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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国内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村水利发展状况，提出了我国农村水利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思路和

发展目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农村水利发展实际，构建了我国农村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整个体系

包括安全保障、生活供水、农业灌溉排水、水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管理、发展支撑等７个一级指标和２４个二级

指标，采用多因子直观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经分析，我国现状农村水利现代化实现程度为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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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村水利状况

１．１　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灌溉发展状况
以２０００年ＦＡＯ数据库为依据，选择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以色列、

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巴西、南非等高、中收入典型国家进行分析。

１）单位ＧＤＰ用水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供用水设施更加完善，农业用水比例下降，用水效率越来越
高。人均ＧＤＰ越高，其单位ＧＤＰ用水量越低（见图１）。

２）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灌溉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主要受降水、气候以及水资源条件影响，与经济发
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如欧洲大陆降水量适中，且分布均匀，大部分耕地可以“靠天吃饭”，有些只需排水不需
灌溉，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小，但灌溉耕地具有完备的
灌溉设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发达国家中，日本和以色列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较大，分别达到了６４．８％
和５５．０％，中等发达国家南非则达到了８２．８％。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见图２。

图１　单位ＧＤＰ用水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　　　　　　图２　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

　　３）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例。由于各国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经济与农业发展水平各异，推广
应用的节水灌溉技术与灌水方法也不相同，但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水效率与
效益。德国、英国、以色列基本全部采用喷微灌技术，俄罗斯１９９９年人均ＧＤＰ仅为２　２７０ＵＳ＄，其喷微灌
面积占灌溉面积的９６％以上。美国喷微灌面积占灌溉面积的４７．４％，主要以喷灌为主，但其地面灌溉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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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激光控制精细平整土地技术、畦田灌和波涌灌等地面节水灌溉技术。喷微灌占灌溉面积的比例与经济水
平的关系见图３。

图３　喷微灌占灌溉面积的比例与经济水平的关系

１．２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水利发展状况
我国不同地区气候气象、自然地理、水土资源条件

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考虑区域水土资源特点
与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１１个省（区、市）
的农村水利发展关键指标进行分析。总体上来说，随
着经济水平提高，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加强，农业抗御自
然灾害的能力增强。上海、北京人均 ＧＤＰ已经超过

１０　０００ＵＳ＄，按国际上标准，已经属于高收入地区，其
堤防工程达标率已经达到９７％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
值４０．１％；洪旱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小于４％，

不到全国平均值的１／４；旱涝保收面积达到耕地面积的８０％以上，北京市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灌溉面积的比
例达到８５％。但不同地区由于条件差异大、实际情况不同，即使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存在农村水利的短
板。在农村水利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发展更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短板上，发挥农村水利的整体效益，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环境提供基础支撑，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２００９年典型省
（区、市）农村水利发展关键指标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年典型省（区、市）农村水利发展关键指标

省（市、区）
人均

ＧＤＰ／ＵＳ＄
农村人口
自来水率／％

堤防工程
达标率／％

耕地面积洪
旱成灾率／％

耕地面积５年一遇
以上除涝率／％

耕地面积有
效灌溉率／％

灌溉面积节
水灌溉率／％

耕地面积旱
涝保收率／％

全国 ３　７１１　 ６８．４　 ４０．１　 １４．０　 ５６．６　 ４８．７　 ３９．５　 ３４．８
上海 １１　３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３　 ７５．８　 ８２．９　 ４４．１　 ８２．０
北京 １０　２９８　 ９９．４　 ９７．０　 ０．６　 １００．０　 ９４．４　 ８５．１　 ８５．２
天津 ９　２９５　 ９３．４　 ２３．０　 ０．０　 ７２．１　 ７８．８　 ６５．１　 ５２．７
浙江 ６　５８３　 ９２．３　 ５３．７　 １１．７　 ７３．９　 ７５．３　 ６４．８　 ５６．９
江苏 ６　４３８　 ９８．４　 ５６．０　 ５．７　 ７０．５　 ８０．１　 ３９．２　 ６５．１
内蒙 ５　４６７　 ４４．０　 ３５．６　 ２９．１　 ４３．０　 ４１．３　 ５８．７　 ２１．２
山东 ５　２６３　 ８８．１　 ６０．９　 １３．３　 ５５．１　 ６５．２　 ３９．１　 ４７．１
辽宁 ５　０１３　 ６２．０　 ３８．７　 ２３．９　 ８４．０　 ３７．０　 ２７．３　 ３７．０
新疆 ２　８０３　 ６９．５　 ３２．３　 ９．０　 ６０．５　 ８９．１　 ５３．３　 ６６．０
四川 ２　５３５　 ４９．１　 ４３．５　 ６．１　 ４５．０　 ４２．４　 ４４．９　 ２９．３
贵州 １　３５１　 ５８．７　 ２０．７　 ８．０　 ４１．６　 ２２．７　 ３７．９　 ３８．８

