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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 

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某地区为例
1 

韩卫军 

(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水利局) 

【摘 要】以长江三角洲某地区水利工程实际为例，依据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特点，分析确定了构建水利管理与

服务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体系的主要评价指标 12项，运用模糊聚类循环迭代法分别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

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评估了该地区的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评估结果表明，该地区的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

平,2018年还处于初级阶段,有望在 2023年较 2018年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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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水利工程是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基础性保障工程，也是一项涉及生态、环境发展的系统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与正确决策下，兴修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对于防涝抗旱，保证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起到了巨大作用。提升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今高质量

发展的新形势下，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在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建设发展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其现代化水平还有待

提高。本项研究依据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的相关特点，结合我国长江三角洲某地区水利工程实际，分析确定了构建水利管理与

服务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体系的 12项重要指标;运用模糊聚类循环迭代法,分别确定 12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运用综合评

估模型,评估了研究地区的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 

2 研究区域简况 

某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南侧，总占地面积 10.18 万 km：区域内地形地貌较为复杂，水系发达。由于长期在水利建设中存在

重视大型轻视小型、重视建设轻视管理、重视骨干轻视配套等“三重三轻”现象，致使该地区的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

平较低。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从思想上没有得到较好扭转，水利管理沿用传统粗放模式；二是相关管

理设施及管理经费亦比较欠缺，没有科学的水利工程运行机制;三是部分水利工程配套设施不够健全，设备老化现象较为严重,

经济效益不能发挥最大化；四是水利管理与服务人员配置不够合理,管理与服务机制不健全，运行效率低下。 

3 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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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构建 

3.1 评价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评价指标选取遵循系统性、科学性、独立性、层次性及可操作性原则，参照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区域水利发

展的实际情况,保证确定的评价指标结构清楚、概念清晰、层次分明、数据获得性强,能够真实反映评价分析结果。 

3.2 评价指标确定 

遵循上述原则，在相关水利管理专家分析咨询下，确定了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和组成体系，具体

见表 1。 

3.3 评价指标权重 

3.3.1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 

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评价指标之间的可比性，从而确定评价指标的实际实现程度和目标值之间的差距。评价

指标标准化处理,以评价指标的实际实现值和目标值之比为评价指标的实现程度。综合分析确定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评价

指标目标值见表 2。 

表 1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含义 

 

水利管理指 
中大型水利工程信息自动化水平 C1 

已实现信息自动化的中大型水利工程数量占中大型水利工程

总数之比 

 数 B1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达标率 C2 

纳入标准化管理名录的水利工程通过标准化管理验收数量占

纳入标准化管理名录的水利工程总数之比 

 
防台防汛抗 

旱管理指数 

B2 

基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设达标率 C3 

防台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达标率 C4 

基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设达标数量占基层防汛体系标准化建

设总数之比 

防台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达标数量占防台防汛抗旱指挥系

统建设总数之比 

水利管理与

服务能力现

代化发展水

平评估指标

体系 A 

水利工程完好

率 B3 中大型水利工程完好率 C5 

中大型水利工程鉴定安全数量占中大型水利工程总数之比 

水利行政管理

指数 B4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划界率 C6 
纳入标准化管理名录的水利工程已划界的数量占纳入标准化

管理名录的水利工程总数之比 

水利事件结案率 C7 水利事件当年结案数量占同期立案总数之比 

规模以上取水户自动监测点覆盖率 C8 
已安装自动监测点规模以上取水户数量占规模以上取水户总

数之比 

 人才保障能力

指数 B5 
中级以上职称人才占比 C9 中级以上职称人才数量占人才总数之比 

  水利建设资金保证率 C10 水利建设资金占基础设施投资之比 

 水利资金保 管理资金投入占比 Cl1 水利工程管理资金投入占当年总资金投入之比 

 障能力 B6 
社会资本投入占比 C12 

水利工程建设资金中社会资本占水利工程建设总资金投入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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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评价指标目标值 

评价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目标值/% 100 100 100 100 95 100 

评价指标 C7 C8 C9 C10 C11 C12 

目标值/% 98 95 60 100 30 3 

 

评价指标标准化计算公式为： 

正向指标:Nki=Zki/Zski (1) 

负向指标:Nki=Zski/Zki (2) 

式中:Nki——代表第 k个准则层第 i个指标标准化数值； 

Zki——代表第 k个准则层第 i个指标实际值； 

Zski——代表第 k个准则层第 i个指标目标值。 

3.3.2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采用模糊聚类循环迭代法分别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这种方法能降低客观、主观等因素对权重分配结果产生的影响。 

评价指标权重计算方式如下： 

X=(xij)(i=l,2,……,6;/=1)(3) 

式中: xij——代表第 j个准则层第 i个指标特征值。 

评价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确定评价指标特征值,构成评价指标特征值矩阵： 

正向指标特征值相对隶属度: 

 

负向指标特征值相对隶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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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特征值相对隶属度矩阵： 

R=(rij)(6) 

依据准则层(B1,B2,…，B6)对指标层所属类别进行分类,指标层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隶属度为： 

