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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与目的

贯彻依法治国方略

加强水法规体系建设是依法治国、依

法治水的重要举措，对于保障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适应水利改革发展需要

随着水利改革的不断深入，水法规体

系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进

一步加强和完善。

推动水利法治建设

通过调研和思考，提出加强水法规体

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推动水利法治

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全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管单位、

涉水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

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会、实地考察等

多种方式，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水法规

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范围和方法

调研方法

调研范围



全省水法规体系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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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法规体系框架

水法规体系结构

目前，全省水法规体系主要由水法、

水资源管理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

等构成，各法规之间相互补充，形成

了较为完备的水法规体系。

水法规层级关系

水法规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可分为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等，

各层级法规具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适

用对象。



水法规制定程序
水法规的制定遵循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和公布等程序，确保了法规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

水法规实施主体
水法规的实施主体包括各级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各主体按照职责分

工，共同推进水法规的实施。

水法规制定和实施情况



执法监督情况
全省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行执法监督职责，加强对水事违法行为的查处

力度，维护了水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社会反响与效果
通过对社会公众、企业和相关部门的调研发现，全省水法规体系在保障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维护河流湖泊健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和支

持。

水法规执行效果评估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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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水法规体系以单项法规为主，缺乏综合性的
水法规，导致水资源管理存在碎片化问题。

缺乏综合性水法规

部分水法规制定时间较早，内容陈旧，未能及时
跟上水资源管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法规内容陈旧

不同水法规之间存在内容重复、交叉或矛盾的情
况，导致执行过程中产生混乱。

法规之间不协调

水法规体系不完善



水法规执法队伍人员不足，
执法力量薄弱，难以保证
水法规的有效执行。

执法队伍不足 执法手段落后 处罚力度不够

水法规执法手段相对落后，
缺乏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支
持，影响了执法效率和准
确性。

对水法规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不够，难以起到震慑
作用，导致违法行为屡禁
不止。

030201

水法规执行力度不够



公众意识淡薄

公众对水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认识不足，水资源保
护意识淡薄。

企业责任缺失

部分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水资源保护，存在
违法排污、浪费水资源等行为。

政府宣传不足

政府在水资源保护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不足，未能有效
引导公众和企业树立正确的水资源保护观念。

水资源保护意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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