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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南方省份降水较为丰沛，一定程度困扰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通过分析浙江省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的难点，认为完善灌溉用水计量方法和开展水费核收是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过程的关键． 同时应采用“两减免两

奖励”政策、“繁简适当”的工作措施破解改革难题，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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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more plentiful precipitation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China，which puzzles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Zhejiang，the reform difficulties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wer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During the reform，the irrigation measurement and water fe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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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短缺，农业用水量约占经济社会用

水总量的 60% 以上． 农业用水效率不高，灌溉水有

效利用率仅为 52%，低于节水先进国家 70% ～80%
的水平［1］．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是水资源约束条件

下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性措施．
为进一步加强农业节水工作，按照供给侧改革

思路，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 2016 年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进

一步明确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目标与要求． 我国

南北方水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南方省份拥有全国

81%的水资源量，降水量一般在 1 500 ～ 2 000 mm，

是北方省份的 3 ～ 4 倍，其耕地占全国的 36%，南方

省份客观上降水丰沛，主观上认识欠缺，从而导致

南方省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行动相对迟缓． 浙江

省水土资源、农业产业结构、农业用水方式与南方

其他省份具有共性，因此积极探索和实践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难点分析

1． 1 对农业节水的认识不足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单位面积产水量列

全国第四，几乎每年发生暴雨洪水，让人印象深刻，

而旱情间隔发生，随着蓄、供水工程增强，干旱缺水

强度明显减弱． 农业产区主要分布于河网平原和山

地丘陵的河谷地带，河流交错，川流不息，为浙江省

农业灌溉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从而导致人们农业节水意识淡薄，灌溉用水利

用率低． 资源的稀缺反映资源的价值，尤其是在水

多为患的河网平原实行农业灌溉水价改革，人们在

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2 － 3］．



1． 2 农业水价对农业节水的推动乏力

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农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

降到 3%，农业对地方经济拉动不明显，难以将涉及

农业的农业用水水价摆到重要议事日程． 农业收入

占农民家庭收入不到 15%，2015 年浙江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破 2 万元，其收入更多来自于工

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根据浙江省第二次土地调

查结果，人均耕地 373． 33 m2，仅是全国人均耕地

1 /3，有限的耕地和微薄的灌溉水费，农业用水水价

的经济杠杆撬不动农民的节水行动．
1． 3 农业“补贴”政策影响水费收缴

理论上灌溉水量通过水利工程调蓄、输送到田

间具有商品属性，水费支出与购买种子、化肥等同

属于农业生产成本． 我国的农业灌溉水费政策是

“财务自理”，其管理经费通过向用水户收缴灌溉工

程水费来解决［4 － 5］． 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又实行农业

“四补贴”，农民对缴纳农业水费不理解不支持，甚

至产生抵触情绪．
为稳定农业生产，促进灌溉管理单位更好的服

务于农业生产，浙江省几年前已免收定额内农业灌

溉用水水费，由当地财政予以补助． 目前，各地水利

部门管理的灌溉工程运行费用基本上由地方财政

支付，不再向农户收取，村级管理的末端田间工程

以及村集体的小型灌区的运行管理费( 水费) 中的

维修养护费已由财政补助，农业生产经营者一般仅

负担灌排机埠的电费，集体经济较好的农村包揽了

灌溉水费． 传统的灌溉水费意识逐渐淡化，对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带来消极因素．

2 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义

2． 1 引导“节水减排”，改善水域水体质量

俗话说: 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 化肥

为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普遍存在施

用过量问题，带来了成本的增加和环境的污染．
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 21． 9 kg，浙江省亩均

用量 25 kg，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 12 万 kg /km2 ) ，

是美国的 2． 6 倍，欧盟的 2． 5 倍． 三大粮食作物氮肥、
磷肥、钾肥的利用率仅为 33%、24% 和 42% ． 化肥过

量使用，在获得高产的同时，有 60% ～ 70% 随农田排

出的水白白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域水体污

染． 灌溉用水多其排水也多，排出的是水带走的是肥．
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五水共治”，治污水是其中主

