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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管理方法研究

周海炜摇 李蓝汐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摇 211100)

摘摇 要:将标杆管理方法引入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基于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导则

SL / Z738—2016》确定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管理指标体系和标杆目标选取原则,以长江中下

游 A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为例,阐述标杆管理的应用方法和步骤,由此量化 A 市与标杆目标之

间的差距,分析存在问题并指出下一步需要关注的重点。 研究表明,标杆管理方法可提高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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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水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水、自然、社会和谐

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

和,反映社会人水和谐程度和文明的进步状态;水生

态文明城市是达到水系完整、水体流动、水质良好、
生物多样、安全保障、文化传承等方面目标要求,实
现人水和谐的城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则是在遵

循水生态文明理念基础上,因地制宜采取各项保护

与措施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的过程。 2013 年以来,
水利部先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的意见》和《关于开展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分两批启动 105 个水生态文明建设

试点。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首批水生态文明城市的

46 个试点已完成建设,其中的 28 个通过验收,全国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显著成效[1]。
目前,我国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大致有

3 个视角。 一是研究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模式,
如王沛芳等详细阐述国内外生态城市研究的发展过

程,提出要重视水的生态功能,要将水生态系统建设

纳入城市规划和建设[2];詹卫华等分析西方国家水

生态文明的建设历程以及城市与水的关系,提出随

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水资源、水环境、水空间、水
文化等为载体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外城市改

造和更新的重要手段和措施[3]。 二是研究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如通过对全国 36 个城

市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对比分析,倪盼

盼等认为,水资源情况是建设水生态文明的基础,水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基础,需要列入评级指

标体系[4];黄茁构建水生态文明的水资源、水生态、
社会、经济 4 大子系统的相关关系,并设计了各子系

统的评价指标[5];唐克旺提出了由 2 个系统、6 个对

象类型及 20 个指标共 3 层构成的水生态文明多层

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弹性分级评分系统将水生态

文明状况划分为 5 级,以体现不同地区水生态文明

的差异性[6];王建华等构建的水生态文明评价指标

体系框架由水生态系统、水供用系统、水管理系统和

水文化系统构成,且其对各系统的评价指标进行筛

选并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结合水生态文明评价的

基本条件和特色性指标形成较为完整的水生态文明

评价体系[7];三是研究某一具体城市的生态文明建

设,如张建云总结分析了广州、南宁、长沙、南昌、郑
州、济南、西安、哈尔滨等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的经

验和问题,并给出相关建议[8]。 分析现有文献可

知,将试点城市取得的成果进行推广应用的研究成

果较少,而将标杆管理应用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的相关研究也较为鲜见。
标杆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种竞争分析方法,即

企业通过与竞争对手持续比较、优化流程、实现目标

的过程,包括立标、对标、达标、创标 4 个环节,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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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成持续改进、不断超越、螺旋上升的良性循

环[9]。 目前,国外也将标杆管理广泛应用于公共管

理和计算机领域,如 Kim 等运用标杆管理分析企业

网站,以确定行业之间网站设计的差异[10];Debnath
等提出智能交通城市标杆管理方法,分析世界范围

内 26 个城市的交通业智能情况并提出改进策

略[11]。 近年来,我国学者将标杆管理广泛应用于不

同行业,如:张小玲介绍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的 3 种通

用方法:“3E冶评价法、标杆管理法和平衡记分卡,其
中标杆管理能将比较与评估融为一体、以评估促进

与更高水平的比较,并提出我国地方政府政绩效评

估体系设计的路径和策略[12];结合标杆管理,尚和

平等给出了甘肃省旅游竞争力提升的方法[13];杨玲

娟将标杆管理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并提出其

能协助改善运营绩效[14];温宗国等设计了环境友好

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且提出了指标标杆的确定原

则[15]。 综合分析,标杆管理已从企业竞争走向更多

领域,且取得较好的实践成效。
水生态文明试点城市的先行先试探索了不同发

展水平、不同水资源条件、不同水生态状况下的建设

模式,积累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区域范式,为全国全面创建水生态文

明城市提供引领和示范。 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通过水生态文明

建设试点和创建活动,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带动效

应。 为将试点建设成果更好应用全国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有必要引入成熟的企业管理方法———标杆