２　农村水利现代化发展思路

２．１　农村水利现代化的内涵

２０１１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农村水利现代化是水利现代化的
重要内容，是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水利现代化，实现农村水利现代化是关键。

综合分析有关水利现代化和农村水利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借鉴发达国家农村水利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实
际，农村水利现代化应是一个逐步发展、不断成熟、全面实现的过程，农村水利现代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生态“三生”服务为目的，用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理念指导农
村水利建设，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打造农村水利设施，用现代科技引领农村水利发展，用现代管
理制度、可持续的管理机制健全农村水利管理，建成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防灾抗灾有力、农村饮水安全、
灌排设施完备、管理运行健康、灌溉用水高效、农村环境良好的农村水利工程与管理体系，大幅度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满足水利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村水
利发展的需求。

２．２　总体思路
针对我国农村水利存在的工程老化失修严重、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用水效率提升潜力大、灌溉用水有

限、管理体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应该有针对性采取有效措施，建设、管理并重，软、硬措施并举，优先解决最
为薄弱的环节，稳步推进农村水利现代化建设。优先改造已有工程，统筹安排新建工程；优先推进农村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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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设，统筹谋划村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优先改善、恢复和保护已有灌溉面积，统筹扩大新增灌溉面积；优
先进行防灾减灾工程建设，统筹提高灾害应急响应与应对管理能力；优先采取成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
品，统筹应用传统技术与方法；优先满足民生迫切需求，统筹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水利现状条件差异较大，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特点与发展能力，合理确定发
展目标与发展步骤。经济发达地区（人均ＧＤＰ　５　０００ＵＳ＄以上地区）应率先实现农村水利现代化，为其他地
区提供经验与模式，引领我国全面实现农村水利现代化。

２．３　发展目标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农村水利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坚持不懈地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用先进技术改造农村水利，用先进设备装备农村水利，用科学的管理
方法管理农村水利，用现代的思想观念指导农村水利，提高农田灌排保证程度、水的有效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土资源条件差异较大，不同类型区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目标。从全国来
看，经过１５～２０年左右的时间，到２０３０年应全面实现农村水利现代化，具体发展目标如下：

１）防洪除涝安全。建成完善的村镇防洪、除涝体系，防洪工程达到规定的设计防洪标准，经济集中区域
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村镇除涝标准达到排水设计重现期１０年以上，重要城镇达到２０年以上；具有完善的
减灾调度决策与应急响应系统，提高抗御洪涝灾害能力。

２）农村饮用水安全。建成完善的乡村供水网络，供水水量和水质满足正常生活需求。乡镇以及农村具
备集中供水的地区自来水普及率１００％，供水保证率９５％以上；农村分散供水地区全面满足农村饮水安全标
准，并根据农村居民区发展逐步实现集中供水，提高自来水普及率。

３）灌排工程设施完善，满足现代农业生产需要。建成完善的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农田灌排工程体系，渠、
沟、田、林、路综合治理，农田灌排工程设计标准达到规范要求，工程设施完好；农田高效高产，满足机械化、集
约化生产要求。旱涝保收面积占耕地的比例达到５５％以上，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５６％以
上，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灌溉面积９０％以上；农田排涝标准达到５年一遇以上；盐渍化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
例减少到１％以内；灌溉用水计量设施完善，基本实现灌排工程管理与用水管理信息化。

４）水资源高效利用。建立完善的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制度；村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到
先进水平；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０．６以上。

５）农村生态环境良好。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减少水土流失。乡村工业污废水达标排放，对集中居住点
生活污水进行处理，村镇污水处理率达到８０％以上；农村河流满足生态环境要求，水功能区水质基本达标；
结合农村水利建设，美化农村生活环境。