要工作任务． 建立农业水价引导机制，少灌水、少排

水，控制农田富有氮、磷含量的水排放，是改善水环境

的有效措施．
2． 2 引导“高效节水”，促进农业现代化

从“水”的角度概括农业发展进程，其经历了雨

养农业到灌溉农业又进入到节水农业． 浙江省生态

观光农业蔚然成风，现代农业标志性的设施农业正

在起步发展． 喷微灌技术是设施农业的主要技术措

施，应用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现代农业的必经之

路． 应用喷微灌实践反映，每亩年净增效益千元以

上，是农业增产增效的着力点． 而现状全省喷微灌

面积不到耕地面积 10%，与农业现代化水平差距较

大［6］．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四化”同步协调的要求，

通过农业水价减免政策倡导，有助于加快发展高效

节水灌溉．
2． 3 引导“建章立制”，提高农村文明素质

遵循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

学论断，浙江省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美丽

乡村建设升级版，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由于农业灌溉用水粗放，河塘洗涤随处可见，

“管水、护水、节水、亲水”还没有成为农村居民的自

觉行为． 近年来，全省推行“河长制”的河道保洁制

度，实施大规模河塘清淤措施，农村的水文明程度

有了较大提高． 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契机，研究

建立政策制度和乡规民约，规范农业用水行为，营

造节水型社会氛围，对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具有长远

意义．

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着力点

完善灌溉用水计量方法和开展水费核收是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过程的关键环节．
3． 1 灌溉计量

灌区通常分为自流灌区、引水灌区、提水灌区，

其输水方式为利用水体重力自流和运用动力加压

输送． 对自流( 引水) 灌区，可推行量水设施进行用

水计量． 对电力提水灌区，尤其河网提水灌区若安

装量水设施，在技术上、观念上都难以普遍推行，因

此可引入泵站相关规范对泵站效率的要求，采取电

量折算水量，通过控制用电量来控制取用水量．
( 1) 自流灌区用水计量

对于自流灌区，根据灌溉水利用系数计算法:

η = ∑Ai × mj

W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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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η—灌溉水利用系数;

W—灌区灌溉用水量;

Ai—不同作物种植面积;

mj—省颁布的不同作物灌溉定额．
根据《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大型灌区 η≥

0． 50; 中型灌区 η≥ 0． 60; 小型灌区 η≥ 0． 70． 结合

浙江省实际，大型灌区 η = 0． 50; 中型灌区 η =
0． 60; 小型灌区 η = 0． 70．

因此，由式( 1) 可得自流灌区取用水量为( 首部

计量) :

W≤∑Aj × mj

η
( 2)

( 2) 电力提水灌区用电计量

对于电力提水灌区，由于用电量可通过电表直

接读取，因此可利用提水耗电量来估算提水量． 根

据泵站能源单耗计算式:

e = 1 000 × E
W × H ( 3)

式中: e—泵站能源单耗，表示将 100 万 kg 水提

升 1 m 所消耗的电量;

E—提水灌区泵站灌溉控制用电量，若兼

有排涝以及河流生态环境配水功能

的可根据运行记录相应扣除;

W—灌区灌溉总提水量;H—提水平均扬程．
参考《泵站设计规范》确定的泵站装置效率折算

为 e，大型泵站 e = 3 kW·h，中型泵站 e = 4 kW·h，

小型泵站 e = 5 kW·h，考虑泵站扬程可适量插值调

整取值．
因此，由式( 3) 得电力提水灌区用电量( 泵站灌

溉期运行电量) 为:

E≤ W × H × e
1 000 ( 4)

3． 2 水费核收

浙江省大、中、小不同类型灌区的水费核收( 见

表 1) ．

表 1 浙江省不同灌区水费核收

灌区分类 水费成本 / ( 元 /m2 )
骨干工程水费

日常运行管理 大修、折旧费
末级渠系水费 / ( 元 /m2 )

大型灌区 0． 09 ～ 0． 105 地方财政转移支付 工程更新改造专项支付 类同小型灌区

中型灌区 0． 06 ～ 0． 075 地方财政转移支付 工程更新改造专项支付 类同小型灌区

小型灌区 0． 03 ～ 0． 045 / / 0． 03 ～ 0． 045

由表 1 可知，大、中型灌区水费核收由骨干工

程水费和末级渠系水费两组部分组成，小型灌区仅

考虑末级渠系水费． 大、中型灌区的骨干工程具有

公益性、外部性特征，其水价依照浙江省相关条例

和文件，由各级财政负担，其日常运行管理费用由

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给灌溉工程管理单位，大修、折

旧费以工程更新改造专项予以支持． 大、中型灌区

扣除骨干工程水价后的末级渠系水价类同于小型

灌区． 因此，水费核收的重点是大、中型灌区末级渠

系水费以及村集体管理的小型灌区水费，即为面向

农业生产者的 0． 03 ～ 0． 045 元 /m2 的水费核收．
大、中型灌区末级渠系以及小型灌区，名义上

是村集体管理的资产，虽然受益对象明确，但具有

准公益性质，宜政府、集体、农户合理负担［7］，县级

及以上财政以维修养护补助方式分担部分水费成本，

约占成本的 1 /3 ～ 1 /4，并充分运用现行的中央小型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补助政策，实行奖补机制与水价改

