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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作法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
,

耕地面积 538 万 h m Z 。

日本的

降水 比较丰富
,

年平均降水量为 1 8 00 m m
,

全国水资源总量平

水年为4 300 亿 m , ,

枯水年为 2 900 亿 m 3 ,

但降水的时空分布很

不均匀
,

北海道中部的年降水量不到 1 o 00 mm
,

而东部和中部

日本海沿岸地区却达 3 0 00 m m
。

降水多集中在梅雨期和台风

期
,

且年际变化较大
,

极易造成洪
、

涝
、

旱灾害
。

由于耕地资源少
,

水旱灾害频繁
,

日本是最大的农产品进

口 国
,

农产品的自给率仅为46 % ( 1 9 9 1年 )
。

因此
,

日本政府历来

十分重视灌排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

特别是在战后
,

日

本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
,

每年的中央农村水产财政预算中

有 30 %以上资金用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土地开发事业
。

从 1 9 6 5年

开始
,

由中央政府会同地方政府组织实施了四期土地改良长期

计划
,

整治水系
,

建设灌排工程
,

填海造地
。

这些措施促进了农

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石取得显著的经济
、

社会和生态效益
,

改善了

农村生产
、

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
,

增加了农 民的经济收入
,

同

时
,

也探索和积累了适合 日本国情的农业发展经验
。

其作法和经验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l) 把灌排事业等农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
,

建立起政府为主
,

多层次投入的投资体系
。

日本的灌溉排水工

程按其规模和性质
,

分别由中央
、

都道府县
、

市盯地方政府或土

地改良区等不同层次的机构或团体负责建设
。

其中受益面积在

3 00 0 h m ,
以上的项目区以及控制面积在 50 0 h m Z

以上的干渠工

程由国家负责
,

受益面积 100 一 200 h m ,

的支
、

干渠工程 由县负

责
,

受益面积 5一 10 0 h m ,

的斗
、

农渠工程由团体负责
,

田间工程

由农户自行建设
。

工程使用期一般 30 一 50 年
。

工程使用期满后
,

更新改造投资仍按原建设投资渠道和分摊比例措筹资金
。

一般

标准为
:

①国营灌排工程
,

中央政府 2/ 3
、

县 23
.

4%
、

地方 10 %
;

②都道府县营灌排工程
,

中 央 政 府 50 %
、

县 25 %
、

地 方 25 % ;③

团体 灌排 工 程
,

中 央 政 府 45 %
、

地 方 55 % ;④农 民 自行 建 设 的 田

间 灌 排 工 程
,

由 农 林 渔 业 金 融 公 库 提 供 优 惠 贷 款
( 利 率 3

.

