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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是确保水利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项目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中,涉及到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设计方案确定、招投标等多个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前期管理工作的全面探析,可以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提高项目建设的效率和质量,实现项目目

标。基于此,本篇文章对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进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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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Yanxia Xing 

Bayingolin Management Bureau of the Tarim River Basin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 Pr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ensur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rojects, and is also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project 

success. In the early stag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t involves multiple 

aspects of work such as project initiation, feasibility study, design scheme determination, and bidding.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eliminary management work, it can better guide practical work,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achieve project goal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earl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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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是水利工程项目中至关重要的阶段,

它直接关系到整个工程项目后续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果。前期

管理工作的好坏将在项目的全过程中得到体现,影响着工程的

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需要综合运用

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确保项目顺利启动并有序推进。 

1 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特点 

1.1复杂性 

水利工程项目往往需要涉及土木工程、水文水资源、环境

工程、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前期管理需要整合各个

专业领域的知识,进行综合考虑和协调。水利工程项目技术含量

高,工程设计、施工、监测等环节都需要高级别的专业技术支持。

前期管理需要确保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科学性,需要有资深的

技术人才参与。水利工程建设涉及多方利益关系,包括政府、企

业、当地居民等各方利益。前期管理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

平衡和协调,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前期管理阶段需要进行详细的

规划和设计工作,包括项目定位、功能布局、工程量算等内容。

这些工作需要进行参数估算、方案评估等复杂的计算和分析。

在前期管理阶段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土地征用情况、政

策法规变化、自然灾害风险等。 

1.2长周期性 

在水利工程项目启动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

项目调研、可行性研究、立项论证等。这些工作通常需要较长

时间来完成,确保项目从一开始就具备充分的基础。在项目启动

之后,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包括方案确定、施工图

设计、技术参数确定等。这个阶段需要充分考虑各个因素,进行

综合全面的设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在项目规划与设计完

成后,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相关审批程序。这个过程通常需

要进行多次征询意见、调整方案,并经过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

审批和批准,耗时较长。在前期管理中,还需要进行方案评审和

决策,包括对不同方案的比较、技术和经济指标的分析等。这个

过程需要时间来研究和评估各项因素,做出正确的决策。 

1.3不确定性 

水利工程项目可能涉及大量土地的征用和改变环境的影响,

而土地征用需要与农民协商、居民搬迁等涉及多方面因素,环境

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当地自然条件发生变化的影响。政府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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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可能对水利工程项目的规划、设

计、审批等环节产生较大影响。管理者需要时刻关注并调整项

目方案,以适应政策法规的变化。水利工程项目涉及到复杂的技

术问题,例如地质构造、水文特征、基础设施影响等方面可能存

在风险。这些技术风险可能对项目进展造成影响,管理者需要及

时识别并制定风险应对措施。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

可能对水利工程项目产生影响。这些不可控因素会给项目带来

不确定性,管理者需要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考虑相应的风险

应对措施。 

2 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原则 

2.1科学性原则 

水利工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项目前期需要进行可行性

研究、勘察设计等技术工作,以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确定最佳方

案。这就要求前期管理必须依靠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可

行性分析、参数估算、模型计算等工作,以获取准确的数据和可

靠的结果。通过合理的调研和数据采集,获取准确的基础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进行可行性评估和预测推演。运用合适

的技术手段,如CAD、GIS、数值模拟等,对方案进行模拟仿真,

评估效果和可行性。采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工具,如经济评价、

环境评估、风险评估等,进行多维度的全面评估,为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确保前期工作过程中使用的专业知识和标准是科学的、

权威的,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设计和评估。建立科学的管理

制度和流程,确保前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任务按照科学

方法有序完成。 

2.2综合性原则 

对项目的各类需求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包括工程用水需

求、环境保护要求、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并将其与项目目标进

行匹配和协调。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对项目方案进行评估,考虑

各类因素的权衡和关联。常用的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环境

影响评估、社会影响评估等。在项目方案设计和决策阶段,充分

考虑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最大程度

地达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节约。对项目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

行综合评估和管理,包括技术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社会风险等。

在方案制定和决策时,兼顾不同风险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在方案

选择和决策时,通过综合评估,权衡不同因素对项目效益的影响,

以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等。综合性原则在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中起到重要的指导

作用。它促使决策者和项目团队综合思考和综合考虑,避免片面

追求单一目标,使项目能够在各个方面达到平衡、协调和可持续

的发展。 

2.3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要充分考虑环境保护,遵守环境法

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影响。在水

利工程建设中,要注重生态恢复和保护,保持河流、湖泊、湿地

等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合理利用和管理水资源、土地资源、

能源等各种资源,避免浪费和不必要的开采。通过科学技术手段,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除了经济利益,

