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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级水利部门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在多灾频发并发突发
、自然灾害历史罕见的重大难关面前，在国家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大机遇面前，在
水利建设任务繁重、水利管理改革任务艰巨的重大挑战面前，经受了严峻考验，得到了艰苦磨炼，夺
取了重大胜利，水利工作呈　　现保障有力、抗灾有效、发展加快、管理加强的良好态势，水利改革
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快发展，随着水资源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治水实践的深入开展，水利
事业发展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水利部党组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把握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深入分析我国水资源条件的新变化，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完善可持续发展治水
思路，推动水利工作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顺应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在加快发展民生水利上下了很大工夫，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利问
题为重点，努力形成保障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水利发展格局，广大人民群众从水利发展中得
到了很多实惠。同时，面对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水利部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用水效率控制等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严格实
行用水总量控制，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坚决遏制浪费水资源，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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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中国水利发展报告》是水利行业蓝皮书,围绕水利发展与改革重大课题、水利实践中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汇集了一批反映水利事业年度进展的权威报告、重点领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
以及加快水利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建议。《2009中国水利发展报告》具有权威性、思想性、理论性、前
瞻性，对于指导水利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9中国水利发展报告》是水利工作者、水科学相关研究者、政府官员等必备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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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综合篇打好水利建设攻坚战开创水利发展与改革新局面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
水利又好又快发展2009年水利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专题篇专题一 水利发展战略不断提高水利领导干部
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提高水利的保障能力水资源要素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
用研究经济社会用水趋势分析及对策研究黄河流域与区域水利发展战略初步研究我国宏观水资源配置
格局研究专题二 水安全保障在水利部抗震救灾干部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防汛抗旱情况及2009年防汛抗
旱安排我国水安全保障年度述评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新时期我国水土保持重大机制选
择2008水利抗震救灾的启示与思考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成效和任务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及
其对策初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水利发展对策与水有关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初步探索北京奥运会水安全
保障回顾专题三 改革与创新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2008年我国水利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评述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事权划分与
协商机制研究基层水利改革和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特大地震与冰冻灾害水利应急管理机制的完善对策北
京市水权水市场建设探讨基于ET的水权管理体系设计探讨专题四 法制建设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纪检监察
工作为水利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证加强水利依法行政保障水利科学发展2008年水利法治建设综述构
建完备的水法律法规体系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的立法思考节水管理制度建设需求分析
关于加强太湖管理和保护的立法思考夯实基础开拓创新水行政执法工作开创新局面附篇国际水事我国
水利国际合作的回顾与展望国外水利发展经验借鉴——美国、日本防灾减灾管理政策演变及对我国的
启示2008年重要国际水事活动水与文化传承、发展和弘扬水文化的若干思考水利数据解析“十一五”
水利发展规划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07）从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看水利发展现状2001～2007年水利主
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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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深入开展。基本编制完成七大流域取水许可
总量控制指标方案，完成了永定河、大凌河水量分配，黄河水量分配指标细化到重要支流，一些省区
开展了辖区内主要江河水量分配工作。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布了行业用水定额，全国农业灌
溉用水定额基本编制完成，10个高耗水行业用水定额发布实施。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
开征水资源费，水资源论证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达到78个，省级试点
近200个，较好地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水资源保护取得新进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
完成了水功能区的划定，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完成了七大流域人河排污口调查登记，加强了对新建、
改建和扩建排污口的管理。公布了全国第二批重要水源地名录，对第一批列入名录的部分重要水源地
进行了检查和评价。新增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4个。进一步开展了全国地下水保护行动试点工
作。　　水生态综合治理和水资源统一调度取得成效。塔里木河治理、黑河治理、首都水资源保护工
程深入推进，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进展顺利，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开始实施。黄河连续9年不断流，
黑河下游东居延海连续5年不干涸。山西、河北连续6年向北京输水，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供水安全。继
续实施引江济太、引黄济淀应急调水和珠江压咸补淡水量统一调度，取得了显著效果。水利风景区建
设迅速发展，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第四，水利社会管理能力得到提升。水利规划取得重要进展。
国务院批复了长江、黄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太湖流域防洪规划和全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专项规
划、保障澳门珠海供水安全专项规划等12个水利规划，是国务院审批水利规划最多的一年。全国水资
源综合规划进入报批阶段，七大江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加快推进。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
划水利专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水资源配置格局与江河湖库水资源优化调配等重大课题研究取
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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