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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介绍了山西省清徐县经过多年的节水实践，改变了原先粗放型的用水方式，依靠节水制度建设激发农民自

身的节水动力，通过对农业初始水权进行四级分配，水泵机井灌溉用水权落实到户，并安装取水控制设备，对农业用水实

行精准计量，成立用水管理委员会和农民用水协会等手段，增强了农民节水意识，提高了用水效益，使地下水开采逐年减

少，地下水位显著回升，逐步形成了农民自律节水的模式，最后提出了几点值得借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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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水 资 源 短 缺 国 家，倡 导 节 约 资 源 是 我 国 的 基 本 国

策。而农业用水一直是我国第一用水大户，大力发展农业节水

是必然选择。我国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 制，因 此，如 何 在 政 府 引 导 下 充 分 调 动

农户开展农业节水的积极性，是农业节水事业成功的关键。自

律式农业节水是相对于他律式农业节水而言的，是用水户通过

提高自身修养，由心生 律 并 自 觉 遵 守 法 律 规 范，改 变 原 先 粗 放

式用水方式，约束 自 己 的 用 水 行 为，进 行 自 觉 自 愿 节 水。自 律

式农业节水的特点是 行 为 主 体 的 自 我 约 束，有 高 度 的 自 觉 性。

山西省清徐县经过多年的节水实践，通过依靠节水制度建设激

发农民自身的节水动 力，逐 步 形 成 了 农 民 自 律 节 水 的 模 式，取

得了很好的节水效果，在保障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同时，水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调 研 组 以 山 西 省 清 徐 县 农 业 节 水 调 研 纪 实

的角度，对 清 徐 县 自 律 式 农 业 节 水 的 实 践 探 索 进 行 了 深 入

调研。

１　清徐县农业节水发展沿革

清徐县位于太原市 南 部，县 域 面 积６０９ｋｍ２。全 县 有 效 灌

溉面积２．４５万ｈｍ２，其中井灌 面 积１．１３万ｈｍ２。全 县 多 年 平

均降雨 量４００ｍｍ，蒸 发 量１　９４１ｍｍ。多 年 平 均 水 资 源 量

５　５３６．８万ｍ３，人均水资源占有量１６２．８ｍ３，地下水４　５４４．８万

ｍ３，占８２％。全县用水总量 为１１　２３０．１万 ｍ３，其 中 农 业 用 水

量为８　８０７．９万ｍ３，占７８．４％。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以 前，清 徐 县

基本不缺水。改革开 放 以 来，随 着 清 徐 县 工 农 业 生 产 快 速 发

展，工业、农业和城市生活用水量逐年增加，全县水资源供需矛

盾逐渐凸显，过境的全 省 第 二 大 河 肖 河 逐 渐 断 流 干 涸，原 来 属

于肖河灌区的河 灌 区 演 变 成 井 灌 区。１９９０年 到２００２年 的１３

年间，全县平均地下水位以年均１．６ｍ的速度持续下降。农用

机井的深度增加到２００～２３０ｍ，地下水开采难度和提水成本大

幅增 加。至２１世 纪 初，水 资 源 短 缺 已 经 成 为 制 约 清 徐 县 经 济

发展的瓶颈。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清徐县农业用水管理粗放，用水浪费

现象严重。井灌区普 遍 采 用 土 渠 输 水，田 间 大 水 漫 灌，亩 均 灌

溉用水 量 高 达１２０ｍ３ 以 上，浇 地 难、地 难 浇 现 象 普 遍 存 在，对

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 的 影 响。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以 来，清 徐 县 开

