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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政 府 部 门 的 大 力 投 入 和 节

水企业的积极参与，节水灌溉工程推

广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经 济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但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水平良莠不

齐，加之执行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不

够健全，以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不

到位，对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的健康发

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为进一步促进

高效节水灌溉项目顺利实施，确保项

目取得应有的良好效益，结合十多年

专业从事节水灌溉工程的经验，现针

对 节 水 灌 溉 产 业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行 分

析，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节水灌溉项目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

1.节水灌溉项目缺乏相应的行

业标准和企业等级认证

目前，在我国节水灌溉市场上活

跃着 5 000 多家各类企业， 因节水灌

溉 行 业 没 有 水 利 部 及 相 关 权 威 部 门

的标准，在节水灌溉工程招标中大多

采 用 建 设 部 颁 发 的 水 利 工 程 总 承 包

资质作为招标投标资质要求，而该资

质 只 是 对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施 工 水 平 和

建筑安装水平的要求和标准，没有相

应 的 对 节 水 灌 溉 企 业 的 行 业 标 准 和

企业等级认证的内容，以此资质作为

灌溉行业的准入标准，导致在项目招

标 过 程 中，一 些 地 方 小 企 业 、建 筑 工

程等其他非灌溉行业的施工企业，甚

至没有任何施工资质、没有节水灌溉

工 程 施 工 能 力 和 经 验 的 企 业 参 与 投

标并中标。 这类企业中标后，将工程

进行转包或肢解分包，对高效节水灌

溉 工 程 的 质 量 及 实 施 效 果 有 较 大 影

响，同时工程维护及售后服务无法保

障，不能发挥工程应有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同时，节水灌溉行业市场竞争体

系不规范，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 在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招 标 过 程 中 ， 地 方 政

府 设 置 名 目 繁 杂 的 招 标 投 标 限 制 条

件， 对 本 地 企 业 和 外 地 企 业 实 行 差

别 待 遇， 省 级 部 门 负 责 的 项 目 外 省

企 业 难 进， 市 级 部 门 负 责 的 项 目 外

市企 业 难 进，地 方 保 护 主 义 盛 行 ，与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相 违 背 ， 不 能 充 分 调

动 全 社 会 力 量 和 资 源 参 与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建 设， 严 重 阻 碍 了 灌 溉 行 业 的

健康发展。

2.项目受益时间短，售后服务

体系不完善

国家对节水灌溉项目大力投入，
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在各地建成，对节

水 灌 溉 技 术 的 推 广 应 用 起 到 了 重 要

作用。 但是在目前项目建设过程中，
由 于 大 田 作 物 滴 灌 系 统 大 部 分 选 用

一年用薄壁滴灌带， 农户每年铺设、
回 收 滴 灌 带， 下 一 年 购 买 新 的 滴 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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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这种方式在大田滴灌工程中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滴 灌 系 统 灌 溉 保 证 率 和 灌 水