S=(sih)(h=l,2,•••,c;i=l,2,•••,6) (7) 

式中:sih——代表指标层第 h个评价指标对应准则层第 i个指标的相对隶属度。 

则准则层包含各指标层的相对隶属度组成的模糊划分矩阵为： 

U=(uhj)(h=l,2,•••,c) (8) 

式中：uhj——代表指标层各评价指标从属于准则层类别九的相对隶属度。 

 

 

假设准则层(B1,B2,…，B6)的指标权向量为 w=(w1,w2,…,w6)，初始权重一般选定数值 1 为总权重，总权重值比总指标项数

得到的平均值为评估指标体系中各准则层的初始权向量。这时,W0=(0.16,0.16,0.17,0.17,0.17,0.17)。利用模糊聚类循环迭代

法式(9)确定初始矩阵，将式(9)代入式(10)中循环迭代，循环迭代至迭代精度小于等于 0.0001时停止。这时，确定客观最优权

向量 w0=(0.2000,0.1556,0.1556,0.1778,0.1333,0.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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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计算公式，最终确定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各评价指标权重见表 3。由表 3中显示数据可以看出，基层防汛体

系标准化建设达标率和防台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建设达标率权重一致，水利工程完好率和水利资金保障能力权重一致，水利事件

结案率和规模以上取水户自动监测点覆盖率权重一致。经相关水利专家分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评价指标在经过正、

负标准化处理后，所建立的样本集指标特征矩阵中特征向量值一致所导致。经分析后可以确定,所得权重值和实际重要程度吻合。 

表 3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各评价指标最优权重值 

评价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最优权重值 0.4706 0.5294 0.5000 0.5000 1 0.3043 

评价指标 C7 C8 C9 C10 C11 C12 

最优权重值 0.3478 0.3478 1 0.3750 0.3333 0.2917 

 

4 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综合 

评估模型 

选取多个准则层、多个指标层综合评价某地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实际水平，通过对比评价实际指标值和目标指标值，

确定该地区各评价指标的实际实现程度，从而确定该地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 

结合上述计算公式，确定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模型为： 

 

式中:N—代表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 

n ——代表准则层总指标数； 

ak——代表第 k个准则层评价指标权重值； 

Nk——代表第 k个准则层评价指数； 

mk——代表第 k个准则层包含指标层评价指标总数； 

bki——代表第 k个准则层评价指标第 i个指标层评价指标权重值。 

5 评估结果分析 

5.1 实现程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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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评价地区 2018 年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实际评估数据及 2023 年小康社会建设对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期望值，

代入至上述模型中进行计算,最终确定当前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表 4)。 

表 4 2018年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实际评估数据及 2023年理论数据 

准则层 实现程度/% 指标层 实现程度/% 

2018年 2023年 2018年 2023年 

   C1 91.23 100 

B1 78.37 100 C2 65.51 100 

   C3 95.30 98.50 

B2 92.10 95.60 C4 88.90 92.70 

B3 97.88 100 C5 97.88 100 

   C6 19.00 100 

B4 69.45 97.28 C7 92.84 93.81 

   C8 96.51 98.03 

B5 80.63 89.00 C9 80.63 89.00 

   C10 100 100 

B6 68.10 79.53 C11 68.08 92.48 

   C12 36.22 46.11 

 

5.2 当前评估数据分析 

从表 4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评价地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综合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综合评价指数为 0.8093,指数

水平较低，其中以水利资金保障能力评价指数最低。从表中评估数据还可以看出，防台防汛抗旱管理评价指数、水利工程完好

率评价指数、人才保障能力评价指数均比较高，甚至有些指标高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要求的评价指数。这些数据，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评价地区较为重视防台防汛抗旱及水利工程人才队伍组建。 

5.3 未来发展评估数据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加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建设，通过贯彻“组织建设、响应迅速、责任落实、预警及时、预案实用、

救援有效、全民参与、保障有力”总体要求，致力于提高该地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表 4显示，到 2023年，水利

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将会得到明显提高，特别是水利行政管理指数、水利资金保障能力，这两方面的评价指数明显提升。

其他方面评价指数，例如防台防汛抗旱管理评价指数、水利工程完好率评价指数、人才保障能力评价指数也在原有基础上稳步

提局。通过对 2023年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确定评价地区的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较 2018年会明显提升。 

6 结语 

本文运用综合评估模型评估评价地区的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确定目前该地区水利管理与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尚处于初级

阶段,通过不断努力，有望在 2023年大幅度提升。 

参考文献 

[1]沈利生.关于水管体制改革与水利管理现代化的研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8,19(35):114-155. 



 

 7 

[2]孔嘉.经济发达地区县域水利管理现代化评价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8. 

[3]董超,王彦法，单府，等.刘家道口水利枢纽管理局水利管理取得的成效及对策研究[J].治淮,2017,9(4):55-56. 

[4]宋海波.建立科学高效健全机制实现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目标[J].吉林农业,2015,37(20):86-93. 

[5]闫玉婷.四川省农村水利建设标准与评价方法研究[D].保定:河北农业大学,2013. 

[6]索妮.县域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