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

河湖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防洪、供水、

生态安全。空间完整、功能完好、生态环境优美的河湖水域岸线，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和公共资源。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各地落实责任，强化管理，河湖面

貌明显改善。同时，一些地区人为束窄、侵占河湖空间，过度开发河湖资源、与

水争地等问题仍然存在。为进一步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复苏河湖生态环

境，实现人水和谐共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保护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摆在首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确

保防洪、供水、生态安全，兼顾航运、发电、减淤、文化、公共休闲等需求，强

化河湖长制，严格管控河湖水域岸线，强化涉河建设项目和活动管理，全面清理

整治破坏水域岸线的违法违规问题，构建人水和谐的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理保护

格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明确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边界

（一）完善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是河湖管理保护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要抓紧完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内河湖划界成果，在“全国

水利一张图”上图，同步推进水利普查以外其他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对于不

依法依规，降低划定标准人为缩窄河道管理范围，故意避让村镇、农田、基础设

施以及建筑物、构筑物等问题，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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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方及时整改，并依法公告。做好河湖划界与“三区三线”划定等工作的对接，

积极推进与相关部门实现成果共享。

（二）因地制宜安排河湖管理保护控制带。依法依规划定的河湖管理范围，

是守住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的底线，严禁以任何名义非法占用和束窄。各地可结合

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及河湖自然风貌保护等需求，针对城市、农村、

郊野等不同区域特点，根据相关规划，在已划定的河湖管理范围边界的基础上，

探索向陆域延伸适当宽度，合理安排河湖管理保护控制地带，加强对河湖周边房

地产、工矿企业、化工园区等“贴线”开发管控，让广大人民群众见山见水，共享

河湖公共空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用途管制

（三）严格岸线分区分类管控。加快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审批工作，

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提出需编制岸线规划的河湖名录，明确编制主体，并征

求有关流域管理机构意见。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合理划分岸线保护区、保留区、

控制利用区和开发利用区，严格管控开发利用强度和方式。要将岸线保护与利用

规划融入“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四）严格依法依规审批涉河建设项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岸线功能分

区管控要求等，对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

缆线、取水、排水等涉河建设项目，遵循确有必要、无法避让、确保安全的原则，

严把受理、审查、许可关，不得超审查权限，不得随意扩大项目类别，严禁未批

先建、越权审批、批建不符。

（五）严格管控各类水域岸线利用行为。河湖管理范围内的岸线整治修复、

生态廊道建设、滩地生态治理、公共体育设施、渔业养殖设施、航运设施、航道

整治工程、造（修、拆）船项目、文体活动等，依法按照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或

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事项办理许可手续。严禁以风雨廊桥等名义在河湖

管理范围内开发建设房屋。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得占用河道滩地。光伏电站、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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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等项目不得在河道、湖泊、水库内建设。在湖泊周边、水库库汊建设光伏、

风电项目的，要科学论证，严格管控，不得布设在具有防洪、供水功能和水生态、

水环境保护需求的区域，不得妨碍行洪通畅，不得危害水库大坝和堤防等水利工

程设施安全，不得影响河势稳定和航运安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实

际依法依规对各类水域岸线利用行为作出具体规定。

（六）依法规范河湖管理范围内耕地利用。对河湖管理范围内的耕地，结合

“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在不妨碍行洪、蓄洪和输水等功能的前提下，商自然资源

部门依法依规分类处理。原则上，对位于主河槽内、洪水上滩频繁（南方地区可

按 5年一遇洪水位以下，北方地区可按 3 年一遇洪水位以下）、水库征地线以下、

长江平垸行洪“双退”圩垸内的不稳定耕地，应有序退出。对于确有必要保留下来

的耕地及园地，不得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围堤，不得种植妨碍行洪的高秆作物，

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严禁以各种名义围湖造地、非法围垦河道。

四、规范处置涉水违建问题

（七）依法依规处置。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安全底线，聚焦河湖水域岸线

空间范围内违法违规建筑物、构筑物，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分类处置，不搞“一
刀切”。