8 %
,

25 年分期偿还
,

10 年宽限期 )
。

日 本 灌 排 工 程 管 理 业 务 主 要 由 水 资 源 开 发 公 团

、

综 合 土 地

改 良 区

,

各 地 区 土 地 改 良 区 等 三 级 管 理

。

其 管 理 所 需 费 用 主 要

按 水 的 用 途 执 行 不 同 的 标 准

,

向 受 益 者 收 缴 或 政 府 补 贴

。

比 如

,

水 资 源 开 发 公 团 管 理 的 工 程

,

农 业 用 水 管 理 费 国 库 补 助 10 %
,

农 民 负 担 50 %
。

农 民 承 担 的 管 理 费 占 其 收 入 的 比 例 很 小

,

如 佐

贺 中 部 地 区

,

农 业 收 入 约 15 0
万 日元 h/ m Z ,

而 灌 溉 排 水 费 用 仅

6 0 0 0。 日 元 h/ m Z 。

日 本 政 府 依 据 其 国 情

,

给 予 农 业 较 多 的 补 贴

,

以 鼓 励 农 民 种
田

,

把 灌 排 工 程 等 农 业 设 施 作 为 公 益 事 业 来 建 设

和 管 理

。

( 2) 重视工程建设前的论证
、

规 划

,

立 项 审 批 程 序 严 格

,

建

设 标 准 高

,

注 重 综 合 效 益 和 长 期 效 益

。

日 本 对 灌 排 骨 干 工 程 的

前 期 论 证 规 划 十 分 重 视

,

一 般 由 投 资 主 体 完 成 工 程 规 划

、

设 计

,

由 地 方 农 牧 局 初 审

,

后 报 农 村 水 产 省 审 批 立 项

。

在 规 划 时

,

特 别

重 视 资 源 生 态

、

移 民 等 综 合 效 益

,

注 意 听 取 当 地 农 民 的 意 见

,

结

合 农 村 的 环 境 改 造

,

山

、

水

、

田

、

林

、

路 统 一 规 划

,

以 改 善 农 村 的

生 产

、

生 活 条 件

。

日 本 的 农
田 整 治

、

灌 排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较 高

,

注

重 工 程 的 质 量 和 长 期 效 益

。

一 般 灌 溉 保 证 率 为 90 %以上
,

防 洪

标 准 为 30 年一遇
,

排 涝 标 准 为 10 年一遇
。

根 据 地 区 特 点

,

有 的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更 高

。

佐 贺 中 部 地 区

,

属 平 原 区

,

降 雨 多

、

河 网 发 育

、

易 发 生 涝 灾

。

所 以 这 一 地 区 特 别 重 视 排 涝 工 程 建 设

,

田 间 排 涝

标 准 为
5 0
年 一 遇

,

即
3 9 0 m m 降 水

,

水
田 积 水 不 超 过

2 0 m m
,
2 4 h

排 完
。

( 3) 实行工 程的系 统化管理
,

权 限 明 晰

,

效 率 高

。

日 本 水 资

源 管 理 机 构 分 为 国 家 管 理 机 构 和 地 方 管 理 机 构

。

在 国 家 管 理 机

构 中

,

农 村 水 产 省 分 管 农 田 灌 排

。

为 了 协 调 各 省 水 资 源 管 理 中

的 业 务 关 系

,

日 本 制 定 了 《水 资 源 开 发 促 进 法 》和 《水 资 源 开 发

公 团 法 》
,

并 成 立 了 水 资 源 开 发 公 团

。

地 方 灌 排 工 程 管 理 机 构 包

括 灌 区 综 合 土 地 改 良 区

、

各 地 区 土 地 改 良 区

、

管 理 区 和 管 理 组

.

各 级 管 理 机 构 按 工 程 系 统 的 设 置

,

实 行 工 程 的 系 统 化 管 理

。

例

如

,

灌 区 综 合 土 地 改 良 区 下 设 各 地 区 土 地 改 良 区

,

各 地 区 土 地

改 良 区 管 辖 着 数 块 管 理 区

,

各 管 理 区 又 划 分 为 以 村 落 为 单 位 的

管 理 组

。

各 级 管 理 机 构 将 有 关 政 策 层 层 落 实

,

贯 彻 于 工 程 的 系

统 中

,

提 高 了 工 程 管 理 效 率

。

工 程 设 施 管 理 也 是 按 工 程 系 统

,

实 行 分 级 管 理

,

即 以 土 地

改 良 区 为 骨 干

,

以 水 利 组

、

村 落 等 为 基 层 形 式

,

形 成 树 枝 状 的 多

层 管 理 体 系

。

具 体 来 说

,

各 管 理 机 构 对 灌 排 工 程 设 施 的 管 理 按

以 下 原 则 分 工

:

①同 时 为 农 业 用 水 和 城 市 生 活 用 水 服 务 的 水 源

以及 干 渠 等 骨 干工 程 由水 资 源 开 发 公 团直 接 管 理
。

②支 渠 以及

田间 调 节 池 等 由 灌 区 综 合 土 地 改 良 区管 理
。

③水 田 专 用 支 渠 及

旱 田 灌 溉 设 施 等 配 水 工 程 由 水 资 源 开 发 公 团 委 托 各 地 区 土 地

改 良区 管 理
。

④ 田间 渠 道 分 别 由所 在 地 区土 地 改 良 区 下设 的 管

理 区 管 理
。

⑤田 间 的 配 水 则 由最 基 层 的 管 理 组 进 行 管 理
,

管 理

组 又 分 为 水 田 管 理 组 和 旱 田 管 理 组 两 类

,

农 户 按 实 际 情 况 分 属

于 各 管 理 组

。

( 4) 重视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
。

日 本 是 资 源 严 重 短 缺 的 国

家

,

而 水 资 源 却 相 对 丰 富

,

人 均 年 径 流 量 约
3 600 m “ 。

尽 管 这 样

,

日
本 也 十 分 重 视 水 资 源 的 节 约 和 保 护

。

采 取 的 主 要 措 施 是

:

①

大 力 宣 传 节 约 用 水
,

培 养 国 民 的 节 水 意 识

;②研 制 推 广 节 水 器



;

③工 业 用 水 和 生 活 用 水 实 行 基 本 水 价 和 超 额 累 进 水 价
;

④

工 业 采 用 循 环 供 水
,

到
1 9 8 3

年 全 国 工 业 废 水 的 回 收 率 达

73
.

8 % ;⑤对 老 灌 区 进 行 改 造
,

衬 砌 渠 道

,

实 行 管 道 化 输 水

,

推

广 喷

、

滴 灌 等 节 水 灌 溉 技 术

;

⑥设 置 专 门 杂 用 水 道
,

充 分 利 用 经

过 处 理 的 污 废 水

;

⑦确 定 环 境 标 准
,

严 格 控 制 工 厂 排 放 污 水

;⑧

在 水 源地 区
,

严 格 限 制 非 法 弃 置 废 弃 物

,

严 禁 非 法 采 伐

,

以 涵 养

水 源

,

保 护 森 林

;⑨规 定 地 下 水 的 年 取 水 量
,

划 定 限 采 区

,

严 格

限 制 开 采 地 下 水

,

保 护 地 下 水 源

。

等 等

。

( 5) 在用水协调 中
,

尊 重 用 水 户 的 水 权 和 利 益

,

发 挥 水 利 协

调 组 织 的 作 用

。

由 于 城 市 化 的 迅 速 发 展

,

日 本 的 城 市 用 水 需 求

量 急 剧 增 长

,
1 9 6 5一 1 9 7 5

年 10 年间城市用水量就增长了 0
.

6倍
,

之 后

,

虽 然 工 业 用 水 的 回 收 设 施 普 及

,

用 水 趋 减

,

但 城 市 生 活 用

水 仍 趋 增 长

,

因 而

,

造 成 大 城 市 周 围 水 的 供 求 不 平 衡

。

一 些 地 方

不 得 不 在 尚 未 采 取 稳 定 河 流 流 量 措 施 前 按 现 状 取 水

,

即 处 于 丰

水 时 才 能 取 水 的

“
不 稳 定 取 水

”

