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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规模开发中,地下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的问题,并严重地威胁着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政府制定一些关于行业发展规范,加强地下水资源管理的力度,但是地下水资

源管理体系由于缺乏相关的定量评价体系,因此对新疆地区的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很难做出客观有效

地判断,也很难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因此,创建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体系,可以有效地提升地下水

资源管理的效率。本文主要是对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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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不断

地发展,新疆地下水的开发和利用率呈

现几何式增长,地下水资源的污染正在

极速加剧,但是由于缺乏对整体开发管

理工作合理地规划与有效地监管,导致

各地区的地下水位出现下降趋势以及水

源枯竭等现象,随后引起土地沙化、地面

沉降、海水入侵、地裂缝、土壤盐渍化

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制约着地下水的利

用率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想解决这

些问题就创设相关的地下水管理工作评

价指标体系,从而提升地下水管理工作

的效率。本文主要是对我国水资源管理

工作当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分析地下水

资源管理工作评价关键问题具体方式以

及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应用实例

进行分析和探讨。 

1 新疆水资源管理工作当中遇

到的关键问题 

1.1水资源管理的水平比较落后 

虽然我国的水资源有限,但也可以

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其中主要的问题

就是缺乏有效地利用程度,水资源管理

的水平比较落后,不管是农业灌溉用水

还是工业方面的用水,仍存在着很多的

浪费现象。此外,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近

几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农业灌溉用水也

在逐渐地增多,但我国农业用水方式相

对滞后,灌溉过程中使用的是漫灌的方

式,难免会引起大量的水分蒸发,因此,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1.2“引塔济孔”通道不够畅通 

2016年的塔里木河河道流水还比较

完善,尤其是在1-9月的时期某1断面水

为35.48×108m3,要比去年增加了60%。

其中某2断面水为17.78×108m3,要比去

年增加75%。另外,由于塔利木河孔雀河

下游没有具备比较有效地通道,所以要

使用两条应急通道,但因为应急通道的

流量低,就会引起水资源运输效率低,从

而严重地影响到工程的进度。 

1.3国家政策和体制方面的缺点 

我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存在两个

缺点。第一是我国水资源的分布范围非

常广泛,管理起来相对比较分散,并没有

形成较完整的水资源管理和配置的体

系。第二是我国水资源管理方面没有建

立一个把经济效益作为中心的一个管理

体制,也没有根据我国国情作出一些关

于政策方面的扶持,因此,水资源仍存在

很多的浪费现象。 

1.4市场管理模式不够完善 

水是自然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有客观的实用价值。水已经成为了一

种商品,把水经过加工处理后可以进行

有效地利用,因此水也要按照价值规律,

遵守相关的市场化管理方式。供水费用

也不容小觑,水资源的运输、开发、勘探、

加工处理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由于

水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上销售的同时,

也需要缴纳一些税金和管理费用。在目

前的情况下,我国的水价与其他国家相

比起来还是比较低的,对投资和税收也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国政府多次

调整水价,但是仍然没有制定和完善的

关于市场管理方面的体制。 

2 分析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

价关键问题具体方式 

2.1创建评价指标的体系 

建立和完善关于地下水资源管理评

价指标的体系是保证地下水资源管理评

价能够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地

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中最关键的问

题。因为地下水资源的管理工作评价中

所涉及相关的问题很多,其中包不仅括

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资源领域等有关

的风险内容,还包括地下水综合管理和

保护、地下水工程建设和地下水资源的

开发利用,最重要的是许多内容相互之

间的影响和联系,因此,创建地下水资源

的管理工作评价标准体系时要遵守以下

原则： 

(1)遵守目的性。对于选择评价指标

的概念必须要明确,并且也要明确意义,

才能满足评价的要求和目的,最后可以

准确地反映出地下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具

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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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代表性和系统性和相结合的

原则,创建的评价标准体系必须尽可能

地反映出地下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所有

内容,但是也不要为了系统的整体特点,

选择过多地评价标准,而造成评价计算

过程过于复杂,因此,需要保证系统全

面性的基础之上,采用具有代表性的评

价标准。 

(3)遵守可操作性的原则,选择的评

价指标应尽可能与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

方面一致,评价指标应尽量选择比较容

易获得的评估指标,避免使用定性和定

量的评价指标和标准。 

(4)遵守结合目的性和完整性的原

则,由于地下水资源的管理评价标准体

系建设属于比较系统性的工作,因此,在

创建评价标准体系时,必须把各项工作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 

但由于地域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不同,

若是使用同一种评价的体系,就会显得

不合理,不能体现出地区管理的特点,因

此,要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创建相

应的合理地评价标准体系,从而体现出

管理评价的目的性原则。 

2.2编制评价的标准 

评价标准是公正客观的评价相关

管理工作进行的基础,因此,在开展评

价标准的编制过程中,要必须遵循合

理、科学的原则,充分地体现出地下水

资源的实际管理的水平,同时也要注

意关于评价的结果。此外,由于不同地

区的地下水资源利用和开发情况具有

不一致性,因此,为了反映管理工作方

面的目标与差异,不能对各个地区采

用相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进行开

采,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管理的水

平就会比水资源贫乏区域低一些,但

若是采用相同的评价标准,就无法体

现出这样的差异。 

在制定评价标准时,要坚持公正、客

观的原则,要充分地重视新疆地区之间 

 

 

的差异问题,因此,在制定评价标准的过

程中,要根据实际的管理工作作为基础,

参照相关的行业规范和管理发展趋势等

内容合理地编制评价的标准,针对各个

区域间的差异问题。利用行政划分、人

均水资源量等进行区域之间的划分,在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的

实际情况编制有关的评价标准,从而体

现出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除此

之外,随着地下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

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处于不同阶段评价

标准也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要制定长期

稳定的评价标准,就要表现出可执行性

和动态性。 

2.3选择合理地评价方法 

目前关于地下水资源管理评价方法

和计算方法很多,例如,主成分分析方

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每种评价的方法

都有一定的特点。开展管理工作评价的

主要作用是对地下水资源的服务和指导,

因此,在选择评价方法的时候,要综合地

考虑其操作性,选择方法尽可能简单、易

操作,便于执行等。 

3 地下水资源管理工作评价的

应用实例分析 

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

巴音郭楞管理局孔雀河上游评价区域分

为五个地区,同时根据行业标准和区域

内指标的实际情况,并制定相应的评价 

 

 

标准,选择评价方法的时候要采用单指

标量化方法和多指标综合法,在利用评

价指数EIGM代表管理的水平,其中若是

在0≤EIGM≤1.范围内通过评价和计算

之后可知,该地区的管理水平比较好,

但在职责管理和能力建设方面仍有很

多不足之处,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

建设。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资源可持续的发展和

利用是当今社会可以稳定发展的重要条

件。实现地下水资源合理地开发是缓解

我国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措施,因此,要根

据我国地下水资源的整体特点以及开发

工作的情形和现状,创建科学地水资源

管理工作评价标准体,从而能够充分的

掌握不同地区水资源之间存在的差异和

管理问题。水资源将成为未来世界重要

的资源,地下水的管理工作仍需要进一

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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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