６）管理体系健全高效。建立完善的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农村水利管理体系，形成健全的农村水利技术
推广与服务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工程维护与运行的有效管理体制，管理维护经费基本满足工程运行管护需
求；大专以上技术与管理人员占水利职工总数的９０％以上。

７）可持续发展有效支撑。建立有效支撑农村水利现代化发展的技术开发、产品制造与科技创新体系，具
有完善的灌溉试验等基础研究设施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形成基本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节水灌溉技术规范
制（修）订满足发展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推广应用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以及自动监测与
控制、信息化等技术；建立基层水利技术与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形成实用型、复合型、创新型农村水利专业人
才队伍。

３　农村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与综合评价

３．１　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

①系统性。指标的设置能从各个侧面完整地反映农村水利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②可比性。同一指
标对所有的评价对象应具有相同的基准尺度，便于指标间相互比较和分析。尽量少选或不选区域特征明显
的指标。③简捷性。指标的含义要明确具体，避免指标之间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复，同时，在不影响指标系统
性的原则下，尽量减少指标的数量。④可操作性。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实际应用，形成的指标
体系应易于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⑤数据易得。评价指标要易于通过统计年鉴、行业
统计公报等获得，或易于通过调研分析、量测、统计等手段获得。⑥反应最终达到的结果。尽量选取表征结
果的指标，而不采用中间过程指标或描述工作性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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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村水利现代化评价指标与目标值

Ⅰ级指标 Ⅱ级指标 指标计算参数 指标值计算 目标值 现状值

安全保障
（０．１４）

１、防洪工程
（０．３）

堤防工程达标率 达标堤防长度／堤防总长
蓄水工程达标率 达标蓄水工程座数／蓄水工程座数总座数

二者中
取低值

１００％ ４０．１％
１００％

２、村镇除涝
（０．３）

村镇除涝达标面积比
达到村镇除涝排水标准要求的面积／

村镇居住总面积 １００％

３、洪旱灾害
（０．４）

因洪旱成灾面积占
耕地面积百分比

最近５年年均洪旱成灾面积／
同期耕地面积

小于５％ １４％

生活供水
（０．１４）

４、农村饮水
安全（０．６）

村镇自来水普及率
村镇自来水供水人口／具备集中
供水条件的村镇总人口

农村分散供水区安
全饮水人口百分比

分散供水区安全饮水人口／
分散供水区总人口

二者中
取低值

１００％
７１．２％，发达
国家１００％

１００％
发达

国家１００％

５、饮水水源地
保护（０．４）

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面积百分比

饮用水水源地符合保护要求的面积／
饮用水水源地总面积 １００％

发达
国家１００％

农业
灌溉排水
（０．１６）

６、工程设施
（０．２）

输水渠（管）道完好率
输水渠（管）道完好长度／
输水渠（管）道总长度

排水沟（管）道完好率
排水沟（管）道完好长度／
排水沟（管）道总长度

渠（沟）道建筑物
（含水源）完好率

渠（沟）道建筑物（含水源工程）
完好座数／建筑物总座数

三者中
取低值

９５％ 约５３％

９５％ 约５２％

９０％ 约５２％

７、耕地灌溉
（０．３）

耕地灌溉实现程度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
耕地有效灌溉面积阈值

依水土资源
确定阈值 １００％

我国阈值
５６％

８、节水灌溉
（０．２）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比例 节水灌溉工程面积／总灌溉面积 ９５％
现状３９．５％；
先进国家９５％

９、农田排涝
（０．１５）

农田排涝达标率 ５年一遇以上标准农田
除涝面积／易涝总面积 ９５％ ５６．６％

１０、盐碱地（渍田）
治理（０．１５）

渍害田、农田盐碱地
面积比例

耕地渍害田与农田盐碱地
面积之和／耕地总面积

小于１％ ２．５％

水资源
利用效率
（０．１４）

１１、工业用水
效率（０．４）

工业用水效率
目标实现程度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确定的目标值

目标
１０～３０ｍ３

１００％

１２、灌溉用水
效率（０．６）

灌溉用水有效利用
系数目标实现程度

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区域
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阈值

