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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条红线”着眼于水资源管理中配置、节约和保

护三个关键环节。其中，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以 2012
年国务院《意见》中确定的全国水资源开发红线为标

准，各流域、各行政区域和各行业严格执行用水定量

化，通过核算河流、湖泊水资源的开发率来控制对河道

和湖泊的水资源的开发，以加强对水资源的保护。它

将一定时间段内对水资源总体的开发利用边界予以明

确，反映了我国水资源管理将从供水型向需水型进行

转变，以此实现用水总量的严格控制。用水效率红线

是“三条红线”中较为综合性的一项指标，用以推动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遏制用水浪费。在管理措施层面，包

括用水定额管理、计划用水管理、节水强制性标准制

定、节水“三同时”管理、重点用水户节水管理; 在工程

措施层面，包括节水灌溉、工业节水技术改造; 生活节

水器具推广。它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用水总量控制，也

可以间接促进水质的提高。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主

要结合水域纳污能力



理机构没有权限对行政区域管理部门进行相互之间的

协调工作。虽然流域管理机构多数情况下从流域水资

源整体和流域各行业及人口全局考虑，但是其制定的

水资源分配方案往往得不到各级行政区域管理部门的

肯定和落实。水资源分配指标在落实过程中置之不顾

或随意超标。出于经济发展指标的考虑，行政区域管

理部门往往忽视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让利于有较强

经济实力的生产厂家，导致省级之间、市级之间争夺水

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



划，应当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审批机关认为取水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

行听证; 取水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害关系的，

审批机关在作出是否批准取水申请的决定前还应当告

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

的，审批机关应当组织听证。《甘肃省实施 ＜ 水法 ＞
办法》第六条规定，制定水资源规划、水量分配方案、
用水定额和调整水价应当举行听证，广泛听取社会各

方面的意见。此外，《甘肃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

例



的基本依据



内陆河流域范围内应当加大对水资源管理相关内容的

宣传和培训，争取做到统一化和标准化，相关部门应可

以通过各种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和手机等渠

道，广泛宣传西北内陆河流域内的基本水情与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内容及其相关政策，从而形成制度

实施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环境。其次，相关部门应使管

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内化于主体，使大众主体深刻地认

识到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中

的重┙91 64.549兆��，行动上能自觉接受并践行该项制度，在49兆��

常生活中以自己的方式推动节水型社会的构建，推动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现。第三，相关部门应可

以考虑制定一些适当的行政奖励制度，调动公众参与

的积极性，用物质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方法，使民众49兆��

于参与到水资源管理责任考核活动中。总而言之，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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