管理,以加快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步伐,指导水生

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 标杆管理可将自身与标杆

之间的差距进行量化,直观表现存在差距的大小与

差距的具体体现。 在分析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指标

体系的基础上,笔者探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标杆管

理的方法,通过实例给出应用标杆管理进行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的具体步骤和建议。 通过将标杆管理与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相结合,可使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的各项指标量化,通过与标杆目标的比对,明确需

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并通过不断追踪标杆目标,为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长远发展提供支撑。

一、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标杆管理的
指标体系与选取原则

1. 标杆管理的指标体系

各地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伊始都根据自身情

况建立指标体系,如:贵州省安顺市水资源缺乏、突
发性旱涝灾害频繁、生产和生活污水造成的水污染

严重,为此,其将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一级指标分

为水资源开发利用、水生态环境、水管理和水文化 4
个方面,并提出优先解决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16];
辽宁省沈阳市的水资源匮乏,而且水环境问题已成

为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其将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的一级指标分为社会经济、水资源、水生态和建

设保护 4 个维度[17];陕西省咸宁市的水生态水环境

管理体系总体良好可靠,但水环境形势严峻、水安全

体系建设仍需进一步改善,为此,咸宁市的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体系一级指标包括了水生态、水安全、水
管理和水文化[18];江苏省扬州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地

区,境内湿地多,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防洪功能和

独特的水文化,为此,扬州市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体系涵盖水资源管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水资源配置、防洪与饮水安全保障、水文化与水

景观共 6 个维度的内容[19]。
为实现用统一的水生态文明理念指导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2016 年 4 月,水利部发布《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评价导则》(以下简称《导则》),并制定《水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计分细则》(以下简称《计分

细则》)。 通过《导则》和《计分细则》可知,水利部将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分为

全国通用指标和区域特色指标,其中,全国通用指标

为 6 个,即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节约、水监管、
水文化;区域特色指标按照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长
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分

为 6 个区域,每个区域各包含 2 个特色指标且一级指

标下含 23 个二级指标。 《导则》和《计分细则》是目

前我国最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各省、市、县、地区的水生态文

明建设指标。 在进行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标杆管理

分析时,笔者以《导则》为指导,将《计分细则》涉及的

指标作为标杆管理的指标体系(6 个一级指标、23 个

二级指标),并直接采用其指标的分级和分值。 其中,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计分细则的通

用指标为表 1、特色指标为表 2。
2. 标杆目标选取原则

第一,客观条件相近。 进行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城市 /区域(以下简称本城市或本区域)与标杆目标

的差异不宜过大。 我国地域广袤,北方城市的水资

源多来自地下水、南方城市多源于江河湖泊,因此,
水资源和水生态差异较大的城市不宜选为标杆目

标,应根据自然和人文条件选取与本城市 /本区域情

况相近的城市作为标杆目标。
第二,标杆目标的竞争力应大于本城市 /本区

域。 标杆管理本质是定标比超的过程,最终目的是

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达到目标水平,如果选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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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如本城市的标杆目标城市,则达不到比超的目

的。 因此,所选取的标杆目标应在指定指标方面的

竞争力应高于本城市,且本城市可通过努力逐渐达

到甚至超过标杆目标的水平。

表 1摇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计分细则(通用指标)

性
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量纲
指标分级阈值及分值

玉级(4 分) 域级(3 分) 芋级(2 分) 郁级(1 分) 吁级(0 分)

全
摇
国
摇
通
摇
用
摇
指
摇
标

水
摇
安
摇
全

水
摇
生
摇
态

水
摇
环
摇
境

水
摇
节
摇
约

水
监
管

水
文
化

(1) 防洪排涝达标率 % 100 ~ 90 90 ~ 75 75 ~ 60 60 ~ 40 40 ~ 0
(2) 降雨滞蓄率 % 逸40 40 ~ 30 30 ~ 20 20 ~ 10 10 ~ 0
(3)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率 % 100 100 ~ 90 90 ~ 80 80 ~ 70 70 ~ 0
(4)自来水普及率 % 100 ~ 95 95 ~ 80 80 ~ 60 60 ~ 40 40 ~ 0
(5)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 % 100 ~ 98 98 ~ 90 90 ~ 80 80 ~ 60 60 ~ 0
(6)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个 / 100 km 0 ~ 0. 3 0. 3 ~ 0. 5 0. 5 ~ 0. 8 0. 8 ~ 1. 2 >1. 2
(7)河湖生态护岸比例 % 100 ~ 90 90 ~ 70 70 ~ 50 50 ~ 30 30 ~ 0

