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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的水资源及

灌区状况

1.水资源及其利用状况

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为 769.2 万

km2，主要有 6 条河流，最长 的 河 流 为

墨 累 河 ，流 经 昆 士 兰 、新 南 威 尔 士 、
维 多 利 亚 和 南 澳 大 利 亚 4 个 州 ，最

终注入大海。 墨累河全长大约 2 520
km，加上最大的支流达令河流域构成

墨累—达令流域， 流域总面积 106.1
万 km2， 占 澳 大 利 亚 国 土 面 积 的

13.8%。
根据《澳大利亚水资源 2005》，在

2004—2005 水文年，澳大利亚水资源

总量为 3 361 亿 m3。在水资源使用中，

水资源利用量为 798 亿 m3，消耗量为

188 亿 m3， 农业用水量为 122 亿 m3，
占总消耗水量的 65%。

澳 大 利 亚 的 水 资 源 特 点 和 我 国

类似，时空分布不均。 但由于澳大利

亚的人口总量少，人均水资源量远远

高于我国。

2.澳大利亚灌溉现状

澳大利亚农牧业发达，农牧业产

品 的 生 产 和 出 口 在 国 民 经 济 中 占 有

重 要 位 置，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羊 毛 和

牛 肉 出 口 国。 根 据 澳 大 利 亚 统 计 局

2009 年 数 据 ， 农 牧 业 用 地 409 万

km2， 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63%。 主要

农作 物 有 小 麦、大 麦、油 菜 籽、棉 花、
蔗糖和水果。

澳大 利 亚 面 积 超 过 1 000 km2 的

灌 区 有 维 多 利 亚 州 的 高 本—墨 累 灌

区、新南威尔士州的墨累灌区和马兰

比 吉 灌 区、西 澳 大 利 亚 的 西 南 灌 区，
灌 区 的 土 地 面 积 分 别 为 8 592 km2、

7 480 km2、6 600 km2 和 1 120 km2。

二、灌区的水管理体制

1.澳大利亚的水管理体制

澳 大 利 亚 属 于 联 邦 国 家 ， 由 6
个 州 和 2 个 领 地 组 成 。 澳 大 利 亚 的

水 管 理 体 制 和 其 政 治 体 制 息 息 相

关。 在联邦体系下，法律的制定有两

套 体 系： 联 邦 议 会 制 定 全 国 性 的 联

邦 法 律；在 联 邦 法 律 的 框 架 里 ，州 议

会 可 以 就 任 何 与 本 州 有 关 的 事 宜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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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立法。
按 照 澳 大 利 亚 的 联 邦 体 制 ，州

（领 地） 政 府 是 水 资 源 的 所 有 者 ，但

管 理 权 则 由 联 邦 和 州 共 同 拥 有 ，联

邦 负 责 制 定 全 国 性 的 法 律 ， 州 议 会

则 在 联 邦 法 律 下 制 定 具 体 的 实 施 细

则。 目前，澳大利亚国家级的水资源

管 理 机 构 是 2010 年 9 月 14 日 成 立

的 国 家 环 境 、水 资 源 、人 口 、社 团 可

持 续 部 下 设 的 国 家 水 资 源 委 员 会 ，
该 委 员 会 负 责 澳 大 利 亚 水 资 源 的 管

理 和 利 用。 目 前 澳 大 利 亚 在 水 管 理

方 面 国 家 级 的 法 律 性 文 件 是 各 州 签

署的《国家水计划 2004》（National Wa-
ter Initiative 2004）以及《水行动 2007》
（Water Act 2007）。 各州（领地）在该法

