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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土地改良区概况

土地改良区是根据《土地改良法》于  ! % ! 年成立的
。

它是

农民自己的组织
。

根据土地改良法的规定
,

土地改良区具有法

人资格
,

其组员原则上是区内的土地耕作受益者
,

无论同意与

否
,

要求全员加入
,

土地改良费用也采取强制性征收方式
。

总代

会是土地改良区的最高决议机关
,

由组员选举总代会成员
。

一

切有关农业土地改 良设施
、

灌排水的协议
、

合同的签定
、

更改
、

废弃以及代贷款
、

偿还
、

各种费用的征收方式等均由总代会决

定
,

执行和监督则由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
。

土地改良区的前身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些团体
,

如水利组

合
,

耕地整理组合和市盯村组合等
。

土地改良区主要以水田田

间整治
、

道路
、

灌溉排水设施的修建为中心
,

随着农田基本建设

的不断完善和水利工程规模的扩大
,

土地改良事业的专业化分

工也越来越细
,

在全面土地改良事业团体联合中
,

都道府县 相

当于我国的省市自治区
、

市盯村 相当我国的县乡村 土地改

良栩体
、

农业土木关系团体
、

农用地整备公司
、

水资源开发公团

等先后承担了大部分土地改良工程兴建工作
,

而土地改良区工

作的中心由建设转向管理
。

据 !# 年代初农林水产省农业构造

改善局统计在全国土地改良工程中
,

有 &∋ (的工程是由土地改

良区负责管理
,

而这些工程中
,

绝大部分是农业灌排水工程如

水库
、

渠首工程
、

泵站
、

蓄水池等
。

因此也可以说土地改良区是

日本农业水利事业的基层管理单位
。

由于 日本的水利灌溉体系是由河流灌溉 约占 &# (
、

溜池

灌溉 相当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微型农田蓄水池
,

约占  & ( 和

小型沟渠网灌溉组成
,

其中以河川自流灌溉为主
。

因此
,

土地改

良区一般是以一个河流水系为单位组成的
,

占全部土地改良区

的 ∀ # (左右
,

另外 ∋# (是以行政区域划分的
。

据 日本
“
全国土地改良情况

” ! ! % 年第 ) 期的最新统计
,

到  ! ! % 年 ∗ 月 ∗ 日止
,

日本全国共有 & & !∀ 个土地改良区
,

相

关面积为 ∗ ! 万 + , ” ,

占日本总耕地面积的 ∀∗ (
,

组员 ∋%∃ 万

人
,

占农业劳动力的 ∀# (
。

就其面积规模来看
,

既有不满 %#

+ , −

的
,

也有  # # # # + , −

以上的
。

% # # +, ‘
以下的占总面积的

∃ ∗ (
。

从成员规模来看
,

未满 .## 人 的土地改 良区占总数的

∋& (
,
 ## # 人以下的占 ∃& (

。

由此可知
,

日本的土地改良区
,

无

论是从面积还是成员规模上来看
,

都是以小规模为主的
。

除了土地改良区的理事
、

监事 役员 等人员有法律规定之

外
,

机关职员人数根据土地改 良区面积规模大小而不同
,

据

 ! ∃ ! 年调查平均为 ∋ 人 包括专职和兼职
,

% ## + , “
以下几乎

没有专职人员
,

大多是市盯村行政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其它土地

改良区职员兼职
。

%# # +, “
以上的才设专职人员

。

. 土地改良区的主要工作

作为农业土地改良基层组织
,

日本土地改良区的工作主要

包括三方面
/

一是土地改良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的管理
0
二是

包括水利费在内的各项费用的征收 0 三是自身运行
。

.
1

 水利设施管理

水利设施管理中包括软件管理即配水管理和硬件管理即

设施管理
1

由于日本土地为私有制
,

农户平均拥有耕地面积为  

+ , 留

左右
,

且分布零散
。

这就决定了在共同利用有限水资源
,

特

别是灌概水源不足时
,

必须严格地进行配水和分水管理
。

同时
,

随着水利设施的不断老化
,

对设备进行维修
、

更新
,

对水库
、

渠

道进行加固
、

疏通等都是土地改良区的重要工作
。

从水源到各个农 田
,

配水和设施管理一般是由土地改 良

区
、

地方水利调节团体
、

村落水利组合三级组织负责
。

如水源取

水设施即干渠由土地改良区负责
,

支渠等由地方水利调节团体

负责
,

末端斗渠等由村落负责
。

这些团体和组合是农民自发组

织的
,

每年从土地改良区领取补助作为组织活动费用
。

为了更好地进行配水管理
,

管理科每年制定区内宏观配水

计划
。

除了水库
、

渠首设施或泵站是固定专人负责
,

在灌溉季节

还雇佣闸门
、

渠道的看守人
,

他们必须根据配水计划控制各干

渠放水
,

每天对所管范围进行巡查并将情况向管理科汇报
。

看

守人来自区内成员
,

对区间灌溉情况了如指掌
,

而且对其道德

品质有较高的要求
,

以避免走后门和读职现象
。

遇到干旱年份

用水紧张时
,

土地改良区要召集地方水利调节团体
、

村落水利

组合的负责人
,

对宏观配水计划进行修改和补充
,

同时增加配

水管理工作的透明度
,

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
。

干渠以下配水则由地方水利调节团体
、

村落水利组合负

责
。

配水管理的关键部位就在这一层
。

除了各组织间的相互协

调外
,

主要是依据水利惯行进行配水管理
。

水利惯行是 自古流

传下来
、

或是经过法律裁判
、

或是新兴水利设施时形成的惯行

作法
,

在日本也称作惯行水利权
,

如番水制等
。

虽然随着农业现

代化的不断深入
,

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
,

农业用水状况得到很

大缓解
,

但遇到干旱年
,

用水紧张时
,

一些地 区番水制 一 日两

番  . 小时制
、

三番 ∃ 小时制等 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硬件管理即水利设施管理
,

其范围与配水管理一样
,

土地

改良区负责干渠 以上部分的水利设施
,

如水库
、

渠首
、

泵站
、

干

渠等设备的维修
、

更新
、

加固
、

疏通等
,

支渠及末端的相关设施

由地方水利调节团体
、

村落水利组合自行出资
、

出力
。

.
1

. 土地改良费用的负担及征收

所谓土地改良费用是指在土地改良 包括灌排工程
、

农村

道路
、

农田整治等 过程中所投入的建设费用及改良之后的土

地
、

设施利用过程中所投入的运行管理费用之和
。

建设费用包括在改良过程中所投入的材料
、

人工等费用
,

这些费用以后可变为被改良的土地
、

设施的固定资产
,

因此
,

也

称之为土地改良投资
。

运行管理费用包括改良后的土地
、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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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整
、