(8)水域空间率
南方,% 100 ~ 30 30 ~ 20 20 ~ 10 10 ~ 6 6 ~ 0
北方,% 100 ~ 15 15 ~ 10 10 ~ 6 6 ~ 4 4 ~ 0

(9)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 100 ~ 85 85 ~ 70 70 ~ 50 50 ~ 30 30 ~ 0
(10)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 100 ~ 90 90 ~ 75 75 ~ 60 60 ~ 50 50 ~ 0
(11)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100 ~ 90 90 ~ 75 75 ~ 60 60 ~ 40 40 ~ 0
(12) 水质优良度 % 100 ~ 90 90 ~ 75 75 ~ 60 60 ~ 40 40 ~ 0

(13)废污水达标处理率 %
100 ~ 95,且全部
达到一级 A 及以

上排放标准
100 ~ 95 95 ~ 90 90 ~ 85 85 ~ 0

(1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对值 % 0 ~25 25 ~ 50 50 ~ 100 100 ~ 150 >150
(15)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1 ~ 0. 7 0. 7 ~ 0. 6 0. 6 ~ 0. 5 0. 5 ~ 0. 45 0. 45 ~ 0
(16)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 100 ~ 90 90 ~ 80 80 ~ 70 70 ~ 60 60 ~ 0
(17)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 0 ~8 8 ~ 12 12 ~ 18 18 ~ 25 25 ~ 100
(18)用水总量控制达标情况 — 达标 — — — 不达标

(19)水资源监控能力指数 % 100 ~ 90 90 ~ 75 75 ~ 60 60 ~ 40 40 ~ 0
(20)水生态文明建设重视度 % 逸10 10 ~ 8 8 ~ 5 5 ~ 3 3 ~ 0
(21)水文化传承载体数量 个 逸8 7 ~ 6 5 ~ 3 2 ~ 1 0
(22)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认知度 % 逸20 20 ~ 15 15 ~ 10 10 ~ 5 5 ~ 0
(23)水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 % 100 ~ 90 90 ~ 80 80 ~ 60 60 ~ 50 50 ~ 0

摇 摇 注:相邻 2 级评分标准的分界值按分值较高的一级予以赋分。 水质优良度指标的评分同时考虑区域黑臭水体情况,若存在黑臭水体,至少

扣减 1 分;黑臭水体比例达到 5%以上,扣减 2 分;达到 10%以上,扣减 3 分;依次类推,扣完为止

表 2摇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和评价计分细则(特色指标)

性
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量纲
指标分级阈值及分值

玉级(4 分) 域级(3 分) 芋级(2 分) 郁级(1 分) 吁级(0 分)

区
域
特
色
指
标

东北地区

黄淮海地区

长江中下
游地区

东南沿海
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1)化肥 / 农药施用强度 kg / hm2 0 ~ 200 /
0 ~ 2

200 ~ 225 /
2 ~ 2. 5

225 ~ 250 /
2. 5 ~ 3

250 ~ 275 /
3 ~ 3. 5

275 以上 /
3. 5 以上

(2)重要湿地保留率 % 100 ~ 90 90 ~ 70 70 ~ 50 50 ~ 30 30 ~ 0
(3)地下水超采面积比例 % 0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100
(4)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率 % 100 ~ 50 50 ~ 30 30 ~ 20 20 ~ 10 10 ~ 0
(5)湖库富营养化指数 % 0 ~50 50 ~ 55 55 ~ 60 60 ~ 70 70 ~ 100
(6)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率 % 100 100-80 80-60 60-40 40-0
(7)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率 % 100 100-80 80-60 60-40 40-0
(8)建成区透水面积率 % 100 ~ 40 40 ~ 35 35 ~ 30 30 ~ 25 25 ~ 0
(9)人均占有供水能力 m3 / 人 逸500 500 ~ 400 400 ~ 300 300 ~ 200 200 ~ 0
(10)湖库富营养化指数 % 0 ~50 50 ~ 55 55 ~ 60 60 ~ 70 70 ~ 100
(11)地下水超采面积比例 % 0 0 ~ 10 10 ~ 20 20 ~ 30 30 ~ 100
(12)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比例 % 100 ~ 50 50 ~ 30 30 ~ 20 20 ~ 10 10 ~ 0