律 的 约 束 下 制 定 各 州 水 管 理 方 面 的

法 律，明 确 水 权、水 市 场 运 作 等 方 面

的条款。
澳大利亚尤其重视环境用水，根

据《水 行 动 2007》成 立 了 联邦 环 境 水

持 有 人（CEWH）这 一 法定 机 构，其 主

要 职 责 是 保 护 和 恢 复 墨 累—达 令 流

域 以 及 在 墨 累—达 令 流 域 外 的 联 邦

拥有水资源区域的环境资产。 澳大利

亚 政 府 通 过 买 回 水 量 和 其 他 初 始 节

水 积 存 所 获 取的 水 权 都 为 CEWH 所

拥有。 每年可用于环境的水量取决于

获取的数量、许可证的类型以及季节

的水量分配。 联邦购买的环境水权和

其他水权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并可

用于水市场交易。

2.灌区水管理体制

澳 大 利 亚 灌 区 的 水 管 理 一 般 是

公司运作，灌区管理公司根据各州涉

及水管理的法律性文件、公司所拥有

的水权进行运作。 这里以新南威尔士

州(NSW)的马兰比吉灌区(MIA)为例进

行说明。
在 NSW，有新南威尔士州水办公

室（NOW）和州水利公司（SW）两个政

府机构负责水资源的管理。 这两个机

构 的 分 工 是 ：NOW 负 责 水 政 策 的 制

定，确定水分配规划和用水户可用水

量方面的法律条文。 NOW 还审批工

业用 水 和 水 交 易，以 及 水 量、水 质 和

河流生态健康的监测 。 州 水 利 公 司

是 NSW 的 农 村 大 型 水 利 公 司 ，负 责

管 理 NSW 农 村 的 水 利 设 施 和 以 灌

溉 为 主 的 闸 坝 ， 并 控 制 闸 坝 向 河 道

的 下 泄 水 量。 州 水 利 公 司 和 一 些 具

有 从 河 道 取 水 许 可 证 的 公 司 如 马 兰

比 吉 灌 溉 有 限 公 司 （MI）一 起 ，共同

负责 NSW 内的水秩序。
马 兰 比 吉 灌 区 灌 溉 系 统 由 马 兰

比吉灌溉有限公司负责管理，该公司

是 以 灌 区 内 农 户 为 董 事 的 一 个 私 营

股份制公司，但没有上市。 该公司拥

有马兰比吉河 47.3%的水权， 使其成

为马兰比吉河最大的单一水用户。
灌区水管理的目的，一般都是尽

可能提高灌溉水分利用效率，使有限

的 水 能 够 满 足 用 水 户 和 作 物 灌 溉 的

需要。

三、灌区的水量配给

1.灌溉配水基础

在 整 个 澳 大 利 亚 灌 区 的 灌 溉 配

水过程中，水权、水权水量（即初始水

权分配的水资源量）、可用水量配额、
用 水 优 先 序 和 转 移 水 量 等 是 几 个 非

常重要的概念。
（1）水权

水 权 是 整 个 配 水 过 程 的 核 心 内

容，所有的配水都根据当年的水资源

总量以及水权来决定。 水权包括水量

分配 权、交 易 权、使 用 权 和 注 册 记 录

权等。 根据《国家水计划 2004》，每个

用水户都要求具有水权。
在新南威尔士州，水量分配服从

于州制定的《水分享计划（2004）》，这

是 一 个 地 下 水 和 地 表 水 供 给 的 可 持

续管理的 十 年 计 划。 该 计 划 为 NSW
的 经 济 发 展 和 河 流 环 境 的 需 要 提 供

支 撑， 并 决 定 有 多 少 水 量 可 以 用 来

分配。 规划确定了用水许可证、水资

源分 配 账 目、水 交 易 与 水 分 配 、取 水

量、 大 坝 运 行 及 入 流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条款， 也是 NSW 配水方面的一个州

