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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
是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恢复

保 护、 农 民 脱 贫 致 富 的 首 要 制 约 因

素。 实践证明，加快发展高效节水灌

溉 是 西 北 地 区 农 民 增 收 和 现 代 农 业

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西北地区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具有较好基础

水 资 源 短 缺 对 西 北 地 区 经 济 社

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明显。 一是水资源

条 件 对 农 业 和 经 济 发 展 约 束 强 。 宁

夏、青 海、甘 肃 三 省（自 治 区）耕 地 面

积占全国的 5.2%，但水资源总量仅为

全国的 3.1%。宁夏全区多年平均年降

水量仅 250 mm，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

656 m3。 根据《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

2020 年宁 夏 用 水 量 供 需 缺 口 将达 到

13 亿 m3。 甘肃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

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耕地亩均水资源

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4。 青海水

资源相对丰富， 但时空 分 布 不 均，东

部 干 旱 地 区 既 存 在 资 源 性 缺 水 ，又

存 在 工 程 性 缺 水 。 二 是 水 资 源 利 用

成本高、效率低并存。 宁夏、青海、甘

肃三 省（自 治 区）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占 耕

地面积的比重为 31.6%，远低于全国

49.6%的平均水平。 青海灌区渠系水

利用系数 仅 为 0.35 左 右， 农 田 水利

骨 干 工 程 老 化 失 修 ， 牧 区 水 利 发 展

严重滞后，基本处于“靠天养畜”的状

态。 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用水主要依赖

黄河 水，“唯 黄 河 而 生 存， 唯 黄 河 而

发 展 ”， 中 部 干 旱 带 扬 黄 灌 区 需 从

黄 河 主 干 道 通 过 11 级 提 水 ，加 上 修

建 蓄 水 池 、沉 沙 池、沉淀池、渠系等配

套设施，用水成本很高。 三是农民群

众增 收 脱 贫 致 富 任 务 重。 2010 年 青

海 、宁 夏 、甘 肃 地 方 财政公共预算收

入在全国分别排倒数第 2、 第 3 和第

5 位；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全

国分别排倒数第 3、第 1 和第 9 位。三

省（自治区）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贫 困 人 口 基 数 大， 扶 贫 开 发任务较

重，水资源短缺是首要的制约因素。
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管道输水

灌 溉、喷 灌、微 灌 等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技

术的推广应用，大大减少了亩均耗水

量， 有效提高了灌溉水利用系数，增

加了肥料利用率， 节省了人工投入，
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农

民收入，克服了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源

紧 缺、灌 溉 损 失 高 的 弊 端 ，受 到 农 民

群 众 的 普 遍 欢 迎 。 近 年，三 省（自 治

区）根据本地自然经济条件和水资源

状 况，采 取 不 同 模 式，积 极 探 索 高 效

节水灌溉。 截至 2011 年年底，宁夏自

治 区 发 展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460 万 亩

（30.67 万 hm2），其中，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 80 万亩（5.33 万 hm2）；青海省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0 万亩 （0.67 万

hm2）左右；甘肃省发展节水灌溉面积

1 342 万亩（89.47 万 hm2），其中，高效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305 万 亩 （20.33 万

hm2）。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不仅在增收

富 民、改 善 生 态、加 快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且为进一步

推 广 和 扩 大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积 累 了 一

定的经验。

1.高度重视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甘 肃 省 将 发 展 节 水 灌 溉 作 为 缓

解 水 资 源 供 需 矛 盾、 提 高 农 业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支 撑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战 略 举 措，摆 在 突 出 位 置，成 立 了

省 长 任 组 长 的 全 省 节 水 灌 溉 工 作 领

导 小 组，先 后 编 制 了《甘 肃 节 水 灌 溉

发 展 规 划》《河 西 地 区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规划》等 8 项专项规划。 宁夏自治

区 党 委、 政 府 把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工 作

当 作 革 命 性 措 施 来 抓 ， 采 取 多 种 措

施，全 力 推 进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出 台 了

《宁 夏 引 （扬 ）黄 灌 区 节 约 用 水 奖 励

办 法》， 对 农 业 用 水 实 行 水 权 控 制 、
计 划 约 束、定 额 管 理，强 化 农 业 节 水

的 刚 性 约 束。 目 前，西 北 五 省（自 治

区 ）和 兵 团 都 制 定 了 “十 二 五 ”节 水

灌 溉 发 展 规 划， 明 确 了 发 展 目 标 与

具体措施。

2.统筹整合多渠道资金，加大

对高效节水灌溉的投入力度

由 于 西 北 各 省 （自 治 区 ）公 共 财

力有限，各省（自治区）普遍采取上下

联 动 统 筹 整 合 资 金 的 方 式 支 持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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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灌溉。 宁夏自治区统筹整合