始发展农业节水，大致经历了以下３个阶段：

（１）起步阶段。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末 至８０年 代 中 期，在 井 灌

区先后推广陶瓷管输 水 技 术、砼 明 槽 防 渗 技 术，单 位 面 积 平 均

灌溉用水减少到０．１３～０．１５ｍ３。

（２）低压管灌技术 快 速 发 展 阶 段。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中 期 至

９０年代后期，仍侧重于通过工程措施来提高输水效率。在井灌

区引进并逐渐普及了低压管道输水技术和小白龙输水技术，单

位面积平均灌溉用水量减少到０．０９～０．１２ｍ３。

（３）实施农业节 水 管 理 阶 段。２０００年 以 来，清 徐 县 的 农 业

节水思路开始从只注重 工 程 措 施 向 工 程 措 施 与 管 理 措 施 并 举

转变。２００３年，以“用水总 量 控 制 和 定 额 管 理”为 突 破 口，在 井

灌区全面推进以初始水 权 分 配 为 核 心 的 宏 观 总 量 控 制 和 微 观

定额管理体系、用水计 量 控 制 体 系、政 策 保 障 体 系 和 节 水 工 程

体系四大体系建设，并 开 展 规 模 化 节 水 示 范 园 区 建 设，推 广 综

合节水技术和配套措施，经过４～５年的建设，现已建成高标准

节水农田０．１７万ｈ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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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清 徐 县 已 建 立 了 完 善 的 农 业 用 水 管 理 制 度 体 系，农

业实现了高效节约用 水，提 高 了 灌 溉 效 率 和 效 益，水 资 源 供 需

矛盾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

２　清徐县农业节水的做法与取得的成效

２．１　农业节水做法
（１）通过对农业 初 始 水 权 进 行 四 级 分 配，将 机 井 灌 溉 用 水

权落实到户。清 徐 县 陆 续 出 台 了《清 徐 县 水 资 源 初 始 配 置 方

案》《清徐县用水定额指标》、《清徐县水权交易市场建设与管理

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对全县的初始水权进行县、乡、村、单元工

程（用水户）四级分配，将 机 井 灌 溉 用 水 水 权 落 实 到 井、分 配 到

户，并发放水 权 证，实 现 了 全 县 用 水 总 量 控 制。目 前 全 县１８８

个行政村初始水权分配全部完成。

一级分配。县水务 局 从 宏 观 上 把 握 全 县 的 用 水 结 构 和 社

会、经济以及环境的 发 展，对 全 县 可 利 用 水 资 源 在 工 业、农 业、

人畜、生态四大用水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二级分配。县水 务 局 将 一 级 分 配 的 部 门 水 量 在 所 属 的９

