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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监测改革面临的问题及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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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文监测改革能够推动水文工作科学的可持续优化发展。基于此，文中介绍了改革中管理体制、人力资源配置、基础

设施建设、高新技术引入这几方面的问题，并阐述了领导者可以采取完善体制、优化人员配置、加大建设投入、提升内部技

术水平等措施，来缓解改革问题，增强水文监测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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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hydrological work 

scie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blems of management system,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high-tech introduction in the reform, and expounds that leaders can tak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system, 

optimizing personnel allocation, increas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l technical level to alleviate the reform 

problems and enhance the hydrological monitor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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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文监测工作是指水文部门开展的对江、河、湖等区域的水文参数进行监测的活动，水文部门通过对监测工作的

有效改革和优化，可以更好的保护水资源，维护我国水生态循环的稳定性，因此水文部门要深入分析水文监测改革中

所面临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来增强改革的效果，促进水文监测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 水文监测改革面临的问题分析 
1.1 配套管理体制不健全 

就目前来看，部分水文单位在管理部门职级的划分方面存在断层，造成了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使体制内部无法顺

利沟通，影响管理工作的落实效果，以西藏水文局为例，其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中设置了正科级的管理科室，但是 7 地

市的水文分局却为副县级，两者在职级上无法按照顺序进行沟通，同时，由于所有的水文站的体制内级别尚未确认，

因此无法有效的参与到地方事务服务中，既浪费了人力和监测资源，又影响了当前“大水文”服务理念的落实
[1]
。此外，

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也会造成单位内部运行的混乱，导致各项工作缺乏监管，降低水文监测改革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不利于改革工作的开展。 

1.2 人力资源配置问题 

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探索不断加深，群众整体的环保意识也开始觉醒，因此水文监测工

作越来越受到当代人们的重视，在此过程中，为了保证水文工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国各地的建设发展，水文部门在

改革中逐步加大了水文站的规模和分布数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力资源的配置并没有跟上水文监测工作规模的发

展速度，例如：在西藏水文监测改革前，人员编制有 304 人，水文部门管理的水文站点的数量仅为当前的 1/6，而就目

前来看，虽然站点数量已经增长了 6 倍，但是人员编制反而减少到为 294 人，与当前的工作规模和强度完全不匹配，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继续深化。 

1.3 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是保证水文监测工作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大多数水文监测站的位置比较偏远，或者碍

于当地政府的经济条件，使得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依然非常匮乏，影响了改革工作的正常落实，比如在西藏地区，现

如今依然有许多水文站存在缺水少电的情况。同时，由于地区偏远，部分驻测站尚不具备基础的交通工具，为工作人

员的正常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此外，基础设计建设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项水文监测技术的正常落实，

这样不仅会制约改革的深化，而且对日常的监测工作产生干扰，降低了监测工作的效果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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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新技术引入不够 

国家对水文监测工作改革定下了 2020 年要实现监测自动化的目标。但是，从目前来看，水文部门对于高新技术的

引入明显不足，并且在应用技术落实上的投入也不够，导致现有的监测设备在使用范围和自动化水平方面具有一定的

局限，同时，在监测技术应用方面，比如大数据技术、影像技术等应用技术的落实不够完善，使得监测工作团队整体

上的工作水平一般，同时也很难实现自动化的水文监测工作。此外，由于技术水平有限，导致了我国监测人员在水文

应急监测工作方面，很多监测项目依旧采用传统的技术手段降低了水文监测改革工作的效果，制约了我国水文监测工

作的发展。 

2 水文监测改革面临问题的应对措施 
2.1 完善管理体制建设 

为了实现集约高效水文监测运行管理体系建设的改革目标，在管理体制建设中，领导者首先要明确、合理的划分

人员职级，保证水文人员能够正常参与工作。其次根据水文工作的操作规范和标准，结合水文监测工作的改革目标以

及当前地区的水文事业发展形势来制定相应的水文站任务书。最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及时的对任务书进行修正

和完善，来明确监测工作的管理方向，确保管理体制结构建设的有效性，例如西藏水文局新制定的《测区巡测方案和

任务书》、《中小河流水文监测站测站任务书》等，同时，为了进一步规范化水文监测工作的运作发展，领导者还要按

照实际情况修订完善、合理、具体、详细的管理办法，比如《西藏自治区水文管理办法》，保证管理工作的执行和沟通

可以顺利落实。此外，领导者还可以积极响应国家水文数据库建设的号召，来发展水文信息共享，简化管理体制内的

沟通流程，保证体制内部信息的畅通。 

2.2 优化人员配置 

在优化人员配置方面，由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矛盾的现状，领导者可以适当的提高薪资待遇，来吸引更多的

人才参加水文监测工作，为监测规模的扩大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在招聘过程中，领导者应当侧重考虑录取在本地生活

的人才，避免家庭原因造成的人员流动。此外，领导者还要建立长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增强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弱

化其在工作中的困难，减少人员流动。在培养机制的构建中，领导者要积极组织工作人员参加相关的培训活动，优化

团队整体专业水平，例如：在 2019 年西藏水文局开展的水文监测交流培训与技能竞赛活动，此次活动，鼓舞了水文人

的士气，提高了水文人业务水平，促进了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较好的推动了西藏水文监测工作的改革深入开展。此外，

领导者要定期组织内部培训，并在培训中以实际问题为例，进行集体的分析和讨论，进一步增强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提升水文监测工作人员配置水平。 

2.3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为了排除客观条件对水文监测工作的干扰，推动改革进程，水文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

实现构建科学化经费保障体系的改革目标。在基建投入方面，水文部门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资金保障上，确保水文监

测机构的建设能够满足改革的需求，因此，水文部门首先要构建出完善、合理、可执行的经费保证制度，使各水文站

点的基础设施能够逐步完善，同时，做好运维资金预算工作，保证建设资金能够被有序的使用，提高资金的利用率。

此外，政府应当按照相关的财政规划要求，将水文监测工作的基建资金纳入到年度财政预算中，使其能够享有专项的

资金供给，进一步保障基础设施的正常建设。如果遇到了严重的资金紧缺问题，水文部门还可以通过申请资金援助等

方式，来争取建设资金，从而早日实现全面的水文监测现代化改革目标。 

2.4 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为了实现自动化的水文监测改革目标，水文部门需要进步优化监测体系自身运行的技术水平，推动改革的进程。

在技术水平的提升上，水文部门应当加大对外界高新技术的引入，并构建一系列高效的技术引进体系，以及技术应用

落实系统，促进内部运作技术的可持续优化发展。在此过程中，水文部门首先要保证与技术配套的仪器、设备以及操

作规范标准的及时到位，并且对于陈旧的设备进行有序的更新改造或报废处理，保证技术的顺利落实。此外，在技术

引进方面，水文部门应当构建跨区联动的应急系统，优化水文急监测技术，同时引进遥测蒸发、在线雷达流量监测等

技术，提高应用技术的适应性，避免高原寒冷条件影响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并加快推动自动监测技术的落实，完善水

文监测站网体系，从而逐步实现 2030 年水文监测自动化系统建设完成的改革目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文部门通过发现、分析和逐步解决水文监测改革中的问题，才能够促进改革的有效落实，才能保证

管理结体制结构建设的有效性、改善人员配置问题、确保基础建设能够满足改革需求、加大技术引进与落实的力度，

从而推动水文监测改革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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