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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为基础,与水利工程管理实践相结合,

为实现水利工程管理质量的提升,确保人类对水资源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与安全生产提供参考。然而由

于现行的水利工程标准化既需要参考国家标准、还要根据不同区域制定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以及行业

标准,同时水利工程管理标准涉及的项目又较为复杂,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水利

工程管理标准化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入手进行深入分析,为提升相关人员标准化管理意识,提升标准

化管理技能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从全面的角度对如何实现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可行性路径进行探究,

以期为水利工程管理效率的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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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s based on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tandardization" and i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quality and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safe produ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However, since 

the current standardiz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not only needs to refer to national standards, but also 

needs to refer to local standards, enterprise standard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formulated by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projects involved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standards are relatively complex. Therefor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awar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skills 

of relevant personnel,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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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水利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工程管理的

规范化与科学化在提升水利工程运行效率与运行安全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因此,需要从规范管理模式、明确管理目标、监理激

励模式、完善监督评价体系等方面,分析现阶段水利工程管理标

准化难以实现的原因,从而为促进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落实

提供依据。 

1 研究目标与意义 

1.1研究目标 

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研究目标,一、经济成本控制,通过

规范的管理制度,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资源,减少成本浪费,从而

达到工程管理与运行的成本控制。二、研发适合区域特点的水

利管理机制,例如根据区域内水资源分布情况、降水规律、工程

运行状态等数据,综合分析洪涝灾害预防管理办法,通过调度系

统进行统一管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机制可以有效避免灾害发

生。三、统一的调度系统,例如：开发水库防洪系统的标准化的

调度模式,即系统的统一结构和功能,统一的调度系统不仅有利

于加快水库防洪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设计,也有利于相关管理



建筑发展 
第 6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Building Development 

人员的专业技术操作培训,便于宣传与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有

利于提高区域水利工程综合管理水平。四、建立标准化的数据

库结构,方便水利行业管理规范性与统一性。标准化的数据收集

与共享可以对气候数据、灾害数据、水资源变动数据进行统一

的连接。同时,工程管理标准化要求所有数据记录进行规范化,

把不易识别的数据进行处理转换,并且分类到数据库当中,方便

数据的网络管理和信息共享,给有关部门调取数据提供便利,使

区域水库和河流的联合调度决策更加科学。五、统一的软件系

统,水利管理系统的标准化和产业化理念,不仅对水利工程管理

起到示范作用,还对提升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促进水利工程管理

标准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2研究意义 

1.2.1满足发展战略需求 

想要实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功

能、不同区域的工程的管理模式进行标准化建设,以此来满足水

利工程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需求。使不同类型的工程成

为标准化的总体目标,并符合标准化管理的条件。在实践中,由

于水利工程具有不同的形式、结构特点和管理模式,给综合管理

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然而通过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

总结不同水利工程的建设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具有相似的

基本组成和功能。 

1.2.2确保工程运行安全 

近年来,由于水利工程管理不善导致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以及运行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因此,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研究

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首先,标准化管理有利于工程形象得到

了很大的提升,工程质量得到了巩固和提高。缓解了老旧水利工

程运行年限长、养护工作不规范等问题。其次,通过优化配套设

备,统一作业规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由于管理不当导致的各种

隐患。再次,标准化的工程管理模式可以实现水利工程的归属,

确定管理责任,对日常维护日志以及养护维修水平进行提升。

后,水利工程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仅靠传统的

水利工程管理模式是无法有效解决的。这就要求具有统一的、

规范的管理标准,对一些遗留问题进行强制解决,稳步推进规范

化管理。 

1.2.3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 

现阶段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针对水

利工程公益性特点,许多地区探索和加强了水利工程管理,研究

制定了标准体系,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是,由于地区差异

较大,存在标准不一致、政策理解不一致、影响有限、实施困难

等问题。实施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必须建立统一的标准化体系,

涵盖项目管理的各个方面、环节和过程。这不仅需要对现有的

政策和制度进行补充,而且对解决长期以来阻碍项目管理的问

题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推进水利工程管理建立良性运行机制。 

2 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2.1重视程度不足 

水利工程管理内容复杂,信息数据受到外界影响大,变动频

繁,且由于运行中管理人员的缺失,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的认识

不足。目前水利工程管理标准还只是单一把政策文件与传统的

工作模式简单地结合在一起,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解与挖掘,无法

实现真正的标准化管理模式。部分水利工程管理部门,还存在人

力资源短缺、各项工作由一人监管的情况。认为标准化的管理

模式不适用于本区域管理,不能实现标准化管理的价值。除此之

外,水利工程项目常常跨区域建设,导致管理工作上需要行政区

域的交接,各地管理标准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理部

门实施标准化的积极性。 

2.2实践推广力度不足 

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实践与推广是更容易实现的工作。

然而,由于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管理制

度与实践存在偏差,导致标准化条例理论与实际存在矛盾之处,

标准化理论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范围不够广泛,在推广应用中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水利工程管理标准是国家有关部

