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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经过数代水利工作者的艰苦探
索和顽强拼搏袁我国水利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袁
积累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经验袁为我国经济发展尧社会稳
定尧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遥 科学有效的水利工
程项目管理体制以及高效的运行机制是我国水利工程

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障袁也是水利工程发挥综
合效益的重要保障[1]遥 但是袁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袁
社会历史背景尧管理体制尧水资源现状及水利工程发展

水平都与之前不同袁因此袁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也需
要随之做出相应变化[2]遥

1 我国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及模式分析

1.1 国家水利管理体制
我国国家水利管理体制组织结构见图 1[3]遥 国家水

利管理体制以及国务院水行政部门负责统一管理水资

源袁国务院其它部门根据相应的职责协同国务院水行
政部门管理水资源遥 流域机构属于水利部直属机构袁根
据相关职责规定执行相应的权力和履行相应的义务遥

摘 要：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是水利事业的重要内容，是发挥水利工程价值的重要保障.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并非

一成不变，它受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水资源现状、现代项目管理理论、可持续发展观都对水利工程项目管理提出新

的要求，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本文首先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及模式，结合我

国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中的问题，探讨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创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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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水利管理体制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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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省市下设水利厅局袁受省市政府及水利部共同领
导袁履行流域内的责任遥 以各级水利部门之间的隶属关
系袁水利管理机构可划分为中央直属尧省部直属和地方
管理三层遥 中央直属水利机构包括水利部尧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尧国土资源部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曰
省部直属水利机构包括各省市区水利局尧建设厅尧农业
厅尧七大流域机构等曰地方管理水利机构包括各市县政
府尧水利局和环保局等遥

1.2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模式
根据水利工程服务对象袁水利工程可分为防洪工

程尧排灌工程尧水力发电工程尧航道港口工程尧城镇供排
水工程以及综合性水利工程遥 工程类型的多样性也导
致水利工程单位管理内容存在很大的差异遥 但是袁水利
工程管理模式却多为野大而全冶野小而全冶的管理结构遥
这种管理结构导致管理机构设置细致全面尧机构分工
明确袁但是结构设置过多且复杂袁容易出现机构职责交

图 2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结构图

叉情况遥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管理结构见图 2[4]遥

2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现状

我国水利建设与管理存在重建设尧轻管理的思想袁
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袁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长期存在体制
不顺畅尧机制不灵活尧经费不充裕等问题袁在我国市场经
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大环境下袁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与社会
发展对水利工程要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遥
2.1 管理单位与管理体制的矛盾
水利工程单位管理性质经历了多个变化袁始终未得

到科学尧客观的定位遥 水利工程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两
个属性袁会造成管理单位的界限不清袁对工程管理和管
理单位发展都带来不利影响袁界定管理单位的性质对加
强管理的意义重大遥 但是我国兴建大批水利工程袁并形
成了多经营性功能要素的尧分布广泛的水利工程体系遥
行政和业务相分离袁形成条块分割尧政企不分尧政事交叉
的管理体制袁经常造成执法权和管理权错位袁导致水利
工程管理机构与工程管理养护尧水费计收体制等诸多方

面存在突出矛盾遥 在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发展过程中袁体
制问题对管理单位发展产生致命的持续性影响袁也是理
顺管理体制面临的最大难题遥
2.2 运行机制与经费管理的矛盾

在计划经济时代袁依据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建立管理
制度对强化水资源调度尧实现水资源与经济发展有效配
置发挥了很大作用遥 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
善袁市场规律起主要支配作用遥 而基层水利管理单位仍
严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管理体制袁思想观念停滞袁对上
级行政命令严重依赖袁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仍属于计划
经济做法袁未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管理单位内部
缺乏积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袁员工待遇差袁工作积极性
和活力不足遥在经费管理上袁我国属于农业大国袁农业也
是我国弱势产业袁需国家扶持袁因而水商品价格无法落
实袁我国也不补偿管理单位在防洪尧灌溉管理中耗费的
人力尧物力和财力袁造成管理单位经济入不敷出遥据相关
调查统计袁67.7 %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无拨款袁纯公益
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为各级财政全额拨款遥部分管理单
位虽然有拨款袁但远远不能满足管理和人员工资需求遥
2.3 管理与经济效益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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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管理单位资产和财务管理薄弱袁内部制度不健

全袁规范化管理差遥低水平管理袁效率低袁成本高袁影响工
程正常运行遥一方面水价和电价作为管理单位主要收入
来源袁水电价格偏低及水费收取困难造成管理单位收入
低遥 另一方面袁管理单位自身缺乏优势袁也缺少行业依
托袁未能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多种经营遥 我国多数水利工
程建设时间久远袁设计尧施工均存在问题袁水利工程老化
失修尧水毁损坏严重袁水利工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遥虽
然数十年来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加大了水利基础设施投

入袁加固了病危工程遥但从长远看袁仍需要建立良性运行
管理机制袁才能保证水利工程安全良性运行袁充分发挥
水利工程的效益遥

3 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创新设计

3.1 基于现代管理理论的水利工程组织管理体系
3.1.1 确立工作目标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工作目标需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原则袁以符合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自身情况为出发点袁
制定全面尧科学尧超前的管理目标袁以提升管理单位规
范化尧制度化管理水平袁实现管理单位长远发展遥 因此袁
管理目标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
的经济和社会功能袁完善工作程序和工作标准袁建立灵
活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袁提升人员素质和水平袁形成
科学管理尧顺畅的运行机制尧规章制度和岗位曰明确工
作职责袁实现人才优化配置袁提升工程防洪减灾尧供水
保障和水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袁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遥
3.1.2 工作机构设置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规模差异较大袁管理人员配置