个乡镇和３个县直属供水户间进行分配。

三级分配。各乡镇 将 二 级 分 配 所 分 的 水 量 落 实 到 所 属 各

个村委会。分配内容包括用水总量、各类水源的数量以及各种

用途水的数量。县直 属 水 管 单 位 将 二 级 分 配 所 分 的 水 量 落 实

到所属各用水单位和各单位取水工程。

四级分配。各个 村 委 会 按 农 户 的 人 口、牲 畜、灌 溉 面 积 的

数量在农户间对水量进行分配，最后由清徐县水务局确认每个

农户水资源使用权的数量，发放“水权证”到户。水权证上登记

有该户农民的耕地承包面积、分配的用水量、取水ＩＣ卡号。

调研的徐沟镇高华 村 是 清 徐 县 农 业 用 水 初 始 水 权 分 配 最

早的村之一，按照县人大通过的《清徐县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所

配水量，高华村地下水权年总量４０万ｍ３，除２万 ｍ３ 生活及其

他用水量以外，每公顷平均水权２　５５０ｍ３。

（２）通过安装取水控制设备对农业用水实行精准计量。全

县对８０个井灌村的１　２９８眼机 井 全 部 安 装 了 用 水 计 量 设 备 通

过对农业灌溉井安装ＩＣ卡 计 量 控 制 系 统，实 现 了 农 业 取 水 智

能管理。灌溉实行预付费制度，农民持卡购水，刷卡浇地，实现

了单个农户用水量的精确计量和实时控制；河灌区实行定额灌

溉、计量配水、终端水价。全县 共 安 装 用 水 计 量 设 施１　８２２处，

实现了全县各种用水的全面计量和控制。

在调研的徐沟镇 高 花 村，全 面 实 施 了 一 户 一 卡 通 用 取 水，

农户凭机井取水用电卡在全村２０眼机井通用。该村用水管理

委员以当年实测的机井 用 电 量 与 提 水 量 间 的 转 换 系 数 核 定 的

机井用电量，实现 对 水 量 的 计 量 和 控 制。每 年 进 行 灌 溉 用 水

前，农户在所分配水权 数 量 的 额 度 内 折 算 成 电 量，到 村 用 水 管

理委员会购买机井取水用电卡。

（３）通过完善农 业 用 水 管 理 制 度，利 用 价 格 手 段 引 导 农 民

自觉节水。在将水权 证 发 放 到 农 户，并 实 施 用 水 计 量 的 基 础

上，清徐县完善了农业 用 水 管 理 制 度，实 行 农 业 灌 溉 用 水 节 约

归己，超用水加价的定额用水管理制度。目前，清徐县已在５０

个村实行了节约归己、超 用 加 价 的 阶 梯 水 价，水 权 范 围 内 收 费

在０．４５～０．７元／ｍ３ 之间，超用２０％加价０．０５～０．１元／ｍ３，超

用４０％加价０．１～０．３元／ｍ３。具体定价 标 准 因 村 不 同 而 有 所

差异。

（４）成立用水管 理 委 员 会 和 农 民 用 水 协 会，实 现 农 民 参 与

用水管理。清徐县在 村 级 用 水 管 理 方 面，井 灌 区 成 立 了“用 水

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会”），全面负责村级水权分配和执行。

管委会成 员 由 村 民 代 表 大 会 选 举 产 生。实 行“量 水、配 水、收

费、建帐”的供水到 户 式 管 理，对 用 水 户 的 浪 费 行 为 进 行 处 罚。

在河灌区成立了农民用水协会，按照“谁受益，谁负担，谁投资，

谁所有”的原则，建立 了“产 权 明 晰、责 任 明 确、管 理 民 主”的 末

级渠系工程产权制度，将改造完成后的末级渠系工程产权明确

归农民用水协会组织所有。

（５）建立政 策 保 障 体 系，依 法 推 进 节 水 工 作。清 徐 县 出 台

了《清徐县水资源初始配置方案》、《清徐县用水定额指标》、《清

徐县水权交易市场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清徐县水价管理

办法》、《清徐县企业取用水管理实施办法》和《清徐县节约用水

管理办法》等政策规 章，使 节 水 工 作 纳 入 制 度 化、规 范 化 轨 道，

依法推进。

（６）狠抓节 水 工 程 体 系 建 设，实 现 节 水 管 理 自 动 化。清 徐

县以农业节水工作为 重 点，采 取 工 程 措 施、农 艺 措 施 和 管 理 措

施相结合的农业节水集成技术，陆续建成了４个各具特色的节

水示范园区。截止２００９年 底，全 县 的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达 到１．１３

万ｈｍ２。

清徐县从２００３年 起 就 建 立 了 农 村 用 水 管 理 信 息 网 络，接

收各村和单位工程的以旬、季、年为时段的用水量、用电量等信

息，调节和发布分配水量的变动信息。水务局在全县分不同地

质单元布设了２０套地下水位监 测 系 统，可 实 现３０ｍｉｎ内 完 成

一次全县地下水位情况同测，远程实时监控全县所有机井的动

态用水过程，并遥控启 闭，实 现 了 对 单 个 机 井 和 县 域 用 水 量 的

精确计量和实时控制，为 全 县 地 下 水 合 理 开 采、科 学 管 理 提 供

依据。水利数字化信息 管 理 网 络 系 统 由 一 个 总 站（水 务 局）和

１１个子站（各乡镇）构成。

２．２　取得的节水成效
（１）农民节 水 意 识 显 著 增 强，节 水 已 经 成 为 自 觉 行 为。以

前，清徐县农村普 遍 采 用 大 水 漫 灌 的 方 式，用 水 比 较 浪 费。水

权分配到户、实行了用 水 超 定 额 加 价 的 水 价 制 度 后，农 民 主 动

节水的意识明显提高，节 水 自 觉 性 得 到 增 强，不 仅 积 极 自 筹 资

金开展田间节水，而且 主 动 调 整 种 植 结 构，种 植 低 耗 水 作 物 品

种。不仅解决了水费收缴难的问题，而且抢水、漏水、跑水等浪

费水的现象也没有了，减少了用水纠纷，实现了群众明白用水，

干部清白管理，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在调研的徐沟镇高华村，每户村民都自备田间灌溉小白龙