（八）对增量问题“零容忍”。2018年底河湖长制全面建立，将 2019年 1 月

1日以后出现的涉水违建问题作为增量问题，坚决依法依规清理整治。

（九）对存量问题依法处置。将 1988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出台后至 2018年底的涉水违建问题作为存量问题，依法依规分类处理。对

妨碍行洪、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水工程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依法限期拆除并

恢复原状；对桥梁、码头等审批类项目进行防洪影响评价，区分不同情况，予以

规范整改，消除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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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对历史遗留问题科学评估。将 1988年 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

理条例》出台前的涉水违建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逐项科学评估，影响防洪安

全的限期拆除，不影响防洪安全或通过其他措施可以消除影响的可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稳妥处置。

五、推进河湖水域岸线生态修复

（十一）推进河湖水域岸线整治修复。组织开展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对

违法违规占用岸线，妨碍行洪、供水、生态安全的项目要依法依规予以退出，对

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岸线利用项目进行优化调整。积极推进退圩还湖，逐步恢

复湖泊水域面积，提升调蓄能力。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对受损岸线进行

复绿和生态修复，可结合河湖治理等工作统筹开展。岸线整治修复应顺应原有地

形地貌，不改变河道走向，不大挖大填，不束窄或减少行洪、纳潮断面，不进行

大面积硬化，尽量保持岸线自然风貌。

（十二）规范沿河沿湖绿色生态廊道建设。依托河湖自然形态，充分利用河

湖周边地带，因地制宜建设亲水生态岸线，推进沿河沿湖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打

造滨水生态空间、绿色游憩走廊。生态廊道建设涉及绿化或种植的，不得影响河

势稳定、防洪安全，植物品种、布局、高度、密度等不得影响行洪通畅，除防浪

林、护堤林外不得种植影响行洪的林木。具备条件的河段，滩地绿化可与防浪林、

护堤林建设统筹实施。

六、提升河湖水域岸线监管能力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河长办要切实履行组织、协调、分办、督

办职责，及时向本级河湖长报告责任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情况，提请河湖长研

究解决重大问题，部署安排重点任务，协调有关责任部门共同推动河湖水域岸线

空间管控工作。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本地区河湖水域岸线管控工作，

强化规划约束，严格审批监管，加强日常管理，确保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取得实效。

流域管理机构要发挥统一规划、统一治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作用，切实履行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流域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建立健全与省级河长制办公室协作机制，

全面加强对流域内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工作的协调、指导、监督、监测。

（十四）加强日常监管执法。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和水行政执法力度，强化舆

论宣传引导，畅通公众举报渠道，探索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及时发现、依法严肃

查处侵占河湖水域岸线、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

的违法违规问题，严肃查处未批先建、越权审批、批建不符的涉河建设项目。坚

持日常监管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纵深推进河湖“清
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坚决遏增量、清存量，继续以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珠江、松花江、辽河、太湖和大运河、南水北调工程沿线等为重点，开展大江大

河大湖清理整治，并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延伸。加强行政与公安检察机关互动，

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联动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

协作机制，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

（十五）加强河湖智慧化监管。实现部省河湖管理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加快

数字孪生流域（河流）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航空遥感、视频监控

等技术手段，推进疑似问题智能识别、预警预判，对侵占河湖问题早发现、早制

止、早处置，提高河湖监管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利用“全国水利一张图”及河

湖遥感本底数据库，及时将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岸线规划分区成果、涉河建

设项目审批信息上图入库，实现动态监管。

（十六）强化责任落实。地方各级河长办、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河湖水域

岸线空间管控的监督检查，建立定期通报和约谈制度，对重大水事违法案件实行

挂牌督办，按河湖长制有关规定，将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工作作为河湖长制考

核评价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各级河湖长和相关部门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

要依据，加强激励问责，对造成重大损害的，依法依规予以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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