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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版）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是指在诉讼与信访分离的基础上，对信

访人提出的投诉请求，能够通过信访渠道以外的法定途径解决的，导入这些途径依

法按程序处理；不能通过这些途径解决、符合《信访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作为

信访事项，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处理。

一、涉及水利业务管理的问题

（一）水政执法类

法定途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

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十八条: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水行政

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3.《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当事人对水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水行政处罚不停止

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水事纠纷类

法律途径：调解、诉讼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五十七条: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

发生的水事纠纷，应当协调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

（三）水资源保护类

法定途径：调解、诉讼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六条: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

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海事管理机

构、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水价与收费类

法定途径：行政确认、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7.《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地方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管理权限

和申报审批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商水行政主管部

门规定。

8.《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取水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

拒不缴纳、拖延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条规定

处罚。取水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9.《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缴纳义务人拒不缴纳、拖

延缴纳或者拖欠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七

条规定进行处罚。缴纳义务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五）工程招投标类

法定途径：投诉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

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提出异议或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

部门投诉。

（六）工程运行管理类

法定途径：复议、诉讼、行政强制

11.《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大坝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罚款；



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毁坏大坝或者其观测、通信、动力、照明、交通、消防等管理设施的；

（2）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打井、采石、采矿、取土、挖沙、修

坟等危害大坝安全活动的；

（3）擅自操作大坝的泄洪闸门、输水闸门以及其他设施，破坏大坝正常运行的；

（4）在库区内围垦的；

（5）在坝体修建码头、渠道或者堆放杂物、晾晒粮草的；

（6）擅自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鱼塘的。

12.《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

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

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

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对治安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办理。(注：期限以《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为准）

（七）河道管理类

法定途径：行政确认、复议、诉讼、行政强制、行政处罚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

活动，必须报经河道主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

门批准：

（1）采砂、取土、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

（2）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3）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



（4）在河道滩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

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

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物体的；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

高杆植物的；修建围堤、阻水渠道、阻水道路的；

（2）在堤防、护堤地建房、放牧、开渠、打井、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

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的；

（3）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工程安全标准整治河道或者修

建水工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

（4）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河道主管机关的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取土、

淘金、弃置砂石或者淤泥、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的；

（5）未经批准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者其他建筑设施，以及开采地

下资源或者进行考古发掘的；

（6）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围垦湖泊、河

流的；

（7）擅自砍伐护堤护岸林木的；

（8）汛期违反防汛指挥部的规定或者指令的。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河道主管机关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赔偿损失、

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损毁堤防、护岸、闸坝、水工程建筑物，损毁防汛设施、水文监测和测量

设施、河岸地质监测设施以及通信照明等设施；

（2）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进行打井、钻探、爆破、挖筑鱼塘、采石、取土等危

害堤防安全的活动的；

（3）非管理人员操作河道上的涵闸闸门或者干扰河道管理单位正常工作的。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

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

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

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注：期限以《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期限为准）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违反本条例，造成国家、

集体、个人经济损失的，受害方可以请求县级以上河道主管机关处理。受害方也可

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河道主管机关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

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注：期限以《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为

准）

（八）防汛类

法定途径：复议、诉讼、行政强制、行政处罚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第四十六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

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

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

处罚决定的机关强制执行；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规定办理。



当事人在申请复议或者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注：期限以《行政

复议法》规定的期限为准）

（九）移民管理类

法定途径：行政确认、诉讼

19.《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五十五条：在征地

补偿和移民安置过程中，移民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反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应当对移

民反映的问题进行核实并妥善解决。移民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第四条：后期扶持

范围为大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对移民人口的自然变化采取何种具体政策，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决定，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村移民不再纳入后期扶持范围。

二、涉及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法定途径：调解、仲裁、复核、申诉、投诉、举报、诉讼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一百条：国家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人事

争议仲裁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的

代表、聘用机关的代表、聘任制公务员的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

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

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

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

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

（1）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2）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3）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4）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

（5）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

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

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4.《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所在单位发生

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25.《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考

核结果、处分决定等不服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提出申诉。

26.《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四十条：对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中的违法违

纪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或者监察

机关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和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三、涉及廉政建设的问题

法定途径：检举、控告、申诉、复核

2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六条：监察机关建立举报制度，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任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的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有权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监察机关应当受理举报

并依法调查处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以回复。

2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三十八条：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

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对主管行政机关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分决

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监察机关提出申诉，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三十日内

作出复查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



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监察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复

核决定。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条：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

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

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

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

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1） 处分；

（2） 辞退或者取消录用；

（3） 降职；

（4） 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

（5） 免职；

（6） 申请辞职、提前退休未予批准；

（7） 未按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保险待遇；

（8） 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诉的其他情形。

对省级以下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机

关提出再申诉。

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分不服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监察法》的规定办理。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九十三条：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

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

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31.《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四十八条：受到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

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的有关规定，可以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