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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6 年 4 月 11 日,水利部发布了《水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评价导则》(以下简称《导则》)。 为了便于

大家了解和更好使用《导则》,笔者尝试进行解读。

1摇 《导则》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方,也是自

然生态环境变化最大的地方。 我国城市水系变化

大,地面硬化面积大,受人为破坏和污染的程度深,
已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总体布局和发展。 有些城市人

为填埋了很多河流,有些城市在行洪河道滩地大搞

建设,更多的城市河道污染严重,还有的城市在城市

建设过程中只关注地面以上,没有考虑完善的排水

系统、雨污不分流,因此,亟须从流域、水系层面,从
尊重自然规律的角度,统筹考虑城里城外、上游下

游、自然泄水和城市排污及其治理、水域分区与城市

功能分区,提出保护和改善城市水环境的根本性措

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编制《导则》,旨在引导建设生

态城市、文明城市,为一方百姓造福。 《导则》是城

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导则》的发布,为
全国范围内创建水生态文明城市提供了重要的专业

指导,为评价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成效提供了技术

标准,也为今后城市水利工作特别是城市水生态系

统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是近年来水

利部门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成果之一。

2摇 《导则》编制的基本原则

《导则》编制的基本原则是用清晰明了的指标

全面反映一个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因此,在
评价指标的选择上,着重从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
水文化、用水行为和监督管理等方面,选择能够反映

实际情况的指标,不仅考虑全国通用的指标,而且考

虑不同区域之间差异的特色指标。 通用指标共 23
项,区域特色指标 2 项。 无论是通用指标,还是区域

特色指标,都力求做到定义准确、计算方法简单、代
表性强。 通过这些指标,力图全面、准确地反映一个

城市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情况,使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目标不再模糊和不可量化。

3摇 《导则》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导则》的核心目的是评价城市水生态文明建
设的效果,因此它的主要内容是评价指标、评价要

求、评价方法和总体评分(包括计分细则)。
《导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了生态文明示范

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河湖健康评价、节水型社

会和海绵城市建设等工作中与水生态文明建设密切

相关的评价指标。 在此基础上,针对水生态文明,提
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指标,如“水域空间率冶“水功能区

限制纳污控制率冶“水资源监控能力指数冶“水生态文

明建设重视度冶“水生态文明建设公众认知度冶等。

4摇 《导则》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上,全国 105 个水生态文明建设试
点城市已有部分进入收尾阶段,将要对这些试点城

市进行验收,而《导则》将作为验收的重要依据。
《导则》应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层面的问

题。 技术层面上,必须采集到必要的监测信息;认知

层面上,需要做好对《导则》解读、培训学习和正确

宣传工作,因为《导则》不仅是一份指南,还是一个

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文件,对其中的指标要有正确认

识,能够在数据获取、计算和测评中按照规范要求获

得正确的结果;实践层面上,不能片面地为了获得较

好的评价结果而编造数据。
(收稿日期:2016 07 28摇 编辑:彭桃英)

·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