均 匀 度 低， 特 别 是 地 形 落 差 大 的 滴

灌 系 统 灌 溉 保 证 率 和 灌 水 均 匀 度 均

未 达 到 节 水 规 范 的 要 求， 这 主 要 是

因薄壁滴灌带的承压小造成的。②部

分 薄 壁 滴 灌 带 的 质 量 差 ， 特 别 是 一

些 单 翼 迷 宫 滴 灌 带 质 量 不 合 格 ，滴

灌 带 跑、冒、滴、漏 现 象 严 重，影 响 了

整 个 滴 灌 系 统 的 灌 溉 效 果 。 ③因 农

户 来 年 未 购 买 滴 灌 带 ， 已 实 施 的 滴

灌 系 统 不 再 使 用 ， 国 家 每 年 投 资 的

滴 灌 系 统 面 积 在 该 区 域 不 能 形 成 节

水 滴 灌 面 积 的 累 计 增 加 。 ④每 年 购

买 滴 灌 带 对 农 户 造 成 一 定 的 经 济 负

担，采用一年用滴灌带相对经济效益

不 大， 农 户 购 买 滴 灌 带 的 积 极 性 不

高。⑤用再生料生产的薄壁一次性滴

灌带经一年使用后，部分滴灌带因填

充料较多容易断裂，无法进行机械回

收，而 人 工 回 收 成 本 较 高 ，农 户 不 进

行回收，废旧滴灌带埋入地下后不容

易 腐 烂，会 严 重 污 染 土 壤 ；如 果 采 取

焚 烧 处 理 方 式 ， 则 会 产 生 有 害 烟 尘

和有毒气体，长期污染环境。 ⑥大部

分 项 目 在 建 成 后 工 程 后 续 服 务 跟 不

上，售后技术指导及系统维护不能及

时跟进。 部分工程由于维护用的零配

件欠 缺、操 作 人 员（目 前 大 部 分 为 农

户）不懂维修，系统故障无法排除，导

致节水工程不能正常运行，影响了工

程效益的发挥。

3.工程设计不科学

节 水 灌 溉 行 业 作 为 近 年 快 速 发

展的新兴行业，项目规划和实施一直

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完成，项目 设 计

由 水 利 行 业 相 关 的 水 利 水 电 设 计 院

完 成，但 在 项 目 实 施 过 程 中 ，大 部 分

工 程 出 现 设 计 与 工 程 实 地 情 况 差 异

较 大、 工 程 建 成 后 无 法 良 好 运 行 的

情况。 究其原因，首先是大多数水利

水 电 设 计 院 多 年 来 的 主 要 设 计 业 务

为 大 型 水 库、 渠 道 等 钢 筋 混 凝 土 土

建 工 程 的 设 计 ， 对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涉

及 的 PVC、PE 等 新 型 材 料 缺 乏 专 业

认 识， 导 致 工 程 设 计 与 项 目 实 际 不

符，工 程 不 能 达 到 预 期 效 果 。 其 次，
相 对 水 利 工 程 建 设 而 言 ， 节 水 灌 溉

建 设 起 步 较 晚 ， 大 部 分 设 计 人 员 对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的 认 识 还 不 够 深 入 ，
存 在 诸 多 误 区 。 当 前 有 很 大 一 部 分

工 程 设 计 人 员 未 能 详 细 学 习 和 掌 握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规 范 》， 从 而 在 设 计

过 程 中 对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标 准 模 糊 不

清，不 能 按 照 专 业 、科 学 的 方 法 执 行

节水灌溉标准，给宏观决策带来困难

的 同 时 直 接 影 响 节 水 灌 溉 的 投 入 与

产出以及工程的良性运行。有部分人

单 纯 地 认 为 发 展 节 水 灌 溉 就 是 进 行

喷、微 灌 工 程 建 设 ，因 而 在 节 水 灌 溉

工程设计中忽略客观条件、脱离客观

实际，一味追求高标准、自动化，这样

既 达 不 到 节 水 效 果 ， 又 增 加 了 工 程

建 设 以 及 管 理 费 用 。 另 外 还 有 一 些

名 义 上 的 节 水 工 程 ， 为 了 完 成 节 水

项 目 任 务 片 面 追 求 降 低 投 资 成 本 ，
一 些 低 价 中 标 的 工 程 设 施 建 设 十 分

简陋，尽 管 工 程 投 资 低 ，但 节 水 效 果

不 明 显，管 理 十 分 不 方 便 ，致 使 节 水

灌 溉 工 程不 能 实 现 节 约 用 水 和 高 效

用水的目的。

4.灌溉设施投资产权不明晰，

导致工程有人建、无人管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满

足农业节水灌溉的需要。 一方面农业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具 有 很 强 的 公 益 性 和

公 共 性；另 一 方 面，农 业 节 水 工 程 作

为土地上的附属设施，又具 有 自利 性

和 排 他 性，从 这 个 意 义 上 来 讲 ，农 村

节 水 工 程 可 以 定 义 为 公 益 性 工 程 。
然 而， 目 前 国 家 对 于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管 理 单 位、 灌 溉 设 施 的 产 权 一 直 没

