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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水利事业的建设发展，

同时水利工程建设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崭新的动力
[1]。但是，从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现状来看，其中

依旧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这就需要做出相应的改进 [2]。

所以，针对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现状则需要水利

工作人员明确认识到水利工程建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

义，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现状的研究，

从而针对具体的问题来探索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从而

有效的推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开展，全面发挥水

利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环境效益。1

一、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现状

（一）施工管理体制不健全

从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角度分析来看，由于

水利工程属于综合性强的一项工程，其在施工建设方面

会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3]。因为现阶段我国在水利工程

建设管理方面还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尤其是

在水利工程施工建设期间存在规章制度等执行力度不够

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程建设的质量，甚至增

加施工成本。同时，因为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管理期间缺

乏严格的内部检查系统，这就难以确保水利工程的顺利

建设，最终影响工程的施工质量。

（二）人员结构配置不科学

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人员结构配置来看，一般配备

的管理人员数量不多，而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项目数量

较多且工作量大，这就难以确保管理人员能够高效地落

实管理工作 [4]。同时，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机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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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的人员缺乏专业性，还有少量的工程运行管理人员

兼职建设管理工作，因为缺乏专业素质及操作技能，以

及必备的知识和经验，自然难以胜任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工作的需求。

（三）建设管理费用不充足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方面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工程

建设管理及维修养护费用不足，这就会影响水利工程建

设进度及质量。因为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存在着诸多的影

响因素，所以没有足够的建设管理经费则难以确保各项

管理工作的落实，由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经费不足自然

难以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同时，因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经费不足，各项管理工作难以高效的落实，这就会为水利

工程建设留下安全隐患，在水利工程后期运行的过程中必

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因素，最终带来严重的损失。

二、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改革发展方向

（一）完善施工管理体制

从水利工程建设的角度出发，要确保水利工程的建

设质量，必须构建完善的施工管理机制，在管理方面采

取统一与分级结合的方式开展管理工作，以此来强化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效果 [5]。首先，因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涉

及到的部门及专业比较多，各个管理部门之间多多少都

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甚至部门管理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一

定的利益关系，所以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期间需要组建

专业的监督管理部门来对各个部门的管理工作进行协调

与监督。其次，由于水利工程建设涉及到河流的上下游，

所以需要建设一个全流域的管理部门，通过对水利工程

进行全流域的管理，来确保水利工程建设和使用的质量。

最后，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建立起行

之有效的施工管理机制，实施岗位责任制，并将建设管

理职责落实到各个施工环节、各个人员，通过明确岗位

职责来避免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以此来实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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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开展。

（二）调整管理人员结构

针对现阶段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管理人员不专

业、工作效率低等问题，则需要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机

构进行调整，实施优胜劣汰制度，从而增强管理人员的

专业性。同时，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机构还需要重视管理

人才的培养，确保能够有充足的管理人员为水利工程建

设服务。首先，重新审视水利工程建设内部管理机构的

设置，了解不同管理岗位的人员设置情况以及人员工作

水平，并贯彻落实按需设岗的制度，若是有必要则需要

对所有的管理岗位进行重新调整，以此来确保工程建设

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优质的

服务。其次，实施竞争上岗制度。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人员选拔方面，则需要以严格的考核机制选拔符合岗位

需求的专业化人才，以此来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效

率。最后，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培养和分配方面，

既需要建设单位掌握不同管理人员的优势，还需要遵循

“按需分配”的原则，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作用。

同时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机构还需要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

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同时还需要做好相

应的安全教育工作，确保在全面发挥建设管理结构职能

的基础上保证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

（三）加大管理经费投入

从水利工程建设来看，其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

这样既可以确保工程建设的效率和质量，还能够确保后

期维护保养工作的执行，以此来确保整个水利工程始终

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发挥更大的作用。若建设管理经费

投入不足，既难以在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全面落实各项管

理工作，也难以对工程建设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更难

以保障工程建设质量 [6]。所以，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

中必须由专业的管理人员来负责项目跟进工作，同时还

需要设立专项经费来确保各项管理工作的落实。因此，

为保障水利工程建设中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必须加大

管理经费投入，并掌握好资金流动方向，以此来确保每

一笔经费都有迹可循，同时在人员经费管理方面，需要

将其与工程管理资金采取分开管理的方式，避免有人钻

空子。另外，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期间需要设立专项资

金作为后期维护管理的保障，避免因为资金短缺引起维

护不善的现象，以此来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转。

（四）采取新型管理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逐步的推行全

过程咨询服务与管理模式，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推行全过

程工程咨询与全过程管理模式，对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

提供组织、管理、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工程咨询服务，

以此来确保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7]。

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应用新型管理模式的过程

中，建设单位既可以选择一家具有综合能力的咨询单位

来开展，也可以选择多家具有招标代理、勘察设计、监

理、造价咨询等不同能力的咨询单位来联合开展，但是

需要由全过程工程项目管理者来作为咨询团队总负责人，

还需要明确各个单位的权利、义务及责任，这样在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肩负起工程项目各个

环节的专业咨询服务责任，还需要承担工程项目建设全

过程的管理职责，这样既可以降低生产升本，还能够有

效的规避风险，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8]。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水利工程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都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将水利工程建设重视起来。可见，

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则是控制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的关键举措。虽然现阶段水利工程在

建设管理方面依旧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但是相关部门更

需要给予其高度重视，结合问题所在来提出针对性的解

决措施。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则需要强化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并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

确保建设与维护资金的落实，以此来确保水利工程能够

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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