法律文件。

（2）可用水量配额

可 用 水 量 配 额 是 指 水 量 在 用 水

许可证之间的分配。 配额根据用水许

可证的类别，把用水许可证上所有的

水量加入水账户，水账户的水量由水

权 水 量 乘 以 配 额 给 出 的 单 位 水 量 分

配百分数确定。 例如，一个用户的水

权水量是 10 万 m3， 现在州水资源办

公室宣布按照 50%分配，则用户将得

到 5 万 m3 的可用水量。 当可用水量

配 额 确 定 或 者 水 量 从 用 水 许 可 证 转

移到账户后， 水将是账户上的信用。
当 水 被 使 用 或 者 转 移 到 另 一 个 许 可

证后，信用水量将被扣除。
在马兰比吉流域，可用水量配额

在每个水文年的开始（7 月）根据不同

类型的用水许可证来分类制定，并贯

穿整个年份。 一般来说，分配公告在

灌溉季节（7 月~次年 4 月）每 个 月 的

第 1 天和第 15 天制定， 这个过程由

州水资源办公室负责。
一般来说，马兰比吉流域的水资

源分配过程基于 7 月~次年 4 月水文

年并考虑以下因素：流域内柏林扎克

和布洛韦灵水库的蓄水量；以枯水年

（2006/2007）记 录 为 基 础 进 入 柏 林 扎

克、布洛韦灵水库及下游的天然入流

预 测 量；雪 山 的 来 水 量 预 测 ；少 量 的

承诺包括河道的水量输送损失、紧急

状态下的人类需水等；不同权限的水

资源使用许可。
（3）用水使用优先顺序

根 据 新 南 威 尔 士 州 的 有 关 用 水

规 定，用 水 使 用 的 优 先 序 为 ：①系 统

损 失 水 量，②环 境 用 水，③紧 急 人 类

需水、库存及生活用水，④转存，⑤流

域 内 的 转 移，⑥高 可 靠 度 灌 溉 、工 业

用水，⑦一般可靠度灌溉。 由于澳大

利 亚 最 近 几 次 枯 水 年 的 状 况 ，NOW
已 经 将 紧 急 人 类 需 水 调 整 为 优 先 于

环境需水。
对于灌区的 灌 溉 而 言 ， 在 NSW

用 水 户 持 有 的 用 水 许 可 证 有 高 可 靠

度 和 一 般 可 靠 度 两 种 。 在 水 资 源 的

分 配 中， 高 可 靠 度 许 可 证 要 优 先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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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可 靠 度 许 可 证 。 高 可 靠 度 许 可