有 明 确 的 定 性 ，管 理 单 位 定 性 不 清，
致 使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及 维 护

养 护 缺 乏 稳 定 的 经 费 来 源 ， 工 程 产

权模 糊，维 护 管 理 责 任 难 以 落 实 ，形

成 了“工 程 有 人 建、有 人 用、无 人 管”
的状况，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对公用设

施不 爱 惜、人 为 随 意 破 坏 、甚 至 变 卖

设施的情况，导致节水灌溉设施无法

正常运行。

5.项目招标投标不规范，无序

竞争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目 前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项 目 因 缺 乏

节 水 行 业 等 级 资 质 及 行 业 准 入 ，部

分 无 资 质 、无 技 术 、无 经 验 、产 能 缺

失 的 小 作 坊、 个 体 户 通 过 不 正 当 手

段 参 与 投 标， 在 项 目 中 标 后 将 工 程

分 包，且 因 缺 乏 项 目 管 理 经 验 ，没 有

质 量 及 品 牌 意 识 ， 不 能 有 效 保 证 工

程 实 施 质 量， 给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长 效

运 行 带 来 潜 在 风 险 ， 严 重 影 响 行 业

健康发展。

6.市场激励机制不够完善，节

水效益无法形成市场价值

节 水 行 业 内 市 场 激 励 机 制 有 待

完 善， 目 前 提 高 水 价 已 成 为 普 遍 共

识，但合理水权、水 价 运 行 机 制 远 未

形成，导 致 节 水 后 无 法 产 生 效 益 ，从

节 水 者 自 身 利 益 来 看 ， 投 资 节 水 设

施只是提高了用水成本，没有形成节

水的收益， 因而对节水没有积极性。
目 前 水 资 源 所 有 权 由 国 务 院 代 表 国

家行使，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

和宏观调控，各级政府及其水行政主

管部门依法对水资源实行管理。但水

权转 让 必 须 充 分 发 挥 市 场 在 水 资 源

配 置 中 的 作 用， 建 立 政 府 调 控 和 市

场 调 节 相 结 合 的 水 资 源 配 置 机 制 ，
让 水 权 转 让 市 场 化 ，适 时 、适 度 、适

地 提 高 水 价， 真 正 形 成 一 种 激 励 机

制，使 节 水 真 正 形 成 一 个 产 业 ，形 成

市场。

7.节水灌溉技术创新能力弱，

产业化水平低

随着节水产业的快速发展，行业

内竞争日趋激烈，恶性竞争导致整体

行业技术创新观念落后、产业化水平

低。 部分企业单纯追求市场竞争，而

没有把提供优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作为终极目标。 企业的技术创新力量

薄弱，不 能 进 行 技 术 、人 才、资 金、信

息等各类资源的整合，导致开发出的

产品是原有产品的延伸，不能实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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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升级换代，更不能解决企业在市

