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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水资源〔2017〕11号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全省水功能区

管理工作的意见

各地级以上市水务局、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省水文局，省

各流域管理局：

为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贯彻实施国家和广东省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严格水功能区管理，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促进经济社会与水资源、水环境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粤办函〔2016〕89号）、《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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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31号）及《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

的通知》（水资源〔2017〕101号）等规定，现提出加强我省水

功能区管理工作的意见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方针，紧紧围绕我省“三个定位、

两个率先”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提高能力、

强化监管，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切实提升水功能区监管水平，改善水功能区水质状况，实现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建设“广东平安绿色生态水网”提供坚实

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支撑。

（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二）基本原则

——坚持统筹兼顾，系统推进。统筹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

当前与长远、区域与流域以及干支流、左右岸、上下游的关系，

坚持兴利与除害、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系统推进水量、水质和水

生态协同管理与保护。

——坚持量水而行，空间均衡。将水资源、水环境承载力作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约束，坚持以水定产、以水定城、以

水定发展，加强水资源宏观调配，合理配置和利用水资源。

——坚持节水优先，高效利用。以节水减污、节水减排为重

点，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鼓励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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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串联用水，切实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水功能区水质。

——坚持生态修复，强化保护。加强水功能区管理，严格入

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强化生态修复以及水源涵养区、重要饮

用水水源地和重要生境的保护，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三）主要目标（三）主要目标（三）主要目标（三）主要目标

到 2020年，全省水功能区水质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状况

有所好转，达标水功能区数量明显增加，污染严重水体大幅度减

少，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比例达到 83%以上。到 2030年，

全省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比例

达到 95%以上，水生态系统功能基本恢复。

二、重点任务

（一）完善水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省级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

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级环境保护等部门，按照流域综合

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拟定，报省人民政府

批准。省级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以外的其他水功能区划，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环境保护等部门拟定，报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备案。经批准的水功能区划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水污

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依据，水资源管理、水污染

防治、节能减排等工作应严格执行水功能区管理目标。因社会经

济条件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确需对水功能区划

进行调整的，必须进行科学论证，提出水功能区划调整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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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原批准机关审查批准。

（二）严格水功能区目标管理。水功能区管理要按照确定的

保护目标进行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须符合水功能区管理要

求，维持河流合理流量以及水库合理水位，维护河湖健康。保护

区和饮用水源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或进行不利于饮用水源和自

然生态保护的活动。保留区内不得进行对水资源水质和水量有较

大影响的开发利用活动。缓冲区和过渡区内开发利用水资源不得

影响相邻水功能区使用功能。开发利用区内应遵循合理开发、高

效利用的原则，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功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向社会公告水功能区划，并在水功能区设立明

显标志，标志式样和内容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制

作。

（三）强化纳污总量控制。水功能区管理实行限制排污总量

制度。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按照水功能

区管理要求和水体自然净化能力，核定纳污能力，向同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提出本级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同时报本级人

民政府和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应作为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的重要依据。

（四）严格纳污管理。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入河

排污口，排污单位要论证涉水活动对水功能区水质、水量、水生

态的影响，提出预防、减缓、治理、补偿等措施，取得有审批权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同意文件。入河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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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需经设置同意部门验收。向水功能区排污的单位，要按年

度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入河排污情况。两个以上排

污单位通过同一入河排污口排放废水污水的，应分别报告。入河

排污口暂停使用、永久封闭或者排污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入河

排污口设置单位应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对管

辖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建立档案制度和统计制度。

（五）严格取用水管理。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进

行可能对水功能区有影响的取水、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等活动

的，建设单位在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的水资源论证

报告书或防洪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应分析建设项目施工和运行期

间对水功能区水质、水量的影响。实施取水许可必须符合水功能

区管理要求，严格控制对水功能区水量水质产生重大影响的开发

行为。

（六）加强水质监测和巡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要组织对水功能区水量、水质和入河排污口状况进行监测，

推进水功能区监测能力建设，发现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

制指标，或水功能区水质未达到水质目标的，要及时报告本级人

民政府采取治理措施，并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通报。建立重点水

功能区日常巡查制度，对主要取水、退水口和入河排污口实施监

督检查，发现损害水功能区水量、水质安全或不利于水功能区保

护行为的，应依法进行处理，或及时通报有权处理的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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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部门要强化对水功能区的水文水资源监测和分析工作，对江

河湖库和地下水的水量、水质开展实时监测，在全省水资源公报

上发布水功能区水资源质量状况。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沟通，建

立和完善本辖区水功能区管理绩效考评体系，落实保护和管理的

目标责任。在节能减排、水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等方面采取有

力措施，做好水功能区管理工作。

（二）加大投入力度。要加大对水功能区管理工作力度，建

立长效、稳定的投入机制，保障水功能区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对

水功能区限期达标治理、水功能区确界、水功能区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等给予重点支持。

（三）强化监督管理。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水功能区

的统一监督管理，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内水功能区的监督管理。要加强对水功能区管理和

保护情况的检查评估，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广东省水利厅

2017年 3月 29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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