证 一 般 为 园 艺 种 植 的 用 水 户 所 持

有，比 如 树 木、果 树 等 种 植 者。 一 般

可 靠 度 许 可 证 为 作 物 种 植 用 水 户 所

拥 有，比 如 种 植 蔬 菜 、谷 类 和 家 禽 养

殖等。
在澳大利亚，用水户可以同时购

买 永 久 的 高 可 靠 度 或 者 一 般 可 靠 度

的用水许可证，但高可靠度用水许可

证的费用远高于一般可靠度的。
（4）转移水

转移水是指在本年度灌溉季节已

经分配给用水户， 但没有使用或者交

易，可以转换到下一年使用的水量。转

移水属于在水权交易中单一用水户在

时间尺度上的水量转移交易。
根据《水 分 享 计 划（2004）》，所 有

具有高优先权的用水许可证（高 可 靠

度 灌 溉、工 业）都 根 据 年 度 基 数 来 管

理， 这 意 味 着 在 水 账 户 里 面 的 未 使

用 水 量 在 年 末 都 将 无 效。 账 户 在 下

一 个 水 文 年 将 重 新 获 取 一 个 可 用 水

量 配 额。 一 般 可 靠 度 许 可 证 持 有 者

有 一 套 更 为 复 杂 的 规 则 使 用 他 们 的

许 可 证， 为 了 给 这 些 许 可 证 持 有 者

提 供 一 个 降 低 年 与 年 之 间 可 用 水 量

变 化 的 机 会， 允 许 在 水 账 户 里 面 未

使 用 的 可 用 水 量 配 额 从 前 一 年 转 移

到下一年，但最高只能转移 30%。 但

一 般 可 靠 度 账 户 当 年 分 配 的 水 量 加

上 上 年 转 移 的 水 量 不 能 超 过 他 们 的

水 权 水 量， 高 可 靠 度 账 户 当 年 分 配

的 水 量 加 上 转 移 的 水 量 不 能 超 过 水

权水量的 95%。

2.配水过程

仍以马兰比吉灌区为例，该灌区

灌 溉 系 统 的 管 理 者 是 马 兰 比 吉 灌 溉

有限公司 （MI），MI 根据公 司 以 及 灌

区 内 用 水 户 所 拥 有 的 水 权 来 管 理 灌

溉水量的分配。
如前所述，在灌溉季节每个月的

第 1 天和第 15 天，NOW 都 会 发 布 用

水 配 额 公 告 ，MI 根 据 可 用 水 量 配 额

进行水量的管理。 MI 对灌区内每一

个 用 水 户 建 立 一 个 用 水 账 户 ， 包 括

用水 户 的 水 权 水 量 、可 用 水 量 配 额 、
交易水量、已使用水量等。 当用水户

需 水 灌 溉 时 ， 提 前 32 小 时 或 者 24
小 时 给 MI 公 司 打 电 话 或 者 发 送 电

子 邮 件 ，MI 审 核 用 水 户 的 水 账 ，如

果 申 请 水 量 小 于 账 户 里 面 的 剩 余 可

用 水 量 ，则 给 用 水 户 供 水 ；否 则 ，用

水 户 需 要 通 过 水 权 交 易 购 买 超 过 部

分的水量。
水 权 的 交 易 可 以 在 时 空 两 个 尺

度 展 开， 空 间 尺 度 即 为 用 水 户 与 用

水 户 之 间、 用 水 户 与 灌 溉 管 理 公 司

的 交 易， 时 间 尺 度 则 为 上 述 提 到 的

转移水量。
用 水 户 的 水 量 计 量 以 进 入 农 田

的 水 量 为 准 ，灌 溉 公 司 承 担 水 量 输

送 损 失 。 因 此 为 提 高 公 司 效 益 ，灌

溉 公 司 一 般 要 想 办 法 降 低 输 水 损

失 。 这 也 是 灌 溉 系 统 效 率 较 高 的 原

因 之 一 。

四、灌区的信息化

澳 大 利 亚 的 信 息 化 建 设 水 平 较

高，1998—2009 年， 澳大利亚拥有网

络账号的家庭由 16%上升到 72%（我

国 2009 年统计公报数据互联网普及

率为 28.9%）， 拥有计算机的家庭 从

44%上 升 到 78%。 而 对 于 农 场 主 而

言， 全 澳 洲 141 026 户 农 场 主 中，拥

有 上 网 账 号的 有 92 383 户， 占 总 农

户 的 66%。 一 些 灌 溉 公 司 如 前 文 提

到 的 马 兰 比 吉 灌 溉 公 司 等 均 有 自 己

的 网 站 ，信 息 内 容 全 面 、丰 富 ，更 新

及 时， 提 供 很 多 免 费 服 务 比 如 气 象

数 据 服 务 等， 是 灌 区 管 理 的 一 个 重

要平台。
信 息 化 是 灌 区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内

容。 澳大利亚灌区信息化有全套的解

决方案，不仅仅关注灌溉水利用效率

的提高，而且注重农户提高经济效益

以及环境用水。

1.灌区自动化控制

澳 大 利 亚 由 于 人 口 少 ， 在 灌 区

管 理 方 面， 自 动 控 制 和 远 程 控 制 设

备 应 用 比 较 广 泛。 一 些 重 要 的 闸 门

都 是 通 过 计 算 机 远 程 控 制 ， 不 用 人

力 操 作。 闸 门 的 启 闭 等 都 采 用 太 阳

能 电 池 板，可 为 设 备 提 供 清 洁 、充 足

的能源。

2.灌溉水管理系统

不 同 的 机 构 研 制 出 很 多 系 统 来

指导农场的灌溉用水管理，澳大利亚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无
疑是其中的代表，CSIRO 开发的典型

软件如下：
（1）应用 现 代 3S 技 术 进 行 灌 溉

水管理

CSIRO 灌 溉 研 究 所 研 发 的 卫 星

与短信灌溉水管理系统， 将遥感、作

物耗水和现代通信方式结合起来，通

过使用 最 新 的 遥 感 技 术 和 SMS 传 输

技 术，来 测 定 作 物 的 需 水 量 、泵 站 的

运 行 时 间 及 滴 灌 系 统 的 灌 溉 持 续 时

间 ，并 将 信 息 通 过 SMS 的 方 式 发 送

给农户。
该 系 统14~20 天 更 新 一 次 全 澳

大 利 亚 的 卫 星 影 像 ， 然 后 利 用 卫 星

影 像 计 算 作 物 系 数 。 通 过 这 些 影 像

得 到 植 物 冠 层 尺 度 ， 并 得 出 田 间 特

定 作 物 的 作 物 系 数 。 这 些 信 息 和 地

面 气 象 数 据 一 起 ，确 定 作 物 需 水 量。
日 耗 水 量 、 灌 溉 水 管 理 信 息 通 过

SMS 传 送 给 农 户 。 这 项 服 务 根 据 个

人 的 种 植 结 构 来 提 供 实 际 的 泵 站 运

行 时 间，从 而 简 化 灌 溉 决 策 。 同 时，
该 系 统 允 许 农 户 和 其 他 农 户 进 行 实

时的灌溉水量对比。 通过网页，农户

可 以 看 到 他 们 用 了 多 少 水 ， 其 他 农

户在整个季节用了多少水，从而评估

自己的用水效率。
（2）田间用水成本—效益模拟

CSIRO 开 发 的 Swagman farm 是

一个田间尺度的用水效率、资源与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灌 溉 水 管 理 软 件 。
该 软 件 以 管 理 为 导 向 ， 以 成 本—效

益 为 目 的， 在 灌 溉 区 域 获 取 水 和 盐

分 的 平 衡 要 素。 软 件 考 虑 农 田 的 土

壤 分 布 、潜 在 用 途 、作 物 蒸 腾 需 求 、
年 度 降 雨 径 流 、深 层 渗 漏、地 下 水 深

度 、含 盐 度 、地 下 水 等 因 素 ，通 过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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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 平 衡 分 析 来 帮 助 提 高 水 分 利 用 效

率，为农户提供对不同种植结构在经

济和环境效果方面的评估模拟，决定

最优的灌溉方式，供有关部门确定提

高 经 济 与 自 然 资 源 可 持 续 利 用 的 政

策参考。 该系统在网站上可以直接供

农户使用。

五 、澳 大 利 亚 的 灌 区 管

理 对 我 国 的 启 示

1.水权与水市场

澳大利亚的水权与水市场完善，
对 于 提 高 水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 保 障 用