小型 农 田 水 利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现 代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及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等

10.31 亿元， 实施中部干旱带高效节

水补灌工程建设，发展高效节水补灌

工程 111 万亩（7.4 万 hm2）。2009 年以

来，青海省统筹整合各级财政相关资

金 1.83 亿元，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0 万亩（0.67 万 hm2）。 甘肃省通过统

筹整合财政、信贷 、企 业 投 入 等 资 金

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与此同时，
各省（自 治 区）还 注 重 调 动 农 民 群 众

参 与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的 积 极 性 。
在 甘 肃 省 永 靖 县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重 点

县 建 设 过 程 中 ， 农 民 群 众 积 极 投 工

投 劳，拉 材 料、挖 沟 渠、填 土 方，参 与

热 情 高 涨。 陕 西 省 通 过 示 范 项 目 带

动 和 引 导， 每 年 引 导 农 民 投 入 1 亿

元 用 于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建 设 。 新

疆 自 治 区 实 施 高 效 节 水 财 政 直 补 和

财 政 贴 息 政 策 ， 调 动 了 企 业 和 农 民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的 积 极 性 。 4 年

来，共投入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资

金 90 多亿元，其中，自治区财政投入

16.3 亿元。

3.因地制宜选择不同高效节水

灌溉模式

甘肃在沿山河水灌区（上游），以

种植大田粮食等作物为主，重点推广

管 道 输 水 灌 溉 ；在 河 水 灌 溉 区 、井 河

混灌区， 以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发

展 渠 灌、 管 灌 与 滴 灌 结 合 的 灌 溉 系

统；在 河 西 及 沿 黄 地 区 井 灌 区 ，以 高

效经济作物为主，发展大田滴灌或管

灌 与 微 灌 相 结 合 的 多 功 能 管 道 供 水

工程，适 度 推 广 温 室 微 灌 工 程 ；在 祁

连山浅山区及阴湿补充性灌溉区，以

大 田 粮 食 作 物 、中 药 材 为 主，发 展 固

定式及机组式喷灌工程。 宁夏围绕三

大农业示范区，分区建设高效节水灌

溉。 其中，北部引黄灌区发展葡萄、枸

杞滴灌和蔬菜喷灌，建设现代农业示

范 区； 中 部 干 旱 带 扬 水 灌 区 发 展 枣

瓜、马 铃 薯 等 经 济 作 物 滴 喷 灌 ，建 设

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区；南部山区发展

马铃薯、西芹等低压管灌、滴灌，建设

高效节水生态农业示范区。 青海在发

展 枸 杞 高 效 滴 灌 和 大 田 专 用 马 铃 薯

喷灌的基础上，2012 年开 展 2 300 亩

（153.33 hm2）膜下滴灌试点。

4.积极探索创新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运行管护机制

宁 夏 大 力 推 行 “公 司+农 户 ”模

式，在 土 地 流 转 基 础 上 ，规 模 化 发 展

高效节水灌溉。 贺兰县兰光村项目区

实 施 膜 下 软 管 加 压 滴 灌 发 展 设 施 蔬

菜，按照“支部+协会+农 户+基 地”的

管理模式，实行统一种植、统一栽培、
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入股分红、利益

共 享，解 决 了 土 地 分 散 经 营 、产 销 脱

节、管 护 缺 位 等 难 题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经济效益。 盐池县王乐井乡刘四渠村

位 于 宁 夏 中 部 干 旱 带 高 效 节 水 补 灌

项目区， 村民以每亩 60 元的价格将

原 来 基 本 没 有 产 出 的 荒 地 流 转 给 企

业规模化发展马铃薯滴灌，再在自己

的土地上打工，收入明显增长。 项目

明 确，国 家 投 资 形 成 的 机 电 井 、过 滤

器、首部、蓄水池、变电设备等产权国

有，由 企 业 负 责 更 新 滴 灌 带 、地 膜 等

易耗品，保障了工程的良性运行。 甘

肃永靖县健全运行管护服务体系，采

取“乡水管站+提灌泵站+农民用水户

协 会”的 方 式，由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与 兼

职农民负责运行管理，落实了管护责

任，及时满足了灌溉用水需求。

5.节水增收富民促发展成效显著

宁 夏 自 治 区 高 效 节 水 项 目 区 经

济作物亩均节水 1/3，增产超过 30%，
中部干旱带补灌亩均节水 4/5， 增产

50%以上。 贺兰县兰光村实施膜下滴

灌亩均节水 245 m3， 灌溉水利用系数

由原来的 0.42 提高到 0.9 以上。 水肥

一体化， 亩 均 节 省 化 肥 农 药费 用 65
元 ， 种 植 工 序 由 以 前 的 6 道 变 为 3
道，除 草、田 间 管 理 等 用 工 都 大 幅 度

