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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制度建设在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应用

谢直卉

四川成都　636000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水权制度在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应用。水权制度是指对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进行规

范和制度化管理的体制。在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水权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应建立水

资源所有权制度，明确水资源的归属和使用权限；规范水资源管理，建立水资源的监测和评估机制；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

提倡节约用水和循环利用技术；同时推动水资源市场化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水资源的交易和配置。通过建设完善的水

权制度，可以提高县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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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水资源比较匮乏的国家，所以水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伴随着经济快速发

展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资源需求日益增大，我国用水形势日

趋严峻。如何合理配置与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

社会各个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当前，我国在县域范围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和治理上都做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县域

水资源开发利用是保障全国水资源供需平衡至关重要的一环，

水权制度的确立被认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核心举措之一。

1. 水权制度概述

1.1 水权的定义和范围

水权是水资源管理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涉及到水资源

权利与责任的界定问题。水权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水资源所享

有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它是水资源所有者与使用

者间的法律关系。水权涉及面广，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生

活用水和工农业用水等。就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而言，水权

制度建设厘清水资源使用权利界限，保障水资源合理配置与

高效使用。通过明确水权有利于规范水资源管理和水资源可

持续开发与利用，保障水资源公平，公正，高效，可持续利用。

1.2 水权制度的基本原则

（1）公平原则

水资源的利用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生活用水、农业

用水、工业用水等。因此，水权的分配应该遵循公平原则，

确保各个方面的用水需求得到合理满足。

（2）可持续利用原则

水资源的利用应该遵循可持续利用原则，既要满足当

前的需求，又不能损害未来的水资源。因此，水权的分配应

该控制水资源的使用量，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有偿使用原则

水资源的价值在于其稀缺性和生态价值，因此水权的

分配应该遵循有偿使用原则。使用水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费

用，以体现水资源的价值。

2. 水权制度在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应用意义

2.1 增加水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厘清水权可以清晰地界定水资源利用主体与范围，

从而有效地避免水资源浪费与低效利用。水权制度使水资源

使用者具有清晰的权利边界与责任意识，有利于水资源的有

效分配与合理利用。从县域范围来看，构建水权制度能够指

导各产业及居民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

2.2 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构建水权制度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健

康稳定。水权制度可以通过对水资源进行规范化管理来保证

水资源开发利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避免过度开发与污

染。县域内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有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平衡

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3 解决水资源争端和冲突

水资源的稀缺性及其重要性，往往会引起区域，产业，

甚至个人的争论与对抗。由于我国水权立法存在着许多不

足，使水资源利用和管理存在着地区间，部门间和个人间的

水权冲突。通过对水权制度进行规定与约束，能够高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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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纠纷与矛盾，保障水资源公平合理配置。在我国当前法

律框架内，水权制度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有机结

合，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主要途径之一。推

行水权制度，有利于明晰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各参与方的

权利与义务，以减少有关争议，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3. 县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中水权制度建设的应用

3.1 确立水资源所有权

水资源所有权的建立，是水权制度构建的一个重要前

提。在县范围内，由政府代表国家对水资源行使所有权。这

就决定了政府在全县水资源中具有最终决定权与调控权，并

承担着水资源规划，管理与保护责任。通过对水资源所有权

进行界定，能够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公平分配，避免水

资源浪费与过度开发。同时政府行使水资源所有权要充分考

虑到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要求与权益，以利于水资源合理配置

与高效利用。要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应当制定并完善有关法

律法规，厘清水资源权利边界与管理责任，从而为我国水权

制度建设奠定坚实法律基础。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水资源

监测与评价工作，以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保障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促进县域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3.2 规范水资源管理

规范水资源管理，是水权制度构建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通过水权管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有效规范水资源开发利

用，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具体地说，水权管理政策应当

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主体，范围与途径，并规定相关权利与

义务。同时要建立水资源监测与评价体系，实时监测并定期

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保证水资源管理达到法律法规政

策要求。另外，要强化水资源管理执法，严肃处理违反水资

源管理规定问题，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安全。

从县域范围来看，政府应该积极推进水权制度建设、强化水

资源管理机构、提升管理人员素质与能力、保障水资源规范

管理与可持续利用。规范水资源管理既可以确保水资源可持

续利用又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创

造更优美生活环境。

3.3 促进水资源节约和保护

通过建立水权制度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有效推动水资

源节约与保护以及水资源利用效率。水权制度以厘清水权方

式厘清水资源使用权利界限，使水资源使用者对县域水资源

具有节约与保护的内在动机，政府通过水权分配能够把一定

数量的水资源配置到个人或者组织手中，让他们明确水资

源使用量及职责，以达到有意识节约与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对水资源利用工作成绩突出的个人或者单位，可给予减免有

关费用和技术支持等一定奖励或者嘉奖，并对浪费水资源或

者造成水污染者要采取相应处罚措施，例如罚款和限制用水

量，该奖惩机制能有效促进水资源节约与保护、提高水资源

使用效率。

3.4 推动水资源市场化配置

水权交易下水资源使用者可对水资源进行一定程度上

的自由购买和出售，从而形成水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该机

制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水资源向效

益较好的地区和区域转移。从县域范围来看，政府要积极培

育与规范水权交易市场并建立完善水权交易规则与监管机

制以保障水权交易公平，公正与透明。

通过水权交易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县域各产业协调

发展。同时水权交易也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收益，

推动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受市场机制刺激，水资源使用者将

更多关注节约用水与保护水资源、减少浪费与污染行为。

4. 结语

总之，将水权制度建设运用于县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是

重要而必要的举措。通过构建水权交易市场来明晰水资源使

用权归属与流转途径可以有效激发各方面对水资源的热情，

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与可持续利用。从县域层面看，运用水

权制度可以保障水资源公平、合理地配置，逐步化解水资源

供需矛盾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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