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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以及居民正常生活的基础资源之一,水资源的应用十分的广泛,但是由于城市对水资源的管理缺

乏经验,使水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不高,而且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较大。对某地区的水资源调研发现,该地区

城市排水以及水治理工作存在较多问题,有待及时改进。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城市的发展过快,城市原有的给排水

系统无法满足城市现阶段的实际需求,无法满足市政的排水需求,就会造成管道拥堵。其次,城市水治理工作不到位,导致地下水

资源受到污染。 

[关键词] 城市排水系统；水治理；改革措施 

 

在城市实际运行的过程之中,水资源的储备以及利用效

率直接会影响到该城市的发展。首先,通过采取有效的手段

以及设施完善整个城市的排水系统,从而提高城市对雨水以

及地表水资源的利用率,加大城市排水系统的容量,使雨水

以及地表水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其次,通过优化城市

水资源治理技术,使用先进的过滤系统,使整个城市的地下

水资源的水质始终维持在较高的状态。 

1 当前我国城市排水现状浅析 

1.1 城市排水系统荷载和城市规模无法匹配 

城市排水系统荷载和城市规模无法匹配,是目前我国大

多数城市的现状。城市排水系统的荷载无法满足城市水资源

循环利用的需求,就会造成水资源的流失以及浪费,从而导

致城市的水资源储备不足,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发展。城市排

水系统荷载和城市规模无法匹配, 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城

市市政配套设施的建设速度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从而导

致整个城市排水系统无法承载整个城市日常的排水量。 

1.2 城市对排水系统以及水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 

水资源是整个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而就我国目前

的实际情况而言,水资源治理技术较为落后,直接阻碍城市正

常有序的发展。但是,城市对排水系统以及水治理工作的重视

程度不足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现状,由于对水资源治理工

作的开展,需要花费大量的市政工作人员以及资金,但是短期

内很难出现效果,需要具有持续性的市政工程建设,才能看到

效果,大部分的城市管理者优先发展经济,而且对城市对排水

系统以及水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城市的排水系统

以及水资源治理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展。 

2 我国水治理体制现状 

2.1 流域层面的水治理体制现状 

依据《水法》等规定,水利部在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珠江、松辽、太湖流域分别设立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

围内,负责保障水资完善水治理体制研究专题源开发利用、水

资源监督和保护、防治水旱灾害、指导水文工作、协调水土

流失防治、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农村水利及农村水能资

源开发等职责。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水资源统

一管理。依据《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黄河水量调度条例》

《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太湖流域管理条例》等法

规和所在流域特点,相关流域管理机构代表水利部根据中央

事权承担相应职责。此外,在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域联席会议、

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流域协商机制中,发挥协商机制办事机构

的作用,促进流域管理工作。 

2.2 地方层面的水治理体制现状 

地方总体上以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为主,相关部门配合,

部分地方有创新。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与中央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职能基本对口,分省、地(市)、县三级,实行分级管理。

推行水务体制的地区,把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职能

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山西、福建建立水资源管理

委员会,作为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对全省水资源实行统

一管理。新疆成立了由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主任,省级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对全流域

行使水资源统一管理、流域综合治理和监督职能。江苏、湖

北等地区探索建立河长、湖长制,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

任“河长”与“湖长”,负责辖区内河流水系水环境治理工

作。此外,我国在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农村饮水安全保

障和水库安全管理方面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 

3 我国治理体制的内涵及范畴 

水治理体制,是指在水治理活动中,政府、事业单位、企

业、社会组织等机构设置、权限划分以及相互关系。水治理

体制是传统水管理体制的升级,是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生态

文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适应时代发展,既改革不适应实践要求的水治理

体制机制,又不断构建新的水治理制度和体制机制,使水治

理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机制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推动水治理

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

实的水安全保障。针对当前我国水治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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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水治理体制要重点解决好以下问题：中央和地方涉水事

权划分,中央和地方涉水行政机构设置及职责划分,流域机

构的地位和作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涉水经营管理的权

责,上述各类机构的相互关系及协调机制,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等制度体系。其中,关键是要理顺中央政府部门之间在水

治理方面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以及相互关系。 

4 我国水治理整改措施浅析 

4.1 提高水资源保护意识 

切实提高对水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是提供整个城

市水资源治理工作效率的有效措施之一。对于城市的管理者

而言,要提高水资源治理工程的重视程度,从根本上提高对整

个城市水资源保护工程的重视程度,深刻认识到水资源对城

市发展的重要性,从而才能够在实际的城市管理工作中,切实

提高对市政给排水工程以及水资源治理工作的投入力度。针

对城市的管理者而言,要定期进行相关的研讨会,邀请从事水

资源治理工作的部门以及机构进行学术演讲,从而充实相关

的理论知识,在实际的治理工作开展时,对相关的治理措施具

有一定的概念。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意

识,在平时的生活之中,注重对水资源的保护,对厨余垃圾进

行细致的分类,从而降低城市污水处理工作的难度。对于城市

居民相关节水意识的培养工作,主要依靠政府的宣传机构进

行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活动来实现的,在实际的宣传教育

活动中,要注重持续性,使节水以及保护水资源的意识成为城

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4.2 优化城市排水系统的配置 

城市排水系统是整个城市进行地表水资源再利用的主要

市政配套设施,整个排水系统的性能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水资

源循环利用的效率。目前,由于城市发展过快,给排水系统的载

荷无法满足城市实际需求,就会造成水资源的流失。所以,需要

优化整个城市的给排水系统,使城市给排水系统的载荷能够满

足城市水资源的需求。首先,要对城市进行细致的浅析调研工

作,从分调研整个城市的实际水资源载荷以及 大载荷,然后,

根据前期调研所得到的数据,对整个城市的给排水系统进行优

化施工,对排水量较大的区域,加装排水管道系统,对老旧排水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优化管道系统的配置。 后,对于整个城市

排水系统进行系统化的升级工作,主要是对整个管网系统加装

过滤器,从而确保地表水资源不会对地下水资源造成污染。 

4.3 引进尖端水资源治理技术 

我国目前的水资源治理技术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实际

的水治理工作中还需要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来不断进步,但是

城市发展离不开高效率的净水系统。所以,在城市水资源治

理工作中,要借鉴国外的治理技术,来完成相应的水资源治

理工作。国外顶级的水资源治理技术,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相

关城市水治理工作的开展,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有两

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不可以完全照搬国外顶级的水治理

技术,这样会直接造成我国相关水治理技术研究工作的懈怠,

从而阻碍我国相关治理工作的开展,另外一个方面,国外顶

级的水治理技术使其根据该国实际的水资源污染情况,所制

定的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我国如果直接使用该技术,会

影响到整个技术的实际效率。 

5 结束语 

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以及对整个城市水资源的治理工

作,需要统筹兼顾,从多方面同时进行,从而确保城市的水资

源储备能够满足城市实际发展过程中的需求量。城市排水系

统的建设以及对整个城市水资源的治理工作的开展,首先需

要从整个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入手,城市居民节水意识的养

成,能够大大提高整个城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减小城市

排水系统负担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水治理工作的难度。其

次,要从整个城市市政配套设施入手,切实提高整个城市排

水系统的载荷,从而提高城市雨水的利用效率,不会由于排

水系统达到饱和而使雨水以及地表水资源被浪费。不断提高

城市对排水系统以及水治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是解决城市水

资源困境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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