门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总结而颁布实施的。在管理实践中,各管理

部门需要结合水利项目的特点进行分析,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规

划,均已成为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实践推广的瓶颈之一。 

2.3监督评价力度不足 

在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实施过程中,为了符合上级领导的

管理改革要求,许多地区只注重安全工程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

设,而忽视了体系建立后的运行监督与效果评价。完善的标准化

制度是水利工程管理改革的基础。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无论系

统多么完善的政策调理不能落实到实践当中都是没有意义的。

目前,由于政府监管机构薄弱,水利管理内容复杂,我国水利工

程标准化管理仍处于需要严格落实监督与评价机制的状态。 

3 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建设问题的对策分析 

3.1强化重视程度 

首先,从管理决策部门的角度出发,要明确水利工程的功能

特点,水利工程一般主要是公益性工程,其建设与管理资金主要

由财政部门来承担。为了解决标准化管理的实施中重视程度不

足的问题,就需要足够的政治支持,特别是财政支持。建立和完

善体制机制,明确要求强化责任,并且争取广泛社会支持与合

作。制定并颁布具有针对性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法规、标准

涉及到实际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标准化管理,首先要根据不同

的项目类型,全面、系统地梳理现有的管理规定,不断完善与补

充,并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必要的简化,做到简单明了,消除

不足,不断改进。研究制定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阶段的统一

标准,并涵盖项目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针对水利工程项目

管理主体不明确、资金落实不到位、产权不明确、技术力量薄

弱等普遍问题,重点加强企业的融资前能力建设和防洪安全保

障。同时,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基础上,增加必

要的优化和智能化建设,进一步改善水利工程的环境和外观。其

次,从管理人员的角度间接出发,要不断强化管理人员的专业素

质,定期进行培训与教育,使基层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水利工程

标准化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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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强化实践推广力度 

要实现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可以在经济条件较好、管理设

备较齐全、人力资源配置较完善的水利工程项目中率先开展标

准化管理试点。遵守试点先行、试点带头的原则,从点到面循序

渐进地展开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工作。利用试点可以在实践中

了解标准化条例的建设是否符合区域情况,从中吸取好的管理

经验与管理方法,不断优化标准化管理体系,引导各地区根据区

域特点进行改革创新,为全面开展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奠定实

践基础。除此之外,还要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通过对标准化体

系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帮助水利管理者认识、了解、掌握标准

化管理方法,并且运用新媒体等推广方式鼓励群众共同参与水

利工程管理,促进水利工程的良好运行。 

3.3完善监督评价管理 

首先,要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标准化条例的落实,根据具体水

利工程的实际情况,管理工作进行层层落实,对巡查、安全监督、

运行管理、维修等管理工作进行了逐一梳理,并将管理事项细化

到尽可能小的单位。其次,加强标准化管理条例可行性评估。不

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不同,对规范化管理的认识

和重要性也不同。加强标准化制度建设的引导、监督和帮助。

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考核,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制定考核标

准,完善激励措施,认真追究责任,做好宣传引导工作。要规范管

理,有效提高地方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改善水利工程管理模式,

全面落实标准化优质管理的目标。 后,严格监督管理政策的落

实情况,实现各级考核落实,检查制定的管理问题是否明确,管

理标准是否合理,工作程序是否规范,岗位和人员是否科学,奖

惩是否有效。同时,逐步优化完善管理问题、管理标准、工作程

序、岗位设置、考核激励机制。 

4 总结 

水利工程管理的质量决定着工程运行的安全与效率。为了

进一步规范我国水利工程管理制度、统一管理模式、落实管理

效果,就需要以实践为基础,制定标准化的管理方案,并且制定

严格的监督与评估机制,确保标准化管理方案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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