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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水资源规划及有关基础工作得到加强 2005年，开展了《格尔木河水资源综合规划
》；2008年，格尔木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三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
为做好全市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2008年9月20日《格尔木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大纲》在北京通过了
水利部审查。
11月，格尔木市正式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第三批节水试点城市。
2009年3月，青海省发改委对《格尔木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予以批复。
目前，该市认真贯彻落实《格尔木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全面启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积极推进水
权转换试点工作，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没，在各个环节加大了工作力度。
 7.1.3取水许可审批情况 1992年第一次发放取水许可证，共发放43套。
此后每年增加7～8套。
目前没有取水许可证的取水单位主要是驻军部队，驻军15个单位无取水许可证；还有部分农业林业取
水无许可证，农业用水主要是村管理的11条小型渠道没有取水许可。
 水资源费，在取水之后根据实际取水量的多少，于每年年中和年终征收。
1992年征收水资源费8万多元，以后逐年增加。
在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未提交之前，2006年全市征收水资源费60多万元；2007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提交
后，省水利厅水政处征收460多万元，市水政办征收230多万元。
 7.1.4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7.1.4.1存在的问题 1.取水许可没有全覆盖 从取水许可的覆盖面而言，取水
许可制度没有完全落实，还有一些取水没有领取许可证。
 2.行政级别意识对取水管理的阻碍 管理水资源的格尔木市水利局的行政级别为副处级，而所管辖范围
内有众多处级、厅级单位。
强烈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造成了低级别的水利局管理高级别的用水单位的困难。
尤其是一些大型国企，不仅级别高，而且在青海省经济中地位突出，企业领导可以直接向省领导提出
特殊的用水要求，使得基层的水资源管理丧失权威性。
 3.取水许可制度与水权制度改革的冲突 取水许可制度如何与水权制度相衔接？
格尔木市所属格尔木河已经开展了初始水权分配工作（张丽珩等，2011）。
虽然水权的划分可以为取水许可提供更明确地依据，而且在水权初始分配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取水
许可的衔接，按照尊重历史和现状的原则承认已经取得取水许可的单位的水权，但取水许可跟水权有
很大的区别。
取水许可属于行政管理行为，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一般禁止的前提下授予特定申请者的取用水的私人
公权力；而水权属于产权的一种，是受民法保护的财产权利（汪斌，2002）。
取水许可与水权相比，受行政调节而变动的可能性很大。
取水许可的期限一般较短，不超过5年，到了期限需要重新申请，因为产业政策的改变，一些原来授
予许可的企业可能不能继续获得许可，例如一些地区对高用水产业的限制，显然已经建成投产的企业
会因为这样的政策而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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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水权进行时:格尔木案例研究》可供与水资源管理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有关理论工作者
和实践工作者参考，也可供关心中国水权制度改革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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