第三,验收合格的试点城市 /区域。 全国水生态

文明试点城市验收评估表明,通过水利工程建设、水
系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与调度、污水再生利用等措

施,防洪、供水、水生态安全保证率实现了预期目标,
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因
此选择试点城市有利于本城市 /本区域竞争力的提

高。 此外,试点城市在 2018 年底将全部验收,各项

指标的信息公开度高、易于获取,为作为标杆目标提

供了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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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标杆管理应用实例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 X 省 A 市为具体研究对象,
选取同样位于 X 省且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的 B 市作为标杆目标。 A 市以平原地貌为主,水资

源较为充足,但防洪除涝、城乡供水安全等方面的工

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作为新兴城市,A 市正处于

发展期,需要通过有效手段进行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 B 市水系发达,拥有较大的水域面积和水景观,
近年来依据“以水治城冶的建设理念,借助我国首批

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的契机,大力实施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取得良好效果。 因此,选择 B 市作

为 A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标杆城市,符合标杆

目标选取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对 A 市的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1. 权重计算

邀请水资源管理领域较为知名的 5 位专家,对
A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体系一级指标和二级

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判。 选取的专家应详细了解 A
市和 B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需求,在水生态等相关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

平和权威性。
赋分分值区间为 1-5 分,重要程度随数字增大

而增强,其中“1冶表示该指标对于 A 市现阶段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不重要冶;“5冶表示“非常重要冶。
一级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Gn = 移
M

i = 1
G i,n (1)

Q1(n) =
Gn

移
N

i = 1
G i

(2)

式中:M 为专家人数;N 为一级指标个数;Gn 表示 M
名专家对第 n 个一级指标赋分的总和;Q1(n)表示

第 n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二级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Hp = 移
M

i = 1
Hi,p (3)

Q2(p) =
Hp

移
J

i = 1
Hi

(4)

式中:M 为专家人数;J 为二级指标个数;Hp 表示 M
名专家对第 p 个二级指标赋分值的总和;Q2( p)表

示在一级指标体系下第 p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因此,在一级指标 n 下第 p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Q(n,p)为:
Q(n,p) = Q1(n)·Q2(p) (5)

摇 摇 根据专家赋分并按照权重计算公式(1) ~ (5),

求出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通过网络信息资源、实地调查、调查问卷等方式

采集 A 市和 B 市的相关指标等数据,并根据收集到

的原始数据计算出指标所需数据。 例如,水生态文

明建设公共认知度=(宣传教育活动直接参与人次+
水文化传承载体参观人次) /常住人口,水生态环境

质量公众满意度=对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满意的受

访者人数 /满意度抽样调查群体总数。 根据《计分

细则》,计算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分值(表 1 ~
表 2),定义差值 D=(A 市指标评分 /标杆城市 B 指

标评分)伊100,并按照 D 值的大小进行降序排列(表
3)。 由于 A 市和 B 市同属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区域

特色指标只有表 2 中的湖库富营养化指数和水功能

区限制纳污控制率。
表 3摇 标杆管理评分降序排列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Q1伊Q2)
B 市评
分权重

A 市评分
伊权重

D / %

水
安
全

水
生
态

水
环
境

水
节
约

水
监
管

水
文
化

区域
特色
指标

防洪排涝达标率 0. 05 0. 19 0. 19 100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安全保障达标率
0. 05 0. 21 0. 21 100

自来水普及率 0. 02 0. 21 0. 21 100
降雨滞蓄率 0. 04 0. 04 0. 17 25

河流纵向连通性指数 0. 02 0. 09 0. 09 100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 0. 02 0. 1 0. 1 100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 0. 03 0. 05 0. 05 100
河流生态护岸比例 0. 02 0. 06 0. 09 75

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 0. 02 0. 04 0. 06 66. 67
水域空间率 0. 02 0. 04 0. 06 66. 67
水质优良度 0. 06 0. 17 0. 17 100

废污水达标处理率 0. 07 0. 29 0. 29 100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0. 07 0. 2 0. 26 75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相对值