场恶性竞争的根源。

二、节水产业健康发展的

思路

1.由政府权威部门制定节水灌

溉项目行业标准和企业等级认证制

度，规范行业竞争

目前节水行业 5 000 多家企业无

序竞争，严重影响了节水行业的健康

发展，针对行业内缺乏相应的灌溉企

业准入制度和企业等级制度的情况，
中 国 水 利 企 业 协 会 灌 排 设 备 企 业 分

会 开 展 了 灌 溉 企 业 等 级 标 准 评 定 工

作， 按照灌溉企业的资历和信誉、技

术力量、技术水平、装备及应用水平、
管 理 水 平 等 5 个 指 标 对 灌 溉 企 业 进

行等级评定。 国内新疆、内蒙古、甘肃

在节水灌溉项目招标投标中推行“灌

溉企业等级制度”， 从推广情况来看

比较符合节水行业实际情况，但在推

行 过 程 中 由 于 未 经 政 府 权 威 部 门 发

布，另 外 涉 及 相 关 企 业 利 益 ，只 能 在

局部地区执行， 不能有效推广实施，
建 议 由 政 府 权 威 部 门 认 可 后 发 布 实

施， 作 为 节 水 灌 溉 行 业 企 业 划 等 定

级、 参与项目招标投标的准入制度，
建 立 行 业 标 准，规 范 行 业 竞 争，引 导

节水行业健康发展。 同时为防止低价

劣质、粗 制 滥 造 的 产 品 打 着“循 环 经

济”的旗号，用废旧回收料做滴灌带，
影响行业发展，政府应鼓励企业节能

降 耗，提 高 灌 溉 设 备 使 用 寿 命 ，建 议

在滴灌项目投资中，优先使用厚壁长

寿命滴灌带产品，在执行过程中可以

参照印度政府的做法， 对壁厚在 0.3
mm 以下的滴灌带不予补贴， 对于壁

厚在 0.3 mm 以上的滴灌带给予 70%
的购置补贴。

2.推广先进滴灌技术运用，发

挥节水项目投资效益

地下滴灌方式有诸多优点，已成

为 微 灌 技 术 应 用 的 典 型 形 式 之 一 和

节水滴灌技术行业内的领先技术，是

代 表 未 来 农 业 节 水 灌 溉 发 展 趋 势 的

新一代滴灌产品，近年已引起国内业

界人士的重视。 地埋式滴灌系统通过

地埋毛管上的灌水器缓慢出流，渗入

附近土壤，再借助毛细管作用或重力

作 用 将 水 分 扩 散 到 整 个 根 层 供 作 物

吸收利用。 在相同的灌溉条件下，地

下 滴 灌 系 统 湿 润 区 的 含 水 量 比 地 上

滴灌系统要低；地下滴灌系统中可供

作 物 根 系吸 收 水 分 和 养 分 的 土 壤 表

面 积 显 著 增 大 ； 地 下 滴 灌 系 统 的 湿

润 半 径 较 小， 使 得 灌 水 器 间 距 比 地

上 滴 灌 更 小， 其 水 分 和 养 分 的 分 布

均 匀 性 提 高。 在 一 定 温 度 环 境 条 件

下，使 用 地 下 滴 灌 技 术 ，作 物 的 根 系

比采用地上滴灌技术深，其根系的呼

吸作用相对较弱，从而光合作用的净

值明显增加；滴灌管（带）埋入地下避

免了紫外线的照射，也不会受到外界

冷热变化的损害，使用寿命长。 采用

地 下 处 理 城 市 废 水 的 方 法 ， 可 使 废

水 再 利 用 于 林 木、 园 林 及 农 作 物 的

灌 溉， 可 解 决 清 洁 及 气 味 方 面 的 问

题。 故地下滴灌技术具有明显的节水

增产效益。
从目前国内推广情况来看，在新

疆 博 乐 地 区、昌 吉 州、塔 城 地 区 及 阿

勒泰地区推广 10 万亩（15 亩=1 hm2，
下同）地埋式苜蓿、棉花滴灌，广西南

宁推广 3 万亩甘蔗滴灌，内蒙古赤峰

市推广 1 000 多亩玉米滴灌。通过5~8
年运行，效果良好，抗堵塞能力较强，
投资效益明显， 且每年正在以 30 万

亩以上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广西甘蔗

亩产量由原来的 5~6 t 提高到 8~10 t，
且含糖量得到了明显提高，品质大幅

度提升。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大面积推

广地下滴灌技术，尤其针对目前正在

实施的东北节水增粮工程，亩均投资

1 000 元左右， 但是投资后第二年复

耕时，铺设和回收滴灌带浪费大量人

力、物力，回收时易造成支管、辅管和

管件破坏，造成财力的损失，且东北四

省滴灌使用面积小，不足 1/3。 如果使

用亩均投资在 1 500 元左右的地埋式

滴灌，可使用 10 年以上，经核算亩投

资在 180 元左右，大大降低了系统投

资， 且 节 约 了 大 量 的 机 械 和 人 力 成

本，从长远来看，投资效果明显，节水

技 术 先 进， 符 合 节 能 环 保 的 发 展 理

念。 因此，建议政府采用厚壁滴灌管，
推 广 地 下 滴 灌 技 术 ， 大 力 发 展 长 寿

命、低 能 耗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产 品 ，提 高

工 程 运 行 年 限，实 现 一 次 投 入 、多 年

收 益，这 将 对 干 旱、半 干 旱 地 区 水 资

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益的提高、节水农

业 和 农 业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产 生 极 为 深