水 户 合 法 权 益 、 激 励 节 水 起 到 重 要

的作用。
在 我 国 灌 区 ， 尚 未 实 行 水 权 与

水 市 场 制 度， 但 由 于 水 资 源 短 缺 问

题 日 益 严 峻， 水 权 与 水 市 场 无 疑 是

现 代 灌 区 的 发 展 方 向 之 一 。 明 晰 水

权、允 许 水 权 转 让 ，是 处 理 灌 区 水 资

源 紧 缺、 提 高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的 首 要

制度措施。
灌 区 水 权 水 市 场 的 建 立 与 运 行

的难点在于初始水权的分配，水市场

交 易 制 度 与 规 则 等 的 建 立 及 水 量 计

量等。 尤其是初始水权的分配，必须

避免穷的更穷、 富的更富的倾向，应

该 保 障 人 民 基 本 需 求 的 水 权 和 基 本

生态环境水权。

2.用水户参与的管理体制

澳 大 利 亚 很 多 灌 区 的 管 理 ，都

是 由 灌 区 内 的 用 水 户 充 当 股 东 ，成

立 灌 溉 管 理 公 司 ， 管 理 灌 区 的 水 资

源。 用 水 户 参 与 实 质 上 是 水 管 理 范

围内的民主、自治问题。 我国在一些

灌 区 建 立 了 农 民 用 水 者 协 会 ， 也 是

属 于 用 水 户 参 与 管 理 的 一 种 模 式 ，
但 在 南 方 的 很 多 灌 区 ， 实 施 结 果 并

不理想。
究其原因，对于我国的大多数南

方 灌 区 而 言，同 澳 大 利 亚 相 比 ，水 资

源短缺问题并不突出。 农民用水者协

会仅仅关注水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但

没 有 将 水 资 源 与 农 民 种 植 经 济 这 个

核心内容结合起来，使得投入与产出

脱节。 对于农民而言，对水资源的投

入，能够增加多少产出，效果不明显。
另外，水权水市场的缺失也是农民用

水 者 协 会 没 有 达 到 预 期 效 果 的 主 要

原因之一。
因 此，在 用 水 户 参 与 方 面 ，可 以

在 灌 溉 用 水 矛 盾 突 出 的 灌 区 进 行 试

点，并 将 水 资 源 分 配 与 投 入 ，与 农 民

的经济收入挂钩，让农民了解水资源

投入所能带来的效益，从而推动灌区

的节水。 同时，进一步明晰灌区管理

局与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职能，将政府

职能从农民用水户职责范围内退出，
仅进行宏观指导。

3.灌区的信息化建设

信息 化 建 设 是 为 灌 区 的 水 资 源

管 理 服 务 的， 其 最 终 目 的 是 提 高 灌

溉 水 的 利 用 效 率 ，提 高 作 物 产 量 ，提

高灌区的经济效益。 因此，其建设内

容 不 仅 仅 是 像 我 国 大 多 数 灌 区 目 前

正 在 进 行 的 网 络 建 设 及 信 息 共 享 ，
还 应 该 包 括 作 物 耗 水 量 计 算 软 件 、
利 用 收 集 到 的 信 息 进 行 作 物 实 时 配

水 调 度 的 软 件 、 灌 溉 效 益 模 拟 软 件

等的开发和使用。 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 来 说， 灌 区 信 息 化 网 络 建 设 仅 仅

是 灌 区 信 息 化 的 基 础 。 但 也 要 注 意

到 信 息 化 并 不 等 同 自 动 化 ， 灌 区 的

信 息 化 建 设 要 因 时 因 地 制 宜 ， 量 力

而行，效益优先。

4.高度重视环境用水与灌区可

持续发展

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环境用

水 已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重 视 。 在 澳 大 利

亚，有联邦环境水持有人这一法定机

构享有环境用水的水权，使得环境用

水能够落在实处。 同时，在一些州法

律 中， 环 境 用 水 的 优 先 序 排 在 第 二

位。 以上措施使得重视环境能够落在

实处。
在我国的灌区，环境用水得到高

度重 视，但 在 实 施 层 面 ，缺 乏 具 有 可

操作性的措施和法律依据。 因此，建

立 相 关 环 境 用 水 的 法 律 法 规 尤 为 重

要。 另外，在我国的水权水市场尚未

建立的情况下，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

环境用水实施方案，也是需要解决和

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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