维护费用及管理组织的人工费
、

办公费等
。

.
1

.
1

 土地改良费用负担原则

土地改良费用 建设费和运行管理费用 的负担原则应该

从土地改良事业公有性和私有性的角度来理解
。

它的公有性反

映在两个方面
。

首先
,

农业耕地和水资源是一个国家保证人民

正常生活
、

国家安定发展
、

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资源
1

通过土地

改良和水利设施的建设
,

增收防灾
,

确保农产品及粮食的安定

供给是社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

同时
,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
,

农村城市化的不断深入
,

土地改良事业特别是水利工程的

受益者绝不仅仅只是农民
,

还有象发电
、

排涝
、

工厂用水
、

地区

居民家庭用水等
,

它具有地区的公用性
。

它的私有性表现在土工改良事业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
。

另外
,

由于 日本的土地是私有制 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属国家
,

使

用权归私人
,

因此象农田
、

土壤整治
、

农田中的明沟暗渠
、

局部

农道
、

小水泵等土地改良设施的归属终将成为私有
1

因此
,

土地

改良费用 建设费和运行管理费用 由国家
,

地区和农民共同负

担
,

其负担状况为
/

 国家工程
。

大型
、

跨地区工程如大型水库等一般属于国

家工程
,

产权属国家
。

其建设投资主要 由国库负担 !# ( 2

!% (
,

其次由该地区的都道府县和土地改良区负担
。

运行管理

中
,

那些重要的技术性要求高的工程
,

由国家管理
,

运行管理费

由国库负担
,

其它的仅为形式上的管理
。

. 娜道府县工程
1

各都道府县范围内的大型工程如水库
、

泵站
、

干渠
、

大型蓄水池等属于都道府县工程
。

产权属都道府

县
,

其建设投资主要由都道府县负担
,

其次是国库补助和土地

改良区负担
。

运行管理中
,

那些重要的技术性要求高的工程
,

由

都道府县管理
,

运行管理费由都道府县负担
,

其它的仅为形式

上的管理
。

∗ 土地改氏工程
1

市盯村级的工程如水渠
、

蓄水池
、

灌排
1

水管道
、

农道
、

农田整治等一般为土地改良区工程
。

产权属土地

改良区
,

其建设投资主要由土地改良区负担
,

其次为国库
、

都道

府县
、

当地市盯村的补助
。

.
1

.
1

. 土地改良区的费用征收

从上述可以得知
,

土地改良区 农民 不仅要负担一部分工

程建设费用
,

还要负担工程的运行管理费用
。

这些费用是由土

地改良区向内部成员统一征收
1

由于它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

这

就决定了其费用征收原则也主要站在农民的立场来确定
。

在理

论上有利益论 从土地改良工程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如增产角度

考虑
、

能力论 从农民的实际负担能力考虑 和费用论 从工程

投资费用的角度来考虑 等
,

并在此基础上
,

根据地区和土地改

良工程不同
,

采用多种征收方法
,

如按土地面积
、

产量实际用水

量
、

按工程投资比例和地势标高等
。

据  ! ! #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

构造改善局管理科对 ∀%# 个土地改 良区 其中有的土地改良区

为纯管理或纯建设组织 的调查结果表明
,

无论工程建设费用

还是运行管理费用的征收都是以土地面积征收方法为多
。

.
1

.
1

∗ 征收金额及完成率

据  ! ∃ ∃ 年 日本农林水产省构造改善局管理科对 . % %∗ 个

土地改良区的调查
,

