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深化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小型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我省

小型水利工程数量众多，在全国位居前列。但由于工程管理相对

滞后，管护主体缺失，管护责任难以落实等问题比较突出，导致

目前工程隐患较多、效益衰减严重，已给我省国民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为加强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我

省决定按照国家部署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小型水利工程管理

体制改革，现就改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关于水利改革发展的重要精神，紧密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开展，以水利服务民生为出发点，明晰小型水利工程

产权，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明确工程管护经费渠道，探索建立

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工程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

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和效益充分发挥，确保

让社会受益、让群众受益。 

    （二）基本原则。一是正确处理小型水利工程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确保充分发挥工程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引

入市场机制，尽量降低运行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二是正确

处理工程建设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在加强工程建设投资的同时，

加大管理经费投入，着重解决“重建轻管”问题；三是正确处理



工程安全责任、管理权限、经营利益之间的关系。明确各级政府

安全监管责任和管护主体职责，按工程投资渠道、资金性质明晰

工程产权，并做到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的适度分离。 

    （三）改革目标。通过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到 2020

年，基本扭转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的局面，初步建

立符合我省省情、水情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小型水利工程

管理体制和良性运行机制。即：建立健全以县域为单位的县、乡、

村三级工程管理体系；建立制度健全、管护科学、经营规范的工

程运行机制；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水利工程管护体系；

建立稳定可靠、使用规范的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建立奖惩分明、

考核科学的工程管理监督机制。 

     二、改革范围 

   主要包括小型水库、中小河流及堤防、小型水闸、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1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池、水窖、塘坝等蓄水工程；

灌溉机井和装机 1000千瓦以下的小型灌溉泵站、排水泵站；流

量 1立方米每秒以下的引水堰闸、灌排渠系；管道灌溉、喷灌、

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除涝面积 3万亩以下的农田水利工

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小型水电站等。单一农户（企业）自

建自用的小型水利工程，不纳入此次改革范围。 

    三、改革主要内容 

   （一）明晰工程产权。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落

实小型水利工程产权。个人投资兴建的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



社会资本投资兴建的工程，产权归投资者所有，或按投资者意愿

确定产权归属；受益户共同出资兴建的工程，产权归受益户共同

所有；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入为主的工程，产权归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以国家投资为主兴建的工程，产权归国家、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所有，具体由当地人民政府或其

授权的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县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部

门负责工程产权界定工作，向工程产权所有者颁发产权证书，明

确工程主要功能和管理保护范围，明确产权所有者的权利与义

务。 

    （二）明确工程管护责任。工程管护主体应当健全管护制度，

落实管护责任，确保工程正常运行。涉及公共安全的小型水利工

程，工程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对工程安全负总责，县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行业管理责任，工程管护主体负直接责任，其中小型水

库应明确政府责任人、主管部门责任人和管理单位责任人。县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基层水利服务机构要加强对小型水利工程管

理与运行维护的监管和技术指导，督促工程管护主体切实履行管

理责任，保障工程安全长效运行。 

    （三）落实工程管护经费。多渠道筹集工程管护经费，建立

稳定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管护经费原则上由工程产权所有者负

责筹集，政府适当给予补助。积极研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动

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小型水利工程管护。地方财政可通过公共

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以及其他水利规费收入，积极落实小型水



利工程管护经费。省级财政通过现行政策和资金渠道，对全省安

全压力较大的小型水库，按照以奖代补方式对工程管护经费给予

适当补助。各级财政应建立财政补助经费奖补机制，按照“奖优

罚劣”的原则，根据管护实效进行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与方式，

由各地因地制宜确定。 

    （四）探索工程管理模式。针对不同类型工程特点，因地制

宜采取专业化集中管理及社会化管理等多种管护方式。各地应切

实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完善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可

结合实际成立专业化维修养护队伍，组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开

展集约化的维修养护服务。在确保工程安全、公益属性和生态保

护的前提下，可适当采取承包、股份合作和委托管理等方式，实

施小型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并服从防汛指挥调度和非常情况下

的水资源调度。实行承包、股份合作和委托等方式管理的，应签

订有效的运行管理合同，确立符合地方实际的承包年限，明确工

程管护主体、管护责任、管护范围，以及相应的奖补政策、违约

责任等。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工作责任，把改革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内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针对性强、可操作

的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改革的范围、目标、原则、年度计划、工

作流程、组织方式以及相关职责划分等。各级水利、财政部门要



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强指导，精心组织，全力推进。 

   （二）规范考核，强化监管。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实行分级

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安排奖补经费的重要依据。省水利厅、财政

厅以市级为单元，对改革情况进行考核；市级水利、财政部门以

县级为单元进行考核；县级水利、财政部门对辖区内的工程管理

单位进行监督考核，确保财政补助经费落实到工程、专款专用。

对考核不达标的市、县，省、市两级财政将不予安排奖补经费。 

  （三）分类推进、强化指导。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涉及

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任务艰巨，各地可先行试点、典型

引路、分类实施、全面推进。各级水利部门应加强业务指导，有

计划地组织技术培训，不断提高管护人员素质，增强工程管护主

体的管护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