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

开展综合经营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381.htm （一九八五年五月八

日） 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开展综合经

营问题的报告》，已经国务院批准，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水利电力部关于改革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 开展综合经

营问题的报告 建国以来， 国家花了大量投资， 修建了一大批

水利工程，形成了固定资产约一千亿元。这些工程对战胜水

旱灾害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经营管理

不善，工程效益未能充分发挥，长期依靠国家补贴，管理工

作处于被动局面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水利系统要改革管理

体制，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利资源及设备、劳力、人才的优势

，积极开展综合经营。现将意见报告如下：一、 改革水利管

理体制 全国大、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都要实行经费包

干和经营承包责任制。国家近几年内拨给水利工程的管理费

用不减少，由主管部门商财政部门对水利管理单位实行“包

干使用，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办法。各级主管部门要对

所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逐个落实工程安全、调度运用、综合

经营等方面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并

与之签订经费包干、经营承包合同。增收节支获得的收益，

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利益挂钩，使其有责、有权、有利。收

益的大部分应当用于搞好工程管理，发展综合经营，少部分

用于职工奖励、集体福利。已经实行承包制的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要根据上述要求，总结经验，逐步完善；没有实行承



包制的，要通过试点，积累经验，积极推行。 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内部要在统一核算的基础上，按经营项目和业务分工，

分别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制。承包任务要明确，收益要和职

工利益挂钩，充分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二、 开展综合经营 

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不能只是看水、管水，还要从综合经营

方面挖潜力，积极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开发水（水产）、农

（农、林、畜牧、养殖）、工（工副业）、商、游（旅游）

等多种产业，扩大水利工程的综合效益。各级水利部门应当

把开展综合经营当作重要任务，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实

效，逐步创造条件，向生产经营型发展，由事业单位向企业

化过渡，争取在近两年内水利管理工作有一个新的突破。三

、 有关政策问题（一）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在同上级主管部门

签订经费包干 、 经营承包合同后，享有人、财、物和产、供

、销等方面的自主权。（二）属于事业性质的水利工程管理

单位的各项经济收入，凡经财政部门商水利部门核定抵顶预

算支出的，可视为预算内收入，任何单位都不能挪作它用。

（三）对水利系统经营的管理项目和企业，地方政府或单位

都不能平调。（四）对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从事生产性的经

营和国家鼓励发展的产品，如种植、养殖和工副业加工等给

予二至三年免征产品税、增值税的照顾。已经开展综合经营

的水利单位从今年起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具体减免税规定

，由财政部下达。（五）新建的水利工程，从验收交付使用

之日起，按上述税收减免原则和年限执行。 以上报告如无不

妥， 请批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

门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