分配的指导思想和分配原则、协商机制、分配类别、级别
和分配对象、表征指标、分配方法与分配程序、初始水权分配政府预留水量管理模式与管理办法、水
量交易与调度管理办法，以及具体分配方案等系列成果，形成了一套初始水权分配的理论技术体系，
反映了目前我国初始水权分配的前沿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为我国开展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提供了理论
和技术支持。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可供水利（水务）、农业、城建、环境、国土资源、规划设计
等相关科研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和规划管理人员学习、使用，并可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研修和参考
之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方法第一节 国内外现状第二节 基本概念第三节 水权制度
构成与内涵第四节 初始水权分配理论技术体系第五节 初始水权分配政府预留水量管理模式与办法第
六节 初始水权分配水量交易与调度管理办法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第四章 研究区水资源条件与开发利用
形势第一节 水资源条件第二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形势第五章 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及需水预测第一节 社
会经济发展预测第二节 社会经济需水定额预测第三节 社会经济需水预测第六章 研究区生态环境保护
及需水预测第一节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第二节 生态环境需水量确定方法第三节 生态环境需水预测第七
章 研究区基于分配原则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第一节 不同类别初始水权分配第二节 不同级别初始水权
分配第三节 不同类别不同级别初始水权分配第四节 初始水权分配结果合理性分析第八章 研究区基于
水资源配置模型的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第一节 水资源配置模型与系统软件第二节 水文系列与需水方案
第三节 可供水量分析第四节 基准年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第五节 基于现状供用水模式的“一次平衡”
分析第六节 基于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二次平衡”分析第七节 基于外调水的“三次平衡”分析第
八节 基于水资源配置方案的初始水权分配第九节 基于配置的水权分配结果合理性分析第十节 基于原
则与配置的方法差异分析第九章 研究区水量水质双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第一节 控制断面与指标的选择
第二节 双总量控制指标体系的确定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附录1 松辽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政府预留水量管理
办法（试行）附录2 霍林河流域省（自治区）际水量交易管理办法（试行）附录3 霍林河流域省（自治
区）际水量调度管理办法（试行）附表 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结果表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一、目的和意义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由于我国人均水资源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缺水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解决干旱缺水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措施之一，其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
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权属管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中已明确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国务院及其授权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水资源所有权，而水资源初始水权分配正是国家行使水资源所有权
的基本职能的重要体现。
《水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水资源的所有权，但未对水资源的使用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使用权
归属、权限范围和取得使用权条件等方面尚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
由于水资源使用权的模糊和没有严格的科学界定与分配，各地区、各部门在分配利用水资源方面常常
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水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无序与混乱。
但水资源总量中一定水量的使用权界定和明晰在技术上还是可行的。
因此，一方面法律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建立起财产共有的体制；另一方面通过分离所有权与使用权
，把水资源的使用权从流域层面分配到行政区域、再由行政区域分配给个人或单位，对水资源的使用
权属加以界定和明晰，水资源的使用权就是一定水量的取水权。
初始水权的分配、转让和交易，其实质是水资源使用权的分配、转让和交易。
通过水资源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和交易，可以把水资源配置到效益高的地方或行业，实现水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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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理论与实践》可供水利（水务）、农业、城建、环境、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等相
关科研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和规划管理人员学习、使用，并可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研修和参考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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