革实效节约用水业绩挂钩．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做好灌

区内用水户的水量分配，对经济作物、水产养殖等用

水，以及水稻作物超定额灌溉的水费，根据乡规民约

由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向农户收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规范化发展阶段，由村委组织履行职责．

4 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措施

4． 1 政策引导

厘清成本水费与政府、村集体、农户合理负担

的关系; 厘清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水产养殖有区

别的水费政策; 厘清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与传统

粗放用水方式政策界限，建立鼓励节约用水推动节

水技术应用的“两减免两奖励”政策导向，即: ( 1) 对

粮食作物灌溉定额内的水费减免; ( 2 ) 对发展地下

管道灌溉和喷微灌的水费减免; ( 3) 对责任心强、严
格计划用水管理的渠道放水员、机埠操作员和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业绩突出人员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

( 4) 对积极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

灌区和乡镇，在灌区节水改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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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等方面给予优先优惠

奖励性资金安排．
4． 2 措施得当

按照“分类清晰、负担合理、繁简适当”的原则，

完善灌溉水量计量方法，采取水库自流灌区用水计

量、平原提水灌区电量限水量，推行符合当地实际

的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方式方法，在农户可以理解和

接受，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建立灌溉

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分类机制，收得合理，补得清

晰，奖得公道，公告社会． 把握“两个关”，制定有奖

有惩的节水奖励制度措施，即: ( 1) 按现状水平适当

从严的水量、电量基数关，超用加价; ( 2) 按规范、标
准测定的水量、电量控制关，考核奖励．
4． 3 目标明确

具体制定“一年试点示范、二年每县至少一灌

区、三年全面推开、五年实现目标”的实施计划，加强

组织领导和宣传培训，扶持灌区农村自我管理的用水

组织，政府部门组织若干个改革指导组深入灌区、深
入农村进行改革指导，政策落地，家喻户晓，将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执行成效纳入对乡镇政府工作考核内容．
在实施过程中，县级水利部门应做好各类灌区

用水总量计量与测定工作，相关部门应协同做好政

策制定与兑现以及改革指导工作，乡镇政府应做好

减免与奖励的审核、考核工作，村级组织应建立乡

规民约增强自我管水能力．

5 结 论

贯彻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神，需要紧密结合当

地实际． 根据南方河流水系发达、降水较为丰沛的

特征，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采取对策

措施，以期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实效，实现农业

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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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启示

叶舟校长为“乐清水利电力研究基地”揭牌
11 月 14 日下午，由浙江省水利厅批复，我校和乐清市水利局共建的“乐清水利电力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乐清市水利电

力总站举行． 乐清市水利局汤建生局长、何顺绪纪检组长，乐清市水电总站叶文力站长及班子成员，我校叶舟校长等一行七人
参加了揭牌仪式．

叶舟校长在揭牌仪式上宣读了省水利厅关于同意设立“乐清水利电力研究基地”的批复文件．
罗云霞院长和陈丽莉博士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罗云霞院长表示，希望领导支持工作，陈丽莉主任大胆开展工作，通过基

地，展开科研，不畏前险，敢于挑战难题． 陈丽莉博士也表态，将积极开展基地的研究工作，并加强宣传，让更多的人才投入到
基地建设中来．

紧接着，双方对抽水蓄能和水光互补两个项目进行了讨论，并一致认同抽水蓄能项目，对方热切地表示希望尽快开展该项目．
仪式上，汤建生局长代表水利局，向浙水院叶舟校长一行致以衷心感谢． 汤建生局长介绍了乐清水资源和水利发展概况，

并提到国企要寻找转型发展突破口． 从内部管理方面，和高科技的团队、学校合作，充分依托对方的人才和科技优势． 此次双
方共建“乐清水利电力研究基地”，是双方友好合作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希望能以此为契机，有一个新的气象． 叶舟校长表示，

乐清经济特色鲜明，乐清水利电力研究基地是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基地，双方的合作很有意义，这次揭牌仪式，双方对项目的讨
论，是基地扎扎实实做事情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学校怎样为乐清市委市政府、乐清市水利局、乐清市水利电力总站做好服务工作，

主要体现在科研上． 学校要做好整体配合，加强培训，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同时，也能推进学科的建设、研究．
最后，叶舟校长和汤建生局长为“乐清水利电力研究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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