远的影响。

3.建立健全节水行业售后服务

体系，巩固节水项目运行效果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普 遍 存 在 由 于 缺

乏售后维护经费，在建设运行后不能

及时维护，导致工程不能正常运行的

情况。 针对目前实际情况，建议建立

健 全 节 水 行 业 售 后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
在 节 水 灌 溉 项 目 立 项 时 ， 预 提 20%
的 项 目 费 用 作 为 项 目 维 护 费 用 ，用

于 项 目 3~5 年 的 项 目 维 护 、 售 后 费

用。 在 项 目 建 设 后， 由 政 府 部 门 监

管，建 设 单 位 维 护，按 照 年 度 给 建 设

维护单位支付费用；同时在项目招标

时，必须要求建设单位在当地有售后

服务机构，从源头上保证售后服务质

量， 保 证 节 水 项 目 在 建 成 后 “有 人

管”，长期稳定运行，产生良好的经济

效益与社会效益。

4.规范节水灌溉技术，提高节

水工程设计水平

水 利 部 于 1996 年 颁 布 、2006 年

进 行 修 订 的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规 范 》
（SL207—98），分别从用水指标、工 程

指 标 和 效 益 指 标 三 个 方 面 建 立 了 节

水灌溉的指标体系。 为有效确保节水

灌溉工程建设质量，必须加强节水灌

溉技术规范的宣贯工作，在节水灌溉

工 程 设 计 过 程 中 应 严 格 执 行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技 术 规 范， 以 确 保 工 程 在 用

水、工程和效益指标三个方面都能达

到规范的有关要求。 随着节水灌溉的

推广和发展，国家和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 对 工 程 建 设 的 管 理 要 求 更 趋 严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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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同时也对工程设计提出了更

高标准的要求，为有效确保工程设计

质 量， 就 必 须 严 格 控 制 设 计 准 入 门

槛，让有相关资质的专业设计单位参

与设计， 提高节水工程设计水平，从

源头上保证项目设计科学。

5.落实产权制度改革，促进节

水工程项目长效运行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是 一 项 复 杂 的 系

统性工程，科学的后期管理是工程发

挥预期效益的重点所在，长期以来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建 成 后 的 运 行 管 理 效 益

经常被忽视。 为有效确保节水灌溉工

程高效顺利运行，政府部门在投资节

水工程项目时，应把“先管后建”的理

念贯穿到节水灌溉工程中，即在工程

项 目 建 设 初 期 应 先 确 定 项 目 管 理 主

体，明确灌溉责任制度和管理运行方

式，以及工程项目建成后的经营管理

权等，把工程项目建设与建后管理有

效结合起来，彻底解决建设与管理相

互脱节的问题。 同时通过节水灌溉工

程 建 设， 构 建 适 合 不 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和 农 村 生 产 经 营 环 境 的 田 间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运 行 管 理 机 制 ， 结 合

目 前 国 家 允 许 土 地 流 转 、 发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适 度 规 模 经 营 的 契 机 ， 在 项

目 投 资 时 重 点 选 择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种 植 协 会、农 业 协 会 等 实 体 单 位

进 行 投 资，保 证 项 目 投 资 实 现 “有 人

建 、有 人 管 ”，充 分 发 挥 节 水 工 程 投

资 效 益， 保 证 节 水 示 范 项 目 的 示 范

推广效应。 同时，在水利产权改革方

面 探 索 “股 份 合 作 制 ”“公 办 民 营 ”
“用 水 户 参 与 管 理 ”“公 司+农 户 ”等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管 理 模 式 。 组 建 节 水

灌 溉 服 务 等 专 业 化 服 务 组 织 ， 对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建 设 实 行 规 划 、设 计、安

