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办负责人解读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

例

日前，国务院通过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并将于 2006 年 4 月 15 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对 1993 年颁布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作了全面修订，为准确理解《条例》立法精神，中国政府网记者采访

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

问：为什么要对《办法》进行修订？

答：《办法》自 1993 年 9 月 1 日施行以来，对于规范取水许可，促进水资源节约、保

护与合理利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逐步深入，取水许可工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一是，中央提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战略目

标，这对合理配置水资源、节约利用水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取水许可制度需要根据当前

的实际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二是，按照 2002 年修订的水

法规定，对取水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并强化流域统一调度，避免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地区分割

与部门分割；三是，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取水许可的条件和程序，增加

水资源配置的透明度，便于社会监督。四是，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和取水许可制度密切相关，

由于《办法》没有规范水资源费问题，导致实践中出现水资源费政策不统一、征收程序不规

范、使用方向不合理等问题，有必要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其予以适当规范。

问：为什么取水需要许可并缴纳水资源费，《条例》有没有作出例外规定？

答：按照 2002 年修订的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

权，凡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申请领取

取水许可证，并向国家缴纳水资源费。取水许可和征收水资源费，是国家作为公共管理者和

资源所有人，对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进行调节的一种行政管理措施。

按照水法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条例》明确了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和缴纳水资

源的几种例外情况：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

的水；二是，家庭生活和畜禽饮用少量取水；三是，为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临时应急取

（排）水；四是，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等。除此以外，其他利用

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都必须申请取水许可，并依法

缴纳水资源费。

问：《条例》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作了哪些规定？

答：《条例》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主要作了三方面的规定：

一是，明确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制定原则。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水资源状况、经济发

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由各省制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还是比较合理的，但国务院需要把制定

标准的原则明确下来。《条例》规定，除中央直属和跨省水利工程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中央



制定外，其他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取水口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制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应当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与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并充分考虑到不同产业和行业的差别。

二是，完善水资源费征收和缴纳程序。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方便当事人，在总结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条例》规定，水资源费原则上由取水审批机关负责征收，取水审批机关按照

实际取水量和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确定具体的缴纳数额后，向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送达书面通知。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7 日内办理缴纳手续，如果有特殊困难的，可以申

请缓缴。

三是，规范水资源费的分配和使用。为了确保水资源费“取之于水、用之于水”，《条

例》规定，水资源费应当解缴国库，全额纳入财政预算，主要用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管

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截留、侵占或者挪用水资源费。

问：《条例》规定对农业生产直接取水征收水资源费的主要考虑是什么，是如何规定的？

答：妥善处理农业生产直接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问题，关系到节约水资源和农民减负增

收。考虑到农业生产取水量大（据水利部统计，2004 年，全国农业生产取水 3585.7 亿立方

米，占当年总取水量的 64.6%，其中农田灌溉取水 3227.1 亿立方米，占农业生产取水量的

90%）、用水模式粗放，不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国务院决定对农业生产取水征收水资

源费。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农业生产直接取水收费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促进灌溉方式

转变、培养农民节约用水意识，而且在作出规定时，统筹考虑了减轻农民负担与促进水资源

节约利用两个因素，分不缴、免缴和低标准缴纳三种情况作了规范：

一是，明确了农民不需要缴纳水资源费的情形。《条例》规定，农民使用本集体的水塘、

水库中的水，家庭生活和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均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也不需要缴纳水资

源费。农民使用供水工程例如水库中的水，只需向供水工程单位缴纳水费，水资源费由供水

工程单位向国家统一缴纳。

二是，规定农业生产用水在定额内免缴水资源费。《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

应当核定农业生产用水定额，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从事农业生产的，只要

没有超过定额，就不需要缴纳水资源费，也就是说，对于大量的、分散的单个农业生产者而

言，基本上都可以免缴水资源费。

三是，农业生产超定额取水的，虽然需要缴纳水资源费，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也比较低。

《条例》规定，农业生产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农村经济发

展状况和促进农业节约用水需要制定。农业生产取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低于其他行业

例如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粮食作物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应当低于

经济作物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具体征收步骤和范围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实践中，农业水

资源费标准也确实是比较低的，据水利部估算，全国农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综合平均水平大

约为 0.002 元/立方米。

《条例》施行后，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大投入，大力研究推广农业生产

节水技术，加强对农业生产者的引导和扶持力度，鼓励农民逐步改变高耗水的生产习惯，提



高农业用水效率，发展节水型农业。

问：与《办法》相比，《条例》在取水许可制度上作了哪些修改与完善？

答：一是，规范了取水许可程序。为了更好地保护相对人权益，提高行政效率，按照行

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条例》进一步完善了取水许可申请、受理、审批的程序，明确了审

批权限和期限，规范了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和取水许可证的主要内容、发放程序和有效期限，

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是，明确了取水许可审批的基本依据。《条例》规定，取水许可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依据流域、区域间的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协议，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

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与环境用水以及航运等需要。

三是，增强了审批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条例》规定，取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听证

的，审批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取水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审批机

关在作出是否批准取水申请的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

要求听证的，审批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对于取水许可证的发放情况，审批机关应当定期公告。

四是，明确了不予批准的情形。为了加强水资源保护，避免行政机关任意“不许可”或

者“乱许可”，《条例》明确了不予批准的情形：在地下水禁采区取用地下水的；在已经达

到取水许可控制总量的地区增加取水量的；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重大损害的；

取水、退水布局不合理的；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时，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取用

地下水的；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等。

五是，强化了取水许可审批的法律约束力。《条例》规定，取水申请经审批机关批准后，

申请人方可兴建取水工程或者设施；需由国家审批、核准的建设项目，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

文件的，项目主管部门不得审批、核准该建设项目。

问：为保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制度落到实处，《条例》规定了哪些监督管理

措施，在《条例》实施前和执行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答：《条例》规定的监督管理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强对取水单位和个人的后续监管。

为了促进合理取水和节约用水，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利益，《条例》规定，国家实行年

度取水总量控制制度，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审批机关报送本年度取水

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如果出现自然原因导致水量减少、取水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影响、地下水严重超采等问题，审批机关可以对取水单位和个人的年度取水量进行限制，在

发生重大旱情时，还可以对其取水量予以紧急限制。二是，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强化

层级监督。《条例》规定，审批机关在对取水单位和个人取水量予以限制前，应当及时作出

书面通知；监督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下级水利部门

应当将取水许可证发放情况定期报送上级水利部门，上级水利部门发现越权审批、违法审批

等问题的，应当及时要求下级水利部门纠正。

现在距《条例》实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当前我们应该着重抓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和群众尽快熟悉《条例》确立的各



项制度，为实施打好基础。二是，要尽快清理不符合《条例》精神的各种规章与文件，该废

的废，该改的改，《条例》要求建立的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取水许可审批权限划分、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等，在《条例》实施前应当尽快落实。

“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落实，《条例》施行以后，各级水利部门

要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

避免法律在执行中出现偏差，发现有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应当及时纠正。法制建设需要全社

会的参与，群众监督是保证法律执行的重要手段，希望社会各界及时向我们反馈《条例》执

行中遇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