还要考虑项目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尊重和保护当地

居民的利益和权益,在项目过程中积极推动社会公平和社会福

利的提升。在项目前期管理中,要充分考虑自然灾害的风险,并

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减轻自然灾害对项目的影响,提高项

目的抗灾能力和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要求项目建设对相关利

益相关者进行广泛参与和合作。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NGO

组织、学术界等,共同参与决策和项目实施过程,寻求共识,确保

项目的可持续性。 

2.4风险管理原则 

在项目前期管理阶段,通过系统分析和专业评估,识别可能

出现的各类风险,包括技术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社会风险等。

确保对所有潜在风险有充分的了解。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评估其可能性、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建立风险评

估模型,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采取措施尽可能规避风

险的发生,如完善设计、加强监管、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等。避

免项目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出现可能导致风险的因素。通过购买

保险、签订合同等方式,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或其他相关

方。降低企业自身承担风险的压力和成本。对于无法避免的风

险,采取措施减少其影响,减缓风险事件的发生或扩散。制定相

应的预案和措施,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针对可能发生的

风险事件,制定详细的风险管理计划,包括应急预案、危机管理

方案等。确保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建立风

险监控机制,对风险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和监

测。及时调整应对策略,保持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3 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策略 

3.1项目立项阶段明确目标 

在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中,项目立项阶段明确目标是非

常重要的。确切的项目目标有助于明确工作方向和决策依据,

为后续的工作提供指导性。确定项目的工作范围,包括项目的类

型、规模、区域等,明确项目的边界与要求。根据水利工程的性

质和需求,明确项目的具体工程目标,例如建造一座水库、修建

一条渠道、完善灌溉系统等。为了确保目标能够被测量和评估,

需要设定可量化的指标,如工程的设计产能、工程的运行效率、

工程的安全性等。在目标设定时,要充分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包括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社会经济效益等,以实现长期可持续

发展。项目目标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政策和法规要求,确保项目的

合法性和规范性。结合前期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等调研成果,

确定项目目标时应考虑可行性和技术可行性。 

3.2可行性研究严谨可靠 

确保所采集的数据来源真实可靠,可以通过实地调查、文献

研究、专家访谈等方式获取数据,并核实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进行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

评估、社会影响评估、环境影响评估等,确保分析方法科学合理。

在可行性研究中,各项参数的估算应当准确可靠。需要进行充分

的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确保参数估计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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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行性研究时,要制定合理的假设条件,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和

不确定性因素,确保假设的合理性和完整性。在可行性研究中应

对项目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包括技术风险、市场

风险、政策风险等,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进行经济效益评

估时,要综合考虑项目的成本投入和预期收益,选择合适的评价

指标和方法进行效益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科学可靠。组建专业的

可行性研究团队,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环境专家等,共同参

与研究工作,确保研究成果的严谨性和可靠性。 

3.3多方面利益平衡 

要对所有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全面的分析,包括政

府部门、企业、当地居民、环保组织等,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

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机制,建立开放、透明的沟通渠道,共

同参与项目决策和执行,确保每个相关方的利益被充分考虑。作

为项目方,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考虑社会效益、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利益,不仅仅追求经济效益,要维护公众利益。建立风险分担

机制,当项目面临风险时,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共同承担风险,以

减轻任何一方的压力。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协调各

方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寻求利益的最大

公约数。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

中来,共同监督、参与和决策,确保项目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时向各利益相关者披露项目信息、进展

情况、风险预警等,让各方有权利获悉项目信息。 

3.4风险管理全面细致 

在项目启动阶段,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和评估各方面可能存

在的潜在风险,这包括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

险等。只有充分了解这些风险,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措

施。为了深入挖掘可能导致项目出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进行定

性和定量分析,评估风险的概率、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通过建

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评估和预测风险事件

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从而有效地规避项目面临的潜在风险。在

规避那些可以预见并避免的风险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合理的设

计、技术创新或其他手段,以尽量减少风险事件对项目实施的干

扰。例如,在技术风险方面,我们可以采用备份设备、多样化供

应商选择、加强安全措施等方式来应对可能的技术故障或数据

丢失风险。对于无法承受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等方式

进行转移,合理分担责任,降低项目方遭受风险造成的损失。在

选择保险时,我们需要充分考虑项目所需保障的范围、保费成本

以及保险公司的信誉度等因素。 

3.5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 

在项目立项阶段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评估项目对周

边环境、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等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减轻或

弥补措施。制定生态修复方案,明确恢复受影响的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的目标,同时确保生态环境在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

得到有效的保护。科学合理地管理水资源利用,避免对当地水资

源造成破坏,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在工程设计和施

工中采取节约资源的措施,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废弃物产生,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控制工程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的废气、废

水和固体废物排放,采取有效措施对废物进行处理或循环利用。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因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给予

适当补偿,推动企业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4 结束语 

水利工程前期管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直接关系到整个

项目的成败。只有通过科学规划、严谨设计、严格控制预算等

系列工作,我们才能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

希望本文所述内容能够对水利工程建设前期管理有所帮助,为

水利工程建设提供更好的管理经验和指导。同时也期望各级管

理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促进我国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

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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