减少， 亩均节约用工成本 390 元，西

瓜 和 西 红 柿 亩 均 增 产 750~1 000 kg，
并 使 瓜 菜 提 前 上 市 ， 提 高 了 经 济 收

益 ，实 现 了 节 水 、节 肥 、增 效 、增 产 、

增收。 甘肃省实施高效节水灌溉，管

灌、喷灌、滴灌分别节水 1 200 m3/hm2、

1 500 m3/hm2、3 150 m3/hm2， 粮 食作 物

增产 7%，大田作物增产 13%，果树增

产 11%，温 室 蔬 菜 增 产 20%，制 种 玉

米增产 28%。 另一方面，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调整

农业 结 构，发 展 设 施 农 业 ，发 展 特 色

和优势农产品生产，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奠定了基础。 宁夏的枸杞、硒砂

瓜、葡 萄、马 铃 薯 等，甘 肃 的 蔬 菜、瓜

果、葡 萄、制 种 玉 米、中 药 材、粮 食 等

由 于 实 施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得 到 长 足 发

展， 逐步形成了地区性的主导产业、
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二、高度重视西北地区高

效节水灌溉发展面临的困难

与问题

尽 管 具 备 一 定 的 发 展 基 础 和 有

利条件，西北地区高效节水灌溉发展

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

1.高效节水灌溉资金需求与地

方财力不适应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设 施 一 次 性 投 入

较 大，运 行 维 护 费 用 高 ，建 设 管 理 资

金需求量大。 宁夏、甘肃沿黄灌区靠

引、提 黄 河 水 灌 溉 ，扬 程 高，成 本 大；
青海一些地区地处高原，运输和人力

成本很高。 以滴灌为例，据三省（自治

区）估 算：甘 肃 亩 均 成 本 2 020 元；宁

夏亩均投资需 1 700~1 800 元；青海亩

均投资需 3 800 元。 根据三省 （自治

区）现 有 节 水 灌 溉 规 划 ，地 方 财 力 仅

能满足 20%左右的资金需求，资金缺

口很大。

2.分散经营制约了高效节水灌

溉规模化发展

目 前 三 省 （自 治 区 ）绝 大 部 分 土

地仍然是由农户分散经营，土地条块

分 割，灌 溉 用 水 难 以 协 调 ，作 物 种 类

和布局上难以统筹规划，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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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现规模效益，提高了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推广的成本。

3.高效节水灌溉管护运行与技

术保障不到位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设 施 建 成 后

的 产 权 归 属、管 护 责 任、管 护 主 体 仍

然不够明晰，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尚不

完善，人员素质难以适应发展现代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的要求。 此外，高效

节水灌溉设施产品市场不够规范，缺

乏有效的质量监管制度，节水灌溉设

施 生 产 企 业 在 培 训 、服 务、维 修 等 技

术保障上也不到位。

4.高效节水灌溉配套设施建设

缺乏政策支持

地方同志反映，电力配套设施投

资 较 高，使 用 率 不 高，农 电 部 门 没 有

建设积极性，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

资 金 又 不 允 许 用 于 电 力 配 套 设 施 建

设。 此外，目前已建成的高效节水灌

溉 项 目 区 由 于 缺 乏 机 耕 路 等 必 要 的

农田配套设施，尚达不到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标准。 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

度 上 制 约 了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建 设 的 整

体效益。

5.水资源约束与环境保护问题

需进一步深入论证

对 于 三 省 （自 治 区 ）引 黄 灌 区 而

言， 灌 溉 水 量 受 黄 河 分 配 水 量 的 限

制，高效节水灌溉发展规模必须根据

可用水量与节水潜力确定；对于井灌

区而言，大规模新建机井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建设可能破坏水资源平衡，需

要充分论证分析。 此外，膜下滴灌的

推广应用带来了地膜回收的难题，如

果 处 理 不 当， 可 能 降 低 土 壤 的 生 产

力，导致环境污染问题。

三、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积

极推进西北地区高效节水灌

溉发展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符 合 西 北 地

区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是缓解干旱半

干旱地区农业灌溉用水短缺难题，促

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显著提高农民

收入的必由之路。 建议尽快从国家层

面 上 制 定 出 台 支 持 西 北 地 区 规 模 化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的政策。