0. 04 0. 16 0. 16 100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 04 0. 08 0. 08 100
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 0. 04 0. 16 0. 16 100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0. 04 0. 11 0. 11 100
水资源监控能力指数 0. 07 0. 2 0. 2 100
水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 0. 06 0. 24 0. 24 100
用水总量控制达标情况 0. 07 0 0. 27 0
水生态环境质量公众

满意度
0. 04 0. 18 0. 18 100

水文化传承载体数量 0. 04 0. 08 0. 16 50
水生态文明建设公共

认知度
0. 03 0. 03 0. 13 25

湖库富营养化指数 0. 06 0. 24 0. 24 100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控制率
0. 07 0. 28 0. 28 100

表 3 中 Q1伊Q2 代表各二级指标所占权重,Q1伊
Q2 越大,权重越大,表明指标越重要;Q1伊Q2 越小,权
重越小,其重要性也越小。 D 值代表 A 市和标杆目标

B 市各项指标之间的差距,D 越接近 100,表明 A 市与

B 市的差距越小;D 越接近 0,表示两者之间的差距越

大。 根据D 值大小,可将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分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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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4 类:严重(0 分 ~ 49 分)、较严重(50 分 ~ 74 分)、
一般(75 分 ~89 分)、不严重(90 分 ~100 分),而标杆

管理的直接目标就是使 D 值尽可能提高。
2. 存在问题

根据表 3 中 Q1伊Q2 的权重分值可知,权重 Q1伊
Q2 =0. 07 最大,其指标有废污水达标处理率、水资

源监控能力指数、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用水总量

控制达标情况;其次是 Q1伊Q2 =0. 06,具体指标有水

质优良度、水生态文明建设重视程度;再次为 Q1 伊
Q2 =0. 05,涉及指标为防洪排涝达标率、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率;而指标权重为 0. 04 的指

标有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相对值、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公共供水管网漏

损率、水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水文化传承载体

数量、降雨滞蓄率等。 从表 2 可知,A 市与 B 市差距

最大的指标是用水总量控制达标情况(D = 0);其
次,降雨滞蓄率、水生态文明建设公共认知度这两项

指标的定义差值都为 25% ; 第三,水文化传承载体

数量的定义差值为 50% 、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及

水域空间率的定义差值为 66. 67% 、河流生态护岸

比例与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的定义差值都为 75;第
四,剩余的其他指标如防洪排涝达标率等,A、 B 两

市没有差别。
根据 D 值大小,可判断出 A 市在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中各项问题的严重性程度。
(1)严重问题

淤用水总量控制不达标

用水总量控制达标这一指标的权重为 0. 07 且

D 等于 0,这就表明 A 市的“用水总量控制达标情

报冶不达标。 进一步,根据表 1 可知,“不达标冶得 0
分,标杆城市 B 市的“用水总量控制情报冶为“达

标冶,可获得 4 分,在所有二级指标中,A、B 两市在

这一指标的表现差距最大。 由此可知,目前 A 市在

水资源用水控制监管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主要表现

为 A 市无法有效利用农田灌溉水且 A 市输水管网

漏失率较大且废水利用率不高。
于降雨滞蓄率小

降雨滞蓄率的指标权重为 0. 04 且 D 等于

25% 。 通过网络信息资源获得 A 市降雨滞蓄率可

知,其值仅为 12% 。 根据表 1 可知,A 市在此二级

指标上只得 1 分,远低于 B 市 60% 的降雨滞蓄率

(得 4 分),通过对比可知,A 市降雨滞蓄率问题较

为严重。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A 市的降水

总量大,夏季雨天较多,但是规划区域内江河湖库能

够有效滞蓄雨洪的调蓄容积相对较小。
盂水生态文明建设公共认知度较低

在权重较低(0. 03)的二级指标“水生态文明建

设公共认知度冶方面,通过网络信息资源、实地调

查、调查问卷等方式可知, A 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

公共认知度为 6. 06% ,远低于 B 市的 39. 69% 。 根

据表 1 可知,在“水生态文明建设公共认知度冶这一

指标上,A 市得 1 分,B 市得 4 分。 A、B 两市的常住

人口分别为 494. 87 万和 453. 48 万,相对接近,但是

两市在水生态文明建设影响认知度的宣传教育活动

直接参与人次和水文化传承载体参观人次的总和分

别是 30 万与 180 万,差距甚大,由此可知,A 市水文

化的宣传力度较弱,没有打造以“水冶为品牌的城市

主题活动,而且水生态文明建设网站更新较慢。
(2)较严重问题

淤水文化传承载体建设力度不足

“水文化传承载体数量冶虽然是较严重问题,但
Q1伊Q2 低,所占比重低。 通过调查发现,A 市水文

化传承载体数量 4 个(得分为 2),B 市为 13 个(得
分为 4)。 水文化传承载体数量是指具有文化传承

功能的历史水利遗址、水利风景区、涉水自然保护

区、重要湿地、节水和水土保持教育基地、水博物馆、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等物质载体数量,以及以水