悬殊袁不同管理单位的工作机构设置方式应有所区别遥
原则上规模小尧人员少的管理单位可采取直线制尧职能
制或直线要职能制等组织结构模式遥 对于规模大尧人员
多尧工作复杂的管理单位袁则可采用矩阵制尧事业部制
等现代组织管理模式遥 无论选用哪种模式袁都必须充分
考虑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两个要素袁实现有效管理遥
3.1.3 明确工作职能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可借鉴WBS管理理念袁将WBS

管理理念用于单位管理流程再造与创新遥 具体操作院将
全局工作逐一分解袁以某项工作任务作为项目管理生
命周期袁分阶段进行WBS分解袁建立工作流程图袁明确
工作岗位职责袁明确各个节点工作要求袁提高管理质量
和效率遥 分解工作任务中应重视创建 WBS的过程袁也

需注意创建 WBS应最多使用 20个层次袁小项目仅需
创建 4~6层即可遥
3.2 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体系总体设计方案
3.2.1 企事业分离

渊1冤明确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性质遥 根据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的任务和收益情况袁明确划分工程管理单位的类
别和性质遥 第一袁防洪排涝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的公益
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定性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曰
第二袁对于既具备公益性任务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袁又具
备供水发电等经营性水利工程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属于

准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遥对于不具备收支条件的管
理单位袁可定性为事业单位袁并由财政全额拨款遥而对于
具备收支条件的管理单位袁可定性为企业遥 如具备收支
条件且已转职为企业的管理单位袁应维持其企业性质不
变遥第三袁负责城镇供水发电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袁因其
具备较强的收支能力袁属于经营性管理单位袁可直接定
性为企业遥

渊2冤改革内部制度遥 属于企业性质的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需要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相关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袁企业自主经营尧自负盈亏遥 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主要负责人由上级机构直接聘任袁单位其
他人员则根据聘任制及合同制度聘用袁签订劳动合同遥
实行以岗位为主的薪资制度袁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和薪
酬袁完善企业工资结构遥 属于公益性质的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首先需要严格编订岗位及其编制袁制定岗位及编制
后由统计财政部门及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遥管养分
离后的维修养护人员尧实行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和维修养
护分离准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中从事经营性资产

运营和其他经营活动的人员不能再核定编制遥同时根据
叶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定岗标准曳合理定岗遥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需要根据精简高效原则撤消不合理机构尧控制编制
人员遥实施聘任制度袁建立岗位责任制袁根据岗位招聘人
员袁实现竞争上岗遥 事业性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主要领
导人应该由主管部门选任袁并通过竞争机制择优选择遥
建立领导人绩效考核制度袁定期考评领导人工作业绩遥
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实行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工资制

度遥 允许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前提下袁适当引进市场
机制袁将职工收入与工作绩效挂钩遥

渊3冤加强资产管理遥 具有企业性质的公益性水利工
程管理单位的投资经营活动不得脱离水利工程袁保证
管理单位具备充足的水利工程日常养护经费袁加强水
利管理部门的资产管理袁明确资产出资代表人遥 取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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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water conservancy

LE Rui1袁CHEN Wei2

(1.Dongxiang County Water Affair Bureau of Jiangxi Province, Dongxiang 3318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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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guarante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hanged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 Higher requirements is required due to three red line i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mod原
ern theory in project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n water conservancy,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
for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Presen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is analyzed, and innovation countermeasures are discussed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man原
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Reform and innovation; Projec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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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或国有控股水利管理企业的支持袁形成大型国有或
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袁负责经营性水利工程项目投资管
理袁实现国有资产增值或保值遥 纯公益性水利工程单位
必须严格限制其活动袁不允许从事经营性活动遥 而不具
备收支能力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则需要明确公益性和

经营性资产界限袁 明确划分公益职能部门和经营职能
部门袁分离公益职能部门和经营职能部门袁做到事企分
开和财务分开遥
3.2.2分离管理和养护职责

渊1冤完善机构设置遥 科学定岗及核定人员编制后袁
还需要将水利工程养护人员及养护业务从水利工程内

分离出来袁建立独立的专业化养护企业袁通过招标方式
选择最优的养护企业承担水利工程养护业务袁财务部门
需要及时提供充足的水利工程养护资金袁满足水利工程
日常养护工作需要遥 建立专业化养护企业后袁政府还需
建立养护企业资质标准袁规范水利工程养护行业袁提高
养护企业的养护水平遥 最后袁各级政府及其它管理部门
需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袁促进市场主体发展袁规范市
场秩序袁维护市场稳定[5]遥

渊2冤建立水价管理体系遥 水利工程供水税费为经营
性收费袁供水价格要按照补偿成本尧合理收益尧节约用
水尧公平负担的原则核定曰对于不同用途的水价袁需要
区分对待袁根据用水性质分类定价遥 如农业用水的水价
需要根据补偿供水成本的原则核定价格袁不计利润袁而
非农业用水的价格需要在补充供水成本尧费用尧集体合
理利润的基础上确定水价遥 同时袁水价还需要根据供需
变化尧水资源状况的因素不断调整遥 在供水价格上袁中

央直属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以及跨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

应由国务院直接负责袁地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应由省级
价格管理部门直接管理袁或者地方价格管理部门提出水
价调整方案袁再经省级价格管理部门审核通过遥 在价格
制定标准上袁国务院还需要出台相关法律袁规范水价制
定方法遥

4 结语

改革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袁也是推动水利
工程管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力量源泉遥 当前我国水利
事业正处于新的起点袁推进水利工程项目管理体系创新
改革袁建立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水利工程项目组织管理
体系势在必行遥 在水利改革的道路上虽然面临许多障
碍袁但是我们需要坚定改革的信念袁坚信管理体系改革
创新袁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袁让未来的水利事业更加光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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