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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钱塘江流域水利规划实施监管探索

蓝张颖

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6

摘要：本文运用政府规制理论剖析了钱塘江流域水利规划实施监管的内涵，开展了以省级河道为重点的监管试

点探索，实施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监管、分类监管、清单式监管、数字化监管和第三方监测评估，取得了较好的监管效果，

为全面开展钱塘江流域水利规划实施监管提供了新尝试，也为类似流域水利规划实施“强监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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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规划是为流域（区域）防治水旱灾害和水资

源开发利用而制定的总体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

十八条规定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进入新时期，

水利改革发展面临新局面，治水主要矛盾从改变自然和

征服自然转向了调整人的行为和纠正人的错误行为 [1]。

水利工程补短板和水利行业强监管，成为水利改革发展

总基调 [2]。浙江也提出了“补短板、强监管、走前列，

推进浙江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水利改革发展总要求 [3]。

“强监管”渗透到水利规划管理、防汛抗旱、工程建设、

水工程和水资源管理、水土保持等各项工作。加强规划

实施监管，水利部先后发文要求加强水利规划执行情况

的监督检查，严格规范涉水行为，增强水利规划对涉水

事务的约束指导作用；要求落实规划实施责任，做好规

划实施监测和总结评估，确保规划落地。

1 钱塘江流域水利规划概况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河 [4]，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龙

田乡江田村青芝埭尖北坡，在上海卢潮港与宁波镇海外

游山连线上（湾口断面）注入东海，河流全长 668km，

总流域面积为555558km2，涉及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

浙江省和上海市。其中，浙江省内河流长度 586km，面

积 44467km2，2019 年流域人口约 2500 万人，占浙江全

省人口的 50%，GDP 约占浙江全省的 58%。钱塘江流

域综合规划、专业（专项）规划是指导钱塘江流域浙江

省域范围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河口治理的重要

依据。

（1）《钱塘江流域综合规划》（2010-2030 年）：

规划适应流域发展需要，构筑了防洪减灾、水资源保

障、水资源保护与水生态修复、流域综合管理四大体

系 [5]。提出新建（扩建）31 座水库工程、新建（加固）

1030km堤防、新建 1项引水工程、改造 11个灌区工程、

修复 11 项生态工程，是规划期流域治理、保护和开发

的重要依据。

（2）《钱塘江流域防洪规划》（2015-2035 年）：

规划完善了流域防洪减灾体系	，明确了以“上蓄下挡、

蓄泄兼筹、分级设防、保弃有序”措施提升流域防洪减

灾能力	 [6]。提出了开化、密赛、寺桥、铜山源、双溪口

等 20 余座水库的建设任务、坝址和规模，衢江、金华

江、兰江、新安江、富春江 1000余公里堤防建设标准、

堤线布置，以及主要干支流洪水调度等具体非工程措施，

是流域防治水旱灾害的保障。

（3）《钱塘江河口综合规划》（2005-2020 年）：

规划从保障河口地区防洪御潮安全和合理开发利用河口

资源出发，对度汛安全、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

境保护和改善、河口规范管理等进行了总体布局 [7]。提

出了河口治理、治江围涂、江道整治、排涝、岸线利用、

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河口管理等规划要求，是

河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4）《钱塘江河口治理规划》（2018-2030 年）：

规划适应了河口治理的新要求，提出了进一步提升钱塘

江河口防洪御潮保障能力，强化水域岸线管理与保护，

改善水岸生态环境，加强涌潮和古海塘保护，推进河口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8]，是开展河口治理

的重要依据。

2 水利规划实施监管的内涵
从经济学角度看，水利规划实施监管实质是一种政

府规制，即特定的行政机关或专门设立的机构、委员会，

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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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或者通过某些具体的行动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

限制与调控，目的是提高效率、维护安全公平、保护资

源和生态环境。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揭示政府规制的动因在于市场失

灵 [9]。水利规划涉及的流域水旱灾害防治和水资源配置

目标，具有投资大、公益性广泛等特点，单纯利用市场

机制难以高效实现规划目标。根据公共利益理论，在市

场失灵的情况，应由政府运用规制手段矫正低效率的市

场运作。政府规制手段包括指令和控制式、协商式、经

济诱因式、契约式，以及信息规制和自我规制等 [10]。针

对水利规划实施监管，可综合运用规制手段，完善监管

制度、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

3 钱塘江流域水利规划实施监管探索
钱塘江流域开展了以省级河道为重点的监管方式试

点探索。试点河道长度 546.83km，其中干流（双港口以

下至河口金丝娘桥 ~ 庵东）381.73km，支流 165.10km，

包括金华江段 25.25km（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口（燕尾

洲头）至衢江汇合口）、新安江段 41.85km（新安江水

库大坝至兰江汇合口）、浦阳江段 98.00km（安华水库

大坝至富春江汇合口）。

3.1 加强省市县联动监管

明晰省、市、县三级“强监管”职责与分工，省级

层面由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承担流域规划实施监管具

体工作，加强监管统筹协调，组织规划实施抽查抽测；

市级层面做好监管复查核实；县级做好监管整改落实等。

利用省市县三级联动增强规划实施的监管合力。

3.2 开展分类监管

开展规划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分类监管。约束

性指标包括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流域用水总量、水功能

区和水环境功能区达标率、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水源

地水质全部达标、流域内市、县（市、区）万元 GDP

用水量、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大中型水库坝址生态基

流、2020 年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比例下降率。	预期性指

标包括流域沿线防洪排涝标准、生活（工业、灌溉）用

水保证率、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大中型水利工程管理

能力达标率、超标准应对能力、管理信息化现代化程度

等。

3.3 实行清单式监管

实行“正、负”两张清单同步监管。“正面清单”

主要针对70余项规划监管事项和工作目标，按照范围、

对象、内容、权责不同分别制定，内容涵盖防洪御潮安

全、水资源保护和利用、水环境改善等；“负面清单”

主要针对规划监管发现的问题，实行“问题、责任、整

改”闭合管理，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4 推进数字化监管

运用信息化手段建设流域规划实施监管平台，实现

规划数据集成和业务协同共享。水事活动主体可通过平

台查询流域规划信息（规划目标、控制性指标、工程和

非工程措施等），开展拟建项目、涉河涉堤项目规划符

合性核对。监管人员可借助移动端或 PC 端开展流域规

划达标情况、规划工程进展、流域薄弱环节、在建项目

合规性的动态监管，提升了监管效率。

3.5 引入第三方监测评估

开展第三方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跟踪分析流域水

利规划主要指标落实情况，流域防洪御潮、水资源配置

中关键工程建设和重大事项推进情况，按每年不少于 8

个县市区的覆盖开展各辖区水利工程合规性抽测，按年

度开展规划实施情况总结评价，提出下年度规划实施监

管意见和建议。

4 结论
“强监管”是新时代水利改革发展的主基调。钱塘

江流域水利规划实施监管试点中，通过凝聚监管合力，

开展分类监管、清单式监管、数字化监管，以及引入第

三方监测评估等方式，使得规划约束性指标刚性作用得

到加强，预期性指标得到稳定增长。试点探索为全面开

展钱塘江流域水利规划实施监管提供了新尝试，也为类

似流域水利规划实施“强监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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