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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和污染防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污水收集管

网不足）合并阐述，一定程度上对问题之间的因果关

系厘清不够，对后续任务措施制定的指导性偏弱。为

此，《技术大纲》特地将问题和成因加以区分，从水

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环境风险等 4 个方面列出

了 10 个主要问题及其可能的成因，为各地识别问题

及其背后的症结提供了“对照检查清单”。其中，水

环境方面的常见问题包括是否存在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不达标、黑臭水体、劣Ⅴ类或不达标水体等，水资源

方面的常见问题包括是否存在河流湖泊断流干涸或生

态流量（水位）不足等，水生态方面的常见问题包括

是否存在河湖生物完整性指数下降、河湖自净能力降

低、湖库富营养化等，水环境风险方面的常见问题包

括是否存在饮用水水源安全风险、底泥滩涂重金属污

染风险、重要水体环境风险等。

4.5  关于规划任务设计和项目筛选

《规划》编制主要从 3 个方面设计规划任务。首

先是将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放在首位，主要针对饮

用水水源不达标问题和规范化建设方面的差距制定规

划任务，全面提高城镇和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

其次是按照“三水统筹”的思路，根据各地水生态

环境现状与目标的差距以及识别出的问题和症结，从

污染减排、水资源保障、水生态保护修复 3 个方面提

出针对性的措施。其中，污染减排与往期规划一脉相

承，即协同推进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船舶交

通移动源污染防治和排污口整治；水资源保障主要以

保障生态流量（水位）为根本出发点，强调加强区域

再生水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结合闸坝和水库科学调

度、深化节水，解决河湖生态水量不足的问题；水生

态保护修复遵循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方针，在划分

并保护水源涵养区、河湖生态缓冲带等生态空间的基

础上，进一步从退出人类活动、湿地恢复与建设、河

湖生态建设、水生生物完整性恢复等方面提出针对性

措施。最后，针对各地存在的突发性和累积性环境风

险，从预防设施建设、预警体系建设、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规划项目与规划

任务相对应，共设置 5 大类 11 小类，项目筛选应遵

循 3 个原则，一是以解决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

对污染减排或生态环境自净能力提升有直接贡献；二

是项目技术路线科学，核心工艺成熟，项目建成后运

营维护经济，能够可持续运行；三是绩效明确，遵循

可监测、可统计、可考核的原则，突出项目 COD、氨

氮、总氮、总磷以及特征污染物排放的削减效果，河

湖生态缓冲带修复长度增加、湿地面积恢复等生态环

境效益。

5  结语

“十四五”是推动水生态环境管理从以水污染防

治为主向“三水统筹”转变的重要时期，对《规划》

编制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地市级水生态环

境保护要点编制是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是后续省

级规划、各流域规划以及最终《规划》编制的重要基

础。为此，生态环境部在全国不同流域选取了工作

基础较好、水生态环境问题典型的 10 个地市 a，于

2020 年 4 月率先开展规划编制试点 [11]，为其他地市

提供借鉴。从试点经验来看，为做好《规划》编制工

作，在充分理解《技术大纲》的基础上，还需要注重

两个方面。

一是要注重组织协调。规划编制涉及多个部门，

例如生态流量保障涉及水利部门，黑臭水体消除涉及

住建部门，河湖生态缓冲带修复、重现土著鱼类或水

生植物等涉及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因此

需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部门之间充分联动，从

基础资料收集到问题和成因诊断、目标和任务制定、

项目提炼筛选等环节，全程参与规划编制。

二是要注重科学精准。按照《技术大纲》附件中

列出的若干调查表充分收集已有资料，做好案头分析，

为初步判断问题及其成因提供线索；在此基础上，深

入开展现场调研，按河湖分析厘清问题、症结、对策、

落实“四个在哪里”，提炼水生态环境保护要点清单

表，强化任务和项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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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as aimed at interpreting the technical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key river basins. On the basis of descri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trends of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sitioning of this plan, and introduced the general idea of planning, and the key steps including 
objective determination, problem-cause analysis, task design, project selection, etc. Suggestions for making this plan were also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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