软管，保证从机井出水口到自家地头的这一段距离的水也不流

失。过去以开闸时间计算，现在以ＩＣ卡值计算。

在实行“超过用水定额加价”措施后，村民主动调整产业结

构，积极支持节水 灌 溉。如 村 民 张 润 民 全 家 老 小 七 口 人，耕 地

１．３３ｈｍ２，全部是水浇地，现在除少数口粮田外，逐步转变为种

植省水、省工的 芦 笋。村 民 们 都 说，“超 过 用 水 定 额 就 要 加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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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都很欢迎搞 节 水 灌 溉，积 极 出 工 出 力，希 望 自 己 家 早

点搞。”

（２）提高了 用 水 效 率 和 效 益，节 水 效 果 显 著。目 前 全 县 已

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的转变，量水到户，定额控制，超定

额累进加价的农业节水运行机制。“节约就是增长”的概念，已

在全县从上至下达 成 共 识。全 县 农 业 用 水 效 率 和 效 益 明 显 提

高，目前灌溉水利 用 系 数 已 经 达 到０．６，全 县 年 均 节 水 量 达 到

３　０００万ｍ３ 以上。

（３）井灌区地下水开采总量逐年减少，地下水位显著回升。

“十一五”期间，清徐县通过推广使用滴灌、管灌、微灌等节水设

施，农业灌溉平均地下水开采量比２００４年减少３９％，井灌区地

下水开采总量由２００４年以前的５　９４２万 ｍ３ 减少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３　６１０万ｍ３。从２００４年开 始 全 县 地 下 水 位 止 降，２００５年 逐 年

回升，目前井灌区地下 水 位 上 升５～６ｍ，其 中２０１１年 与２０１０

年相比地下水位均值回升１．５６ｍ。

调研的高华 村，２０１１年 农 业 灌 溉 实 际 用 水 量 为３１．２万

ｍ３，比２００５年节省地下 水４２．８ｍ３。２００３年 以 前 高 华 村 区 域

的地下水以每年平均１．６ｍ的速度下降，２００８年地下水位首次

出现回升，回升幅度为０．７７ｍ，２００９年回升３．２５ｍ，２０１０年回

升０．２３ｍ，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３　几点启示

清徐县在上世纪末 从 水 资 源 丰 富 的“泉 城”沦 为 地 下 水 严

重超采的地区，而今以“用 水 总 量 控 制 和 定 额 管 理”为 突 破 口，

通过构建自律式农业节水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农民自觉节水的

积极性，农业用水浪费 的 现 象 得 到 遏 制，农 业 用 水 效 率 大 幅 提

升，又使地下水位 稳 步 回 升，水 生 态 环 境 改 善。清 徐 县 自 律 式

农业节水发展模式经过近十年的运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为全国发展农业节水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１）政府及相关 部 门 领 导、农 民 对 农 业 节 水 工 作 认 识 到 位

并付出不懈努力是 实 现 农 业 节 水 成 效 的 重 要 前 提。农 业 节 水

工作具有系统性、长期 性 和 艰 巨 性 的 特 征，需 要 各 级 政 府 及 相

关部门领导和农民给予长期重视，不断实践。清徐县几代政府

及水利部门领导深刻体 察 到 水 资 源 状 况 的 历 史 变 迁 对 经 济 社

会发展的不利影响，清 醒 地 认 识 到 农 业 节 水 的 重 要 性 到 位，具

有加快农业节水工作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动 性，一 直 积 极 努 力 挖 潜，

