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市新安江流域水权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十八大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

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水资源[2014] 222 号），根据

省水利厅《关于加快推进新安江流域水权确权工作的通知》

和《安徽省新安江流域水权确权登记实施方案》的要求，积

极推进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与水权制度建设，加

大水资源保护力度，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明确水权归属，

开展水权确权登记，确定取用水户权利和责任，保障取用水

户合法权益，为进一步探索生态补偿模式的水权交易流转奠

定基础，结合工作实际需要，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党的十九大、十八大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

以建设“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水权制度体系

为目标，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优先保证生活用水，

确保生态基本需水，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统筹兼顾、

因地制宜、先易后难分类开展水权确权登记，促进水资源优



化配置、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

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1、资源国有、物权法定。坚持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制，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的水权确权登记，发

放水权证。

2、总量控制、留有余地。严格执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以用水总量和行业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上限，充分考

虑现状供水用水情况进行确权登记，规范和确认现有合理用

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供水用水趋势，留有一定水量

配置空间。

3、权责一致，公平公正。落实取用水户对水资源使用、

收益的权利，明确权利人节约保护水资源的责任和义务，确

权登记工作做到公平公正、科学合理，实现权利和责任的有

机统一。

4、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

的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制度保障作用，在水权确权登记中

起主导作用。加大宣传，积极鼓励引导社会公众和取用水户

参与水权确权登记工作。

三、工作目标与实施步骤

（一）工作目标



到 2020 年 9 月底，以县级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为控

制条件，完成黄山市新安江流域内生活、生态、生产等行业

水量分配，对工业和农业用水完成水权确权发证，建立县域

水权制度工作制度体系。对需要办理取水许可的取用水户按

生活、工业、农业进行分类登记，对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取用

水户，按照《安徽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规定补办取水许可证。对取水许可管理的取用水户、国有水

库和国有灌区供水范围内的农业用水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进行分类确权登记。经过确权登记的取用水户，能

够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

（二）实施步骤

1、准备阶段（2020 年 3 月－6 月）

2020 年 5 月中旬，完成制定新安江流域水权确权工作方

案，经省水利厅批准后启动。2020 年 6 月底前，开展水资源

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调查研究，确定确权范围。成立市、区

县水权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召开水权确权工作会议，对

水资源使用权登记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实施阶段（2020 年 6 月-8 月）

完成新安江流域工业农业用水对象、数量及取水基本情

况、资料收集及整理；完成取水量统计与平衡，开展水资源

使用权确权登记，基本完成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建立水资

源使用权登记数据库，完成水权证发放工作。



3、 评估验收阶段（2020 年 9 月）

由市县水利部门进行水权确权登记工作自评估，进行水

权确权登记工作总结，在自评估基础上，申请省水利厅水权

确权登记成果评定。

四、工作内容

（一）摸底调查

调查新安江流域市、县区社会经济状况、水资源现状、

水利工程现状等材料，收集整理本流域各行业取水许可发放

情况、县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水资源综

合规划、灌溉发展规划以及其他行业发展规划，做好与有关

规划的衔接。对于生活用水，明确集中供水厂的供水范围、

水源类型、供水人口数量、设计规模、实际供水量、取水许

可情况，以及分散取水的水源、水量和对应人口数量等;对

于农业用水，核实村、农户的耕地面积，灌区灌溉面积及现

状用水量，分析农业用水现状及灌溉定额，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的水塘和修建管理的水库，确定水塘水库的地理位置、水

源条件、四至边界、水面面积、水深、正常蓄水量、堤身等

工程特性和现状主要功能及作用，并对水塘水库的工程产权

现状、管理主体、相关土地确权等情况进行核实;对工业用

水，摸清流域内工业园区、企业基本情况资料，包括企业名

称、位置、产品类型、近年产量、工业产值以及供水工程规

模、供水水源、水资源论证批复水量、取水许可水量、现状



用水量（近 3 年平均量）、自备水源供水情况等，已发放取

水许可情况、水量及零散取用水等现状情况，明确其取水许

可量、实际取水量、耗水水平及产品类型;对生态环境用水，

调查城镇道路洒水面积、绿化用水面积、河湖补水面积等，

统计城镇生态环境实际用水量及用水水平。

（二）水权确权登记

1、初始水权分配。通过制定流域和区域水量分配方案

来明确流城内各区域可用的用水总量，即未来各区域进行用

水户初始水权分配的用水总量。区域水权分配的水资源总量

按照各区域《“十三五”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方

案》制定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分配。区域水权分配阶段

采取行政控制下预留的模式完成对生态环境需水的分配。

细化区域水权分配，一是开展行业水权分配，二是用水

户初始水权分配。行业水权分配应在区域用水总量控制下进

行，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需求，其次是用水效益高的

工业用水，接着是基本生态用水，最后考虑农业用水需求。

2、开展水权确权。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水企业或

个人，按照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确

认其取水权。对国有灌区和国有水库供水范围内的农业用水

户进行确权。尚未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可由村民委员

会代表农户集体持有水资源使用权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修建的水库塘坝供水范围内的农业用水户和农村少量用水

户不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进行水权确权。

3、建立水权数据。建立新安江流域水权确权登记证动

态管理数据库，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电子登记与动态管理，纳

入省水资源管理系统中，市、县区要利用现有取水许可管理

台账系统和水资源使用权证动态管理软件，对区域内水资源

使用权统一进行电子登记，根据取用水权变化情况及时变更

或注销水资源使用权证，并对确权登记数据库进行信息更

新。

4、完善制度建设。市、县区人民政府开展水权确权登

记建章立制，结合本地实际建立相关确权登记制度办法，推

动开展水权确权登记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县区人民政府要把水权确权登

记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发改、

经信、财政、水利、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生

态环境、住建、统计等部门落实工作分工、明确工作职责,

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加大指导、协调、监督力度，建立

健全部门协作机制。

（二） 保障资金投入。积极争取省、市及县财政资金

支持，项目资金可从水资源费(税)中支出，编制完善市县水

权分配方案，开展摸底调查，健全取用水计量与监测系统，



加强取用水大户水量监控力度。印制水资源使用权证，研发

水资源使用权证动态管理软件、开展确权登记各项制度建

设。

（三） 强化技术支撑。针对水权确权登记工作中涉及

确权登记主体、范围、对象 、条件、程序、权利义务和期

限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及时解决试点过程当中遇到的

难点问题。加快推进区域水资源监控管理系统建设，重点加

强取用水大户、水库、灌区等监测计量设施建设，提高取用

水计量设施配备率和计量监测能力，为水资源使用权权属管

理提供技术支撑。

（四）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

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水权确权登记工作，提高全社会对水

权制度建设的认知度和关注度，赢得社会各界对水权确权的

理解、支持和参与，确保水权确权登记工作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