体、水利或水资源节约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节、文
化遗产等非物质载体数量之和。 通过两市的对比可

知,A 市的水文化传承载体仅有 2 个重要湿地及水

节约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节,载体数量较少。
于水域空间率小

水域空间率是指各种水体护堤之内或者最高水

位线以下的面积与区域总面积之比,且该指标在所

有指标中的权重较小(0. 02)。 通过调查可知,A、B
两市的水域空间率分别为 11. 1% 、26. 3% 。 由此可

知,在总面积相差不大的情况下,A 市的水域面积比

B 市小,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就是 A 市规划区域

内江河湖库的面积小,以水利风景区、涉水自然保护

区等为代表的水文化物质载体数量少,由此导致水

域面积小。
盂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低

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程度是指区域主要河流典型

断面生态基流满足率的平均值,在指标中所占权重

为 0. 02,也是重要性最低的指标之一。 通过调查可

知,A 市河流生态基流率为 85% ,而 B 市为 95% ,两
者相差 10% 。 由于 A 市辖区范围内的流域面积大

于 100 km2的河流的年日均流量满足生态基流要求

的天数较少,所以其河流生态基流满足率低。
综上所述,A 市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存

在多项极为严重和较严重的问题,其中最应该加强

用水总量控制的监管,提高降雨滞蓄率和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的公共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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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摇 语

实施标杆管理的优点在于能够明确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各个指标存在问题的严重性,量化研究对
象与标杆城市的差距,通过试点城市带动全国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于 A 市
来说,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优化的具体策略如下:第
一,更新标杆目标、实现最佳效果。 随着社会发展水
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和社会对于水安全保障、水环境
治理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A 市在进行标杆目
标选择时,应根据现阶段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情况进行选择,在不同阶段更新标杆目标,以达到
标杆管理的最佳结果。 第二,强化节水意识、减少面
源污染。 对于 A 市来说,在缺水地区要强化“三条
红线冶的刚性约束,大力提高用水效率,严格控制取
用水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在丰水地区要建立节
水就是减污、节水就是“洁水冶的理念,通过节水减
少废污水和污染物排放量,使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成果得以长期保持。 此外,A 市还要加强水资源精
细化和科学化管理,开展农业节水增产、工业节水增
效、城镇节水降损,实现用水总量控制达标。 第三,
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成果应用。 水生态系统是一个
复杂的生物能量交互系统,应加强其完整性修复的
专项科技研究,包括基于栖息地的河流生态流量核
定技术、受损地下水资源系统修复技术、城市低影响
开发技术、河湖水生态原位修复技术、环境友好性筑
坝材料与工艺等的研究与开发,并将这些研究成果
运用在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以提高一级指标和
二级指标以及特色指标的达标率,构建满足生态功
能的江河湖库系统,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形成良性的
生态平衡关系,使得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成果得以
长期保持。

在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取得重要进展
的背景下,通过分析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特点和要
求,将企业成熟的标杆管理方法引入,对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进行标杆管理极为有益。 首先,目前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成果的推广应用研究较少,通
过总结试点建设经验,根据《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
评价导则》 和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计分细
则》,将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节约、水监管、水
文化等 6 个一级指标和 23 个二级指标以及 12 个特
色指标作为标杆管理的指标,确定了水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标杆管理指标体系,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可
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为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成果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其次,首次将标杆管
理法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相结合,提出标杆目标
的选取原则,特别是将验收合格的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试点作为标杆目标。 通过具体步骤,可以量化

研究对象与标杆城市之间的差距,明确前者存在问

题的严重程度和需要改进的具体指标,为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 第三,生态文

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通过标杆管理,可以

使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取得的成果得到推广应

用,与此同时,通过不断追踪标杆目标,促进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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