如果按每户平均  +, ,

耕地算
,

一年的征

收费为 ∀
1

! 万日元 其中建设费为 ∋
1

% 万 日元
,

运行管理费为

.
1

∋ 万 日元
。

而农户一年的平均收入  !∃∃ 年 为 &∋%
1

. 万日

元
,

可见
,

征收的费用仅为农户收入的  (左右
1

从费用的征收

完成率来看
,

 !∃ ∃ 年建设费用为 !&
1

& (
,

运行管理费用为

!&
·

∀(
,

基本保持常年的水平
。

.
1

∗ 土地改良区的财务运行管理

土地改良区的财务收入一般包括土地改良费用征收
、

补助

金
、

贷款
,

其它杂收入和上年度结余
。

财务支出包括经常费用
、

3

4地改良区工程建设费用
、

国家都道府县工程负担费
、

贷款偿

还
、

其他杂支出
、

下年度结余
。

据  ! ! 。年 日本农林水产省构造改善局管理科对 ∀ %# 个土

地改良区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调查
。

结果表明平均每个土地改

良区的财 务收入中
,

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费用的征收费占

.∃
1

% (
,

贷款占 . #
1

. (
,

这种贷款主要是农林水产金融公库提

供的低息长期贷款
。

补助金占 .#
1

∗ (
,

主要来自都道府县
、

市盯

村
1

有 !# (的土地改良区得到这种补助
。

并且
,

补助金占土地

改良区总收入的比例为
,

土地改良区面积规模越小
,

比例越大
1

除了资金补助
,

市盯村政府还提供职员
、

办公室
、

器材等方面的

援助
。

以上三项之和占总收的 ∀! (
。

另外
,

杂收入占  ∀
1

∋ 肠
,

主

要包括发电收入
、

财产收入
、

捐款
、

多种经营收入等
。

目前
,

土地

改良区在充分利用水利设施
、

搞好多种营方面受到重视
,

如水

库养鱼
,

周边森林
,

渠边
、

坡地
、

田边种树
,

明渠封顶作停车场

等
。

即增加了收入
,

又有利于环境保护
1

财务支出情况为
/

包括运行管理人员工资和各种设施维修

管理费用在内的经常费用为  ∋
1

∗ (
,

土地改良区工程建设费用

为  ∋
1

# (
。

国家都道府县工程的土地改良区负担费占 . (
,

农

林水产金融公库等提供的低息长期贷款偿还占 .∋ (
1

杂支出占

 ∗
1

& (
。

其中包括土地改良区参加政治活动如选举
、

请愿等的

费用
。

平均 。
1

 + , 盆

的收入支出为 .
1

∀ 万 日元
。

∗ 土地改庆区面临的问1

目前 日本土地改良区面临的间题主要有三方面
/

 随着农村的城市化
、

农民兼业和年轻人弃农的不断深

入
,

以往由农民组成的村落
,

逐渐地发展成农民和居民混住的

村落
。

这使得对土地改良区的末端组织失去了往日对土地改良

事业的关心和敬业精神
。

造成设施
、

用水管理 日趋松散
。

. 耕地的占用
、

娜用
,

减少了土地改良区费用征收面积
,

造成财务收入紧张
。

另外旧 本的大米生产一直过剩
,

调整政策

要求农民减少水田面积改种早地作物或水田早地轮流转换
,

但

用
、

排水费用基本是按耕地面积征收的
,

这种不合理的征收
,

农

民意见很大
1

∗ 物价上涨引起建设费用
,

运行管理费用的不断增加
,

土

地改良区财务运行困难
。

为此
,

土地改良区一方面积极地争取

政府的财政拨款 日本政府从  ! ! % 2 . # ## 年增加农业投入约 ∀

兆  ## 亿 日元
,

一方面采取土地改良区合并
,

既减少运行管理

开支
,

提高土地改良区的运行效益
,

又减少一个地区重复加入 .

个以上土地改良区的现象
,

减轻农民的负担
。

目前 日本土地改

良区的个数在逐年减少
,

而大规模的土地改良正在逐年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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