状 态

。

截 至
1 9 9 6

年
3月

,

每 年 全 国

城 市 用 水 中 的 不 稳 定 取 水 约 达 26 亿 m “ ,

占 全 国 城 市 用 水 量 的

8 %
。

尽 管 日 本 政 府 采 取 了 普 及 节 水 器 具

、

再 生 重 复 利 用 等 措

施

,

以 消 除 供 需 不 平 衡

,

但 仍 难 以 改 变 现 状

。

因 此

,

不 得 不 把 农

业 用 水 转 向 城 市 用 水

。

在 农 业 用 水 转 向 城 市 用 水 时

,

日
本 政 府 充 分 尊 重 用 水 户 的

水 权 和 利 益

,

从 投 资 上 支 持 农 业 用 水 户 采 取 诸 如 水 渠 管 道 化 等

措 施 节 约 用 水

,

并 给 予 农 业 以 合 理 的 补 贴

,

以 弥 补 损 失

。

例 如

,

政 府 制 定
《 农 用 水 合 理 化 对 策 事 业 》等 措 施

,

由 城 市 负 担 灌 溉 水

渠 或 渠 首 工 程 的 改 建 费 用

,

使 原 有 的 水 权 逐 步 分 阶 段 转 给 城

市

。
1 9 9 1

年 又 立 项 《 都 道 府 县 营 农 用 水 重 编 对 策 事 业 》
,

规 定 都

道 府 县 拨 出 当 年 度 事 业 费 的 10 % 以内款项作为促进费交给土

地改良区
。

为 了 更 好 地 协 调 用 水

,

在 日 本 全 国 设 有
183 个水利协调议

会
,

该 组 织 一 般 由 土 地 改 良 区

、

上 水 道 经 营 单 位

、

工 业 用 水 经 营

单 位

、

水 电 经 营 单 位 和 行 政 机 构 组 成

。

组 织 的 目 的 是 协 调 水 利

、

协 调 枯 水

、

协 调 供 需 关 系

、

交 流 一 般 信 息 等

。

这 些 组 织 在 用 水 协

调 中 发 挥 了 很 好 的 作 用

,

为 用 水 户 之 间 提 供 了 对 话

、

协 商

、

交 流

的 机 会

。

2 对 我 们 的 启 示

尽 管 日本 的 自然 环 境
、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与 我 国 有 很 大 差 别

,

但 他 们 在 农 田 水 利 基 本 建 设 管 理 等 方 面 的 一 些 做 法

,

对 我 们 有

借 鉴 意 义

,

给 我 们 以 有 益 的 启 示

:

(1 )水 利 是 农 业 的 命 脉
,

农 业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基 础

,

政 府 必 须

采 取 倾 斜 政 策

,

保 证 水 利 优 先 发 展

。

日 本 的 农 业 资 源 比 较 缺 乏

,

农 产 品 近 60 纬依靠进口
。

二 战 后

,

日 本 在 有 效 利 用 外 援

,

集 中 精

力 恢 复 国 民 经 济 的 同 时

,

重 点 建 设 包 括 水 利 在 内 的 基 础 设 施

。

在 农
田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中

,

政 府 采 取 倾 斜 政 策

,

投 入 大 量 资 金 保

证 其 优 先 发 展

,

使 粮 食 产 量 稳 定 增 长

,

这 些 为 日 本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我 国 农 田 水 利 建 设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就

,

为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

社 会 稳 定 起 到 了 基 础 性 作 用

。

党 中 央

、

国 务 院 对

水 利 发 展 十 分 重 视

,

把 水 利 作 为 国 民 经 济 的 基 础 产 业

,

放 在 基

础 设 施 首 位

。

我 们 必 须 积 极 努 力

,

探 索 一 条 适 合 中 国 国 情

、

符 合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机 制 要 求 的 发 展 水 利 的 新 路 子

,

特 别 是 要 建

立 和 完 善 水 利 的 稳 定 投 入 机 制

。
1 9 9 7

年 国 务 院 颁 布 了 《 水 利 建

设 基 金 筹 集 和 使 用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
,

以 解 决 水 利 建 设 投 入 问 题

。

但 从 国 家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

特 别 是 农 业 发 展 需 要 看

,

这 还 远 远

不 够

,

各 级 政 府 必 须 采 取 各 种 优 惠 政 策

,

保 证 水 利 能 优 先

、

良 性

发 展

。

( 2) 协调水 资源 的使用
,

应 以 合 理 调 整 利 益 为 基 础

,

保 护 农

业 用 水

。

日 本 与 我 国 一 样

,

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

特 别 是 城 市 和 工 业

的 发 展

,

用 水 矛 盾 日 渐 突 出

,

都 面 临 着 用 水 协 调 问 题

。

日 本 在 协

调 中

,

十 分 重 视 合 理 调 整 各 级 用 水 户 的 利 益

,

制 定 相 应 的 政 策

,

保 证 农 业 用 水 被 占 用 后 的 合 理 补 偿

,

使 农 业 能 开 发 新 的 水 源 或

采 取 其 他 措 施 而 不 受 损 失 或 少 受 损 失

。

我 国 为 加 强 农 业 灌 溉 水 源

、

灌 排 工 程 设 施 的 管 理 和 保 护

,

保 障 灌 排 面 积 稳 定 和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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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制 定 了 《 占 用 农 业 灌 溉 水 源
、

