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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ast,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it is often regarded as an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roblem. In fact, it is 

not. The drinking water problem in rural areas is a legal problem. Based on such a 

realistic background, this paper takes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under the vis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law" as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carries 

out in-depth and detailed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hoping to put forwar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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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的饮水安全虽然引起了政府和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但是往往也是将其视为工程技术层面的问题，实则不然，

农村的饮水问题更是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文章以“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视野下的农村饮水安全”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细致

的探讨与分析，希望能够就如何真正做好农村的饮水安全工作提出切实可行

的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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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央不仅仅更加重视“三

农”工作，同时也专门针对农村的饮水安全工作加大了投入，同时和各级的水

利部门一起开展饮水安全工作，而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在看

到这些可喜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

进而逐步树立先进的理念，并以此为依托，从资金的投入、工程的建设以及技

术的支持等方面着手，开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崭新局面。

1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视野下农村饮水安全的法
律意义

随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深入推进，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已经逐步上升为

法律层面的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理解：

首先，水不仅仅是重要的资源，同时也是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统统需求，也正是

因为如此，水就同时具有了不同的属性。

其次，农村的饮水安全可以说是水安全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水安全的本

质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状态，具体来说就是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应该获取安全用水

的设施和经济条件，所获得的水必须是清洁的，必须的健康的，既能很好地满

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也能够妥善保护自然环境，不对其产生任何威胁。随

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饮水安全逐步上升到与粮食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关

系到能否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的关键所在。

农村的饮水安全不仅仅关系到农民生活的质量，同时也是关系到在现实情

况下能否真正处理好农民 - 水 - 农民这一结构链关键的社会问题。要想真正处

理好这个问题，就要对可能对农村饮水安全产生影响的资源、环境以及政治、

经济、生态等相关因素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区分，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中一些因素

的随机变化特征，进而选择合理的技术措施、社会措施和文化措施，采取妥善

处理，尽快建立并逐步完善真正符合饮水安全要求的供给保障机制、需求保障

机制以及交易保障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等，但是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机制的建立，

都离不开法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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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饮水安全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要点

要想真正根据农村饮水安全内涵的不同属性，切实做好法律保障机制的构

建，笔者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就是依托农村饮水安全的自然属性去构建农村安全饮水供需的保障机

制。

农村饮水安全的自然属性主要包括有限性、流域性以及整体性等，总的来说，

在水资源总量相对有限的前提下，所配置的水资源法律制度必须要与水的自然

规律相符合，所建立的水资源利用程序也必须是合理的，而且要采取多种有效

措施，做好生活用水、生产水平和生态用水关系的调整。具体来说，就是要尽

快建立起能够有效保障饮水供需平衡的法律制度。

其次就是立足农村饮水安全的社会经济属性，构建饮水安全市场的交易机

制。水资源的经济特性具体表现为稀缺性、多宜性和基础性，也正是因为这种

多重属性，很可能引导水资源多种经济利益之间产生某种程度的冲突，这样就

需要通过对资源权属的合理界定以及交易规则的确定等多种方式去做好各种利

益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切实做好水资源配置秩序的构建与维护，最终形成真正

符合饮水安全目标的市场交易机制。

再次就是立足农村饮水安全的人文属性去构建农村安全饮水供需的管理机

制。水资源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一旦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

值发生了冲突，亦或是在水资源应用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单纯的市场机制往往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依靠公共权力的介入

和有效监管手段的运用去做好水资源配置的平等性，而这就需要尽快建立合理

的饮水安全管理体制，实现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通过合理的监管措施，制定

合理的监管标准。

众所周知，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涉及面广，诸如资金的问题、规划的问题以

及卫生问题和环境问题等，这样就需要诸多权力机构的协作与配合，势必会涉

及到集中管理、多头管理以及公共权力的使用监督等问题，要想取得预期的良

好效果，就要尽快形成并且不断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共同协作，全社会

都积极广泛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合理、科学的饮水安全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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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切实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而要想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为此笔者建议不仅仅需要首先树立先进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理念，进而

尽快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的促进机制和激励机制，然后通过农村饮水安全的引导

机制和资源机制，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事实上，虽然

在构建农村水安全的法律保障机制方面，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尚且还有需

要难题没有解决，需要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不仅仅要突出重点，而且

要特别注意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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