坚持农业节水实践。政府还免费为农民更换了三代ＩＣ卡。

没有农民参与 的 农 业 节 水 缺 乏 生 命 力。清 徐 县 地 下 水 超

采严重导致农业用井越打越深，提水成本剧增，农民负担加重，

无力承担，有实施农业 节 水 的 强 烈 愿 望，积 极 出 资 建 设 田 间 节

水设施，主动更换节水作物品种，自主改造末级渠系工程。

（２）完善的产权制度和价格调节机制是激励农民开展农业

节水的有效手段。就农民而言，他们追求的只是自身的最大效

益，不可能要求他们放弃自身利益而谋求他人和整体利益的最

大化。由于水权不清，用 户 不 知 道 他 拥 有 多 大 水 权，能 用 多 少

水量，因而无节制、无限量用水。水权不界定清楚，也不能发挥

其转让功能，促进节余 水 量 向 效 益 高 的 产 业 流 动，实 现 效 益 最

大化。

水市场是农业 节 水 发 展 的 动 力。党 的 十 八 大 明 确 提 出 要

“积极开展水权交易试点”。明晰农业用水权，建立可交易的水

权制度是建设自律 式 节 水 农 业 发 展 模 式 的 产 权 制 度 保 障。清

徐县明确提 出 农 户 依 法 享 有 水 资 源 的 使 用 权，建 立 了 县、乡、

村、用水户四级初始水权分配体系，水权分配到户，对农业用水

实行定额管理，约束了 农 民 浪 费 水 的 行 为，还 建 立 了 水 权 交 易

市场，并建章立制规范 水 市 场 交 易，同 时 将 政 府 投 资 建 设 的 田

间节水灌溉设施交 给 农 户 所 有。由 于 将 节 水 与 农 民 的 利 益 直

接相关，从而激发了农民自律节水的内在动力。

农业节水中一直 慎 提 水 价，担 心 农 民 在 经 济 上 难 以 承 受。

清徐县在定额 用 水 管 理 的 基 础 上，实 行 了 超 定 额 水 价 加 价 制

度，充分利用经济激励机制，提高农户的节水意识，促使农民自

觉加强田间节水，自觉进行作物调整。这一系列举措给广大农

业用水户吃了一颗“定 心 丸”，大 大 激 励 了 农 户 采 用 节 水 技 术、

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３）完好的工程设施和完备的政策制度是实现农业节水的

有力保障。对农业用水进行准确计量是水权管理的基础，也是

促进农民节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只有安装了计量设施，

对用水状况进行实时 计 量，及 时 掌 握 用 水 情 况，才 能 取 得 水 权

分配的前期资料；才能 获 得 超 定 额 收 取 水 费、节 余 水 量 转 让 的

依据，才能准确地控制 各 级 渠 道 的 放 水 流 量，避 免 配 水 不 足 或

过多的现象。清徐县 实 现 了 对 单 个 机 电 井 和 县 域 用 水 量 的 精

确计量和实时控制，所 有 机 井 都 安 装 了 用 水 计 量 控 制 设 备，实

现了单个农户用水量的精确计量和实时控制；通过建立先交费

再刷卡放水的管 水 机 制，有 效 解 决 了 水 费 收 缴 问 题。从 县 域、

单井、用水户３个层面 实 现 用 水 计 量 控 制 和 水 权 管 理 的“落 地

生根”，让农民实现“用明白水、交明白钱”。

依法管水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完备的政策与制度是关

键。清徐县正是通过颁布出台了《清徐县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清徐县水资源初始配置方案》、《清徐县水价管理办法》等规章

制度及政策，为农业节水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

（４）政府、主管部 门 与 农 民 合 力 推 进 是 农 业 节 水 取 得 成 效

的力量源泉。农业是 弱 势 产 业，农 民 是 弱 势 群 体，我 国 目 前 又

正处于“以工补农”、“以 城 带 乡”的 发 展 时 期，农 业 节 水 系 统 的

正常运转需要公共财 政 投 入 做 支 撑，需 要 政 府 大 力 扶 持，激 发

农民自觉节水。农民是用水主体，农业节水必须增强农民的积

极主动节水意识，让农民参与其中。才能成立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是农民参与灌溉管理的有效形式。清徐县井灌区５０个村成

立了村级用水管理委 员 会，实 现 了 农 民 自 主 管 理，调 动 农 民 参

与水管理的积极性，促 使 农 民 的 用 水 方 式 转 变，从 过 去 被 动 的

单纯用水转变为主动 的 投 资 田 间 节 水，认 真 维 护 节 水 设 施，利

用科技手段精心配水，对节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农业节水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不 仅 需 要 广 大 农 户 的 积 极 参

与，同时也需要水管理部门积极推动。清徐县把水资源保护和

管理的责任分解量化，建 立 目 标 考 核 指 标 体 系，对 水 管 理 部 门

的工作开展年度综合 考 评，把 考 核 结 果 和 部 门、乡 镇 领 导 工 作

业绩挂钩，实行奖惩制 度，有 力 地 保 证 了 水 管 理 部 门 投 入 农 业

节水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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