灌 排 工 程 设 施 补 偿 办 法 》
,

规 定 对 占 用 农 业 灌 溉 水 源

、

灌 排 土 程

设 施 或 人 为 造 成 农 业 灌 溉 水 量 减 少 和 灌 排 工 程 报 废 或 失 去 部

分 功 能 的

,

实 行 有 偿 占 用 与 等 效 替 代 相 结 合 的 原 则 给 予 补 偿

。

但 是 从 全 国 的 执 行 情 况 看

,

发 展 不 平 衡

,

还 未 达 到 预 期 的 效 果

。

应 该 加 强 执 法 力 度

,

合 理 调 整 利 益 关 系

。

我 们 建 议

,

对
《办 法 》发

布 前 占 用 的 农 业 水 源
、

灌 排 工 程 设 施 进 行 追 溯 补 偿

,

以 解 决 农

田
灌 排 设 施 续 建 配 套

、

更 新 改 造 及 推 广 农 业 节 水 技 术 所 需 的 资

金

,

大 力 发 展 节 水 农 业

,

使 工

、

农 业 协 调 发 展

。

( 3 ) 加 快 对 大 中 型 灌 区 的 续 建 配 套
、

更 新 改 造

,

促 进 灌 区 转

机 建 制

,

实 现 良 性 运 行

。

日
本 灌 排 工 程 更 新 改 造 资 金 根 据 工 程

性 质

,

按 原 来 建 设 时 的 投 资 渠 道 和 分 摊 比 例

,

由 国 家

、

地 方 政 府

和 农 民 共 同 负 担

,

其 中 国 家 负 责 的 灌 排 设 施 的 更 新 改 造 以 中 央

政 府 投 入 为 主

,

占
2 / 3

。

我 国 有
0

.

51 亿 h m “

灌 溉 面 积

,

在 占 全 国

耕 地 面 积 不 足 40 %的灌溉面积上
,

生 产 的 粮 食 占 全 国 粮 食 总 产

量 的 75 纬以上
,

其 中
5 56 0多 个 大 中 型 灌 区 是 灌 溉 面 积 的 主 体

。

但 是 多 年 来

,

没 有 大 中 型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和 更 新 改 造 的 固 定 资 金

渠 道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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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开 始
,

国 家 计 委 和 水 利 部 每 年 安 排 少 量 引 导 资

金 用 于 部 分 大 型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和 更 新 改 造

,

但 与 实 际 需 求 相 差

很 大

。

建 议 国 家 有 计 划 地 把 大 中 型 灌 区 的 改 造 列 入 基 本 建 设 计

划

,

加 大 资 金 投 入

,

各 级 政 府 和 人 民 群 众 按 比 例 匹 配 资 金 和 劳

务

,

分 期 分 批 对 大

、

中 型 灌 区 进 行 续 建 更 新

。

同 时

,

对 续 建 更 新

的 灌 区 进 行 以 水 价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

实 行 法 人 经 营

责 任 制

,

建 立 自 我 发 展 和 自 我 约 束 机 制

,

国 家 辅 以 优 惠 政 策

,

实

现 灌 区 的 良 性 运 行

。

( 4) 建立农民参与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组织
,

调 动

农 民 用 水 管 水 的 积 极 性

。

日 本 的 土 地 改 良 区 是 土 地 拥 有 者 全 体

同 意 和 当 地 居 民 (或 土 地 使 用 者 ) 2 / 3以 上 成 员 同 意 后 成 立 的
,

既 是 负 责 改 良 土 地

、

整 治 和 开 发 农 业 生 产 的 组 织

,

又 是 管 理 维

护 水 利 工 程 的 组 织

。

实 践 证 明

,

这 种 方 式 效 果 很 好

。

我 们 建 议

,

我 国 在 小 型 水 利 工 程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中

,

要 充 分 重 视 农 民 和 农 民

组 织 的 作 用

,

有 计 划 组 织 农 民 个 人 和 团 体 参 与 建 设 和 管 理 民 营

水 利 工 程

;

在 灌 区 管 理 体 制 和 经 营 机 制 改 革 中

,

应 积 极 探 索 适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农 民 参 与 灌 溉 管 理 的 组 织 形 式 和 管 理 办 法

,

使 灌

区 真 正 走 上 民 主 管 理

、

自 我 维 持

、

良 性 运 行 的 轨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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