1.明确西北地区发展高效节水

灌溉的总体目标

基 于 西 北 地 区 的 自 然 经 济 条 件

以 及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和 促 进 农 民 增 收

的考虑，西北地区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的总体目标主要定位在 3 个方面：一

是节水。 通过工程性措施缓解西北地

区水资源供需紧张的矛盾，为生态用

水和其他方面用水提供一定的空间。
二是增产。 不强求增粮，主要是提高

特色、优势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市场

竞争能力。 三是富民。 这是关键目标。
要通 过 节 水 节 肥 、增 产 增 效，转 变 农

业发展方式，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实

现富民脱贫的目的。

2.科学合理地编制切实可行的

实施方案

按照西北 各 省 （自 治 区 ）和 新 疆

兵 团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规 划 ， 实 事

求 是 地 编 制 今 后 3 年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发 展 实 施 方 案 。 以 水 资 源 支 撑 条 件

为 基 础，科 学 合 理、实 事 求 是 地 确 定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发 展 目 标 ， 杜 绝 在 地

下 水 超 采 区、 用 水 量 超 过 或 接 近 区

域 用 水 总 量 指 标 地 区 、 生 态 脆 弱 地

区 新 增 灌 溉 面 积 。 正 确 处 理 好 改 造

挖 潜 与 外 延 发 展 、 工 程 布 局 与 水 资

源 条 件、 工 程 措 施 与 农 艺 措 施 的 关

系，科 学 确 定 发 展 区 域 和 工 程 布 局 ，
将 任 务 逐 项 分 解 落 实 到 每 一 年 、每

一 个 地 块，确 保“建 一 片、成 一 片、发

挥效益一片”。

3.加大中央各有关部门对西北

地区的支持指导力度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各级

政府财力有限， 农民经济实力不强，
加 上 西 北 地 区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具 有 很

强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因此，需

要中央进一步加大支持指导力度，同

时，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对农民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的补助标准。 一是统筹

整合资金，加大对西北地区的支持力

度。 建议采取适当调整存量、主要通

过增量的方式，相应统筹整合小型农

田水利建设、 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农

业综合开发、土地出让收益计提的农

田水利资金等，集中支持西北地区发

展高效节水灌溉。 在有条件的地区，
也可以适当统筹整合土地治理、扶贫

等资金，形成切实可行的资金筹措方

案，确保资金与规划任务 相 衔接。 同

时，提 高 建 设 标 准 与 财 政 补 助 比 例 ，
适 当 扩 大 政 策 支 持 范 围 。 在 不 增 加

农 民 负 担 的 前 提 下 ， 发 动 农 民 群 众

参 与 项 目 建 设 管 理， 把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与 农 民 利 益 紧 密 联 结 起 来 。
二 是 加 强 中 央 对 西 北 地 区 发 展 高 效

节水灌溉的指导。 要组织相关力量，
对 西 北 地 区 在 水 资 源 论 证 、 实 施 方

案 编 制、技 术 模 式 选 择 、工 程 建 设 实

施、 运 行 管 护 服 务 等 方 面 提 供 必 要

的 指 导。 三 是 积 极 探 索 发 挥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组 织 作 用 的 有 效 方 式 。 依 据

产 业 和 品 种 纽 带， 以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为 平 台， 支 持 建 设 项 目 与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组 织 对 接 ， 推 动 土 地 流 转

与 适度集约化经营，促进特色优势农

业产业发展。

4.积极发挥典型示 范 的 带 动

作用

支持 西 北 地 区 发 展 高 效 节 水 灌

溉，不 采 取“一 刀 切”的 政 策，而 是 根

据 各 地 实 际 情 况， 采 取 更 加 具 有 针

对 性 、差 别 性 、激 励 性 的 支 持 措 施 。
特 别 是 要 通 过 典 型 示 范 的 带 动 作

用，调 动 各 方 面 参 与 的 积 极 性 ，尤 其

是 地 方 政 府 自 主 安 排 、 农 民 主 动 参

与的积极性。 建议适当集中资金，在

甘肃 河 西 走 廊 、宁 夏、新 疆 等 前 期 工

作 扎 实、基 础 条 件 好 的 区 域 ，优 先 支

持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示 范 区 建 设 ， 发 挥

典 型 示 范 带 动 作 用 ， 探 索 适 宜 西 北

地 区 特 点 的 建 设 、管 护 、服 务 模 式 ，
推 动 建 立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建 设 管 理 长

效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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