装 、管 理 、技 术 培 训 等 一 条 龙 服 务 ，
保 证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的 建 设 质 量 和效

益的长期发挥。

6.规范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推

进行业健康发展

国 家 在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建 设 时 应

针 对 节 水 灌 溉 行 业 特 性 和 目 前 发 展

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行

业 准 入 制 度 和 灌 溉 企 业 等 级 评 定 工

作，规 范 行 业 竞 争，有 序 推 进 节 水 行

业健康发展。 同时在项目建设时应严

格 执 行 工 程 招 标 投 标 制 度 和 监 理 制

度，避免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

超资质范围承包工程；建立项目法人

负责制、监理制和质量监督部门监管

制，形成一套完善的工程建设监督管

理体制，有利于节水灌溉工程建设任

务的顺利实现。

7.制定合理水价运行机制，形

成合理激励机制

贯 彻 落 实 国 务 院 关 于 利 用 价 格

杠杆促进节约用水的要求， 适时、适

地、适度调整水价。 从使用者和管理

者两个方面激励。
一方面进一步规范水价管理，按

照 补 偿 成 本、合 理 收 益、公 平 负 担 的

原则，科学制定和调整水利工程供水

价格。 把农村供水水价纳入各级物价

主管部门管理范畴，科学核定到农户

的最终水价，事项按照用水量计量水

费。 对 于 超 额 用 水 部 分 实 行 累 进 加

价；逐步推进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两

部制水价相结合的水价制度。 坚决杜

绝水资源浪费行为，对于浪费行为按

照 水 资 源 浪 费 的 数 量 执 行 惩 罚 性 水

价。 另外结合实际探索实施水价地区

差价和水资源费等政策。 水资源紧缺

地 区 的 水 价 和 水 资 源 费 应 当 要 高 于

其他地区。 通过试点等逐步开放水市

场。 取水用水单位在核定指标范围节

约的 水 量，其 指 标（含 供 水 系 统 或 取

水 指 标）仍 归 该 取 用 水 单 位 ，经 批 准

后可优先用于本单位扩大生产使用，
或实行有偿转让。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基层水利系

统 村 级、 乡 级 农 村 水 管 站 的 经 费 部

分 来 自 水 费 收 入， 而 节 水 项 目 推 广

后 水 费 收 入 降 低， 导 致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缺 乏 积 极 性 ；同 时，随 着 高 效 节 水

项 目 的 推 广，灌 溉 效 率 提 高，需 要 的

基 层 管 理 人 员 也 相 应 减 少 ， 而 节 水

项 目 管 理 没 有 国 家 投 资 及 经 费 保

障， 导 致 节 水 工 程 的 推 广 与 水 利 系

统 基 层 水 管 站 的 利 益 有 冲 突 ， 进 而

影 响 项 目 的 推 广 。 建 议 政 府 应 强 化

水 权 交 易，通 过 水 价 市 场 化 改 革 ，真

正 实 现 节 水 的 价 值 ， 通 过 价 值 的 传

递，保 障 相 关 群 体 利 益 ，促 进 节 水 产

业良好发展。

8.加大节水灌溉技术创新力培

育，提升产业化水平

节 水 行 业 的 发 展 必 须 要 遵 循 市

场经济发展规律。 目前节水产业市场

化程度已经很高， 竞争相当激烈，但

行 业 的 恶 性 竞 争 导 致 企 业 处 于 低 端

市场的价格战，不注重技术创新和研

发，致使整个行业发展水平低。 目前

节 水 行 业 的 这 种 乱 象 非 常 需 要 发 挥

政府的作用，政府要研究制定节水灌

溉相关行业发展战略和政策，规范行

业竞争，保持行业健康发展。 鼓励企

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加快建立

以 企 业 为 主 体 、市 场 为 导 向、产 学 研

相结合的节水灌溉技术创新体系，组

建企业创新研发联盟，国家通过将项

目 资 金 投 入 到 专 业 研 发 联 盟 等 研 发

实体的方式，提高行业的研发和创新

水平，提高整个行业的产业化水平和

国际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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