根据灌溉
结构确定
系数阈值

９５％
全国阈值
０．６２以上，
目标０．５９

生态环境
（０．１４）

１３、水功能区
水质（０．３）

河流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

达标的水功能区河段长度／
设定水功能要求的河段总长度

湖泊、池塘（地下水体）
等水质达标率

水质达标湖泊（池塘）面积／设定水功能
要求的湖泊（池塘）总面积

二者中
取低值

８５％

８５％

４２．９％，发达
国家９０％

１４、地下水
开采（０．３）

地下水漏斗面积比例 地下水漏斗面积／国土面积 小于１．０％ １．６％

１５、水土
流失（０．２）

水土流失率 水土流失面积／国土总面积 小于１０％ ３７．１％

１６、村镇污水
处理（０．２）

村镇污水处理率 污水处理量／污水排放量 ９０％

管理
（０．１４）

１７、职工队伍
技术素质（０．２）

水利专业技术
人员配置比

大专以上技术人员人数／水利职工总人数 ９０％
５０％以上；
日本、
美国９８％

１８、基层水利
机构建设（０．２）

基层水利机构完善程度
设立并正常运行基层水利机构数／

应设基层水利机构数 １００％

１９、工程维护
运行（０．２）

工程维护费用保障程度
年平均实际到位工程维护运行费
（包括水费和财政补助等）／
年工程维护运行需要额

１００％

２０、群众用水户
合作组织（０．２）

群众用水合作
组织覆盖率

农民用水户协会等群众用水合作组织
管理的灌溉面积／总灌溉面积 ８０％

２１、信息化
水平（０．２）

信息化管理实现程度
根据洪旱预警、防洪抗旱决策
系统、互联网覆盖程度、用水信息
管理系统、电子政务等判断

定性 ９０％
美国、日本
９５％以上

发展支撑
（０．１４）

２２、政策
法规（０．３）

政策法规完善程度
根据支持农村水利发展的配套
政策、法规完善情况判断

定性 １００％

２３、新技术
应用（０．４）

新技术推广应用程度
根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品的情况判断
定性 １００％

２４、培训与
能力建设（０．３）

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
技术与管理人员达到培训学时
要求人员数／人员总数

依据部省
标准 １００％

　注　一、二级指标括号中数字为权重值。指标值计算一列中“／”表示“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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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小康社会建设、国家粮食安全等对农村水利现代化提出的要求，借鉴相关研究

成果，结合我国农村水利发展实际，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建立相关原则，分析确定我国农村水利现代化评价指
标体系分为安全保障、生活供水、农业灌溉排水、水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管理、发展支撑等７类２４个指
标，其中定量评价指标２１项，定性评价指标３项。详见表２。

　　本指标体系针对评价我国农村水利现代化水平而建立，其同时可以用来评价不同省份农村水利现代化
水平。为实现评价结论的科学合理与标准统一，本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不因区域特点而变化，不同省份采用
统一指标，只是根据区域特点合理确定不同的目标值，作为评价依据。

３．３　指标目标值确定
根据我国农村水利现状，考虑到国外先进国家发展水平，参考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均ＧＤＰ　５　０００ＵＳ＄

以上）的相关指标已实现值，以及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农村水利的要求，根据农村水利现代化发展目标，
综合分析确定，经过１５～２０年的努力，到２０３０年我国全面实现农村水利现代化的应达到的目标值。详见
表２。如果利用该指标体系评价省（区、市）农田水利现代化发展水平，应该根据区域水土资源特点、农村经
济与农业发展等合理确定相关阈值，特别是耕地灌溉率和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阈值等项指标。

３．４　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
农村水利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采用多因子直观综合评价法，即权重法。安全保障、生活供水、农业灌溉

排水、水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管理、发展支撑７个一级指标构成农村水利现代化的有机评价整体，７个
一级指标采用等权重法，为了取整，安全保障、生活供水、水资源利用效率、生态环境、管理、发展支撑权重取

０．１４，农业灌溉排水权重取０．１６。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权重根据重要程度确定相应权重（见表２）。因为
现代化评价是对较高发展水平和保障程度的评价，对于二级指标由２项以上评价参数来表达时，发展的短板
作为评价依据，即２项计算参数中低者参与评价，如防洪工程指标由堤防工程达标率、蓄水工程达标率２项
参数来表征，计算其指标值时，取二者中低者。根据评价对象指标值与目标值对比进行评分，然后加权平均
得到评价对象的综合得分。

根据我国目前农村水利发展现状综合分析，以农村水利现代化标准为依据，按百分制评价，现状农村水
利现代化实现程度为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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