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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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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总体实施方案

为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加快建立健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

和运行管理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２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以及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

期水利工作方针，紧紧围绕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保障农业绿

色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用水需求，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

调控两手发力，以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为前提，以创新体制机制

为动力，以建立健全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节水激励机制为

核心，积极推行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着力提高农业用水效

率，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根据不同地区水资源禀赋、灌

溉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种养结构、经营主体等实际情况，制定符合

实际、便于操作的改革方案。方案制定应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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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综合运用价格杠杆、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措施，引导农业

用水户自觉增强节水意识。

———坚持节水优先、稳粮促调。按照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粗放用水的

方式，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和种养技术，在保障水稻等重要农作

物合理用水需求的基础上，优化种植业结构，积极发展旱粮生产，

确保我省粮食安全。

———坚持两手发力、建管并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加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探索开展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工程建设和管护。积极推行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提

高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有效降低农业用水成本。

（三）目标任务。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有

效灌溉面积内初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水价

总体达到或逐步提高到运行维护成本；基本建立农业用水节水奖

励和精准补贴机制，逐步形成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模式；

大力推广先进农业节水技术措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

到 ０ ６ 以上，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工程持续高效运行，农业用水户的

节水意识明显提高。

二、建立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一）建立农业用水定价机制。统筹考虑供水成本、水资源状

况、农业用水户承受能力、建立补贴机制等因素，合理确定农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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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农业水价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具备条

件的可由供需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有利于促进节水、保

障工程良性运行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原则协商定价；大中型灌区末

级渠系和小型灌区农业水价，可实行政府定价，也可实行协商定

价。跨行政区域的灌区农业水价由所跨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政

府或其授权的部门协调确定。各地可根据实际，区别粮食作物、经

济作物、养殖业等用水类型，在终端用水环节探索实行分类水价；

有条件的地区，应按定额管理的要求，逐步推行分档水价，探索建

立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二）建立农业水价调节机制。按照价格管理有关规定，建立

配套完善的农业水价调节机制。加强政府定价成本监审，广泛听

取各方面意见，增强农业水价调节机制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透明

度，把握好水价调整幅度和节奏。坚持价格调整、利益调节、合理

补偿相结合，确保调整后的农业水价可接受、可实施。

三、推行节水奖励和用水补贴制度

（一）建立农业节水奖励制度。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易于操作

的农业节水奖励机制。鼓励实行“一把锄头放水”、集中统一管

水，建立健全放水员工作考核等节水绩效奖惩制度。在完善农业

水价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各地也可探索根据定额内节水量，对采取

节水措施的规模经营主体、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和农户给予奖励，提

高农业用水户主动节水意识和积极性。对于因种养面积缩减或者

转产等非节水因素减少的用水量，不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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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在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

制的基础上，建立与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相适应的农业

用水精准补贴机制。补贴标准根据定额内用水成本与运行维护成

本的差额确定，重点补贴种粮农民定额内用水。定额内用水的提

价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超定额用水不再予以补贴。各地自行确

定补贴的对象、方式、标准、程序，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具体措施，

并向社会公布，确保公开透明。

四、加强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一）积极推行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按照农田水利工

程标准化管理的要求，以定职责、定经费、定人员、定标准为核心，

突出抓好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大中型灌排泵站等农田水利工

程的标准化管理。政府投资建设的大中型骨干农田水利工程应由

专门机构管理，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运行维护；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护主体按照《农田水利条例》等

有关规定确定，鼓励通过“以大带小”“小小联合”等方式加强运行

维护。积极推广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效率。

（二）加快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以明晰产

权归属为重点，探索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确权发证工作，并由县

级政府或其授权的部门负责颁发产权证书。积极探索通过股份量

化、股份合作等形式，将村级集体所有的农田水利设施资产转为集

体股权或量化到受益农户，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增加农民

财产性收入。探索以农田水利工程作为抵押，争取金融贷款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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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拓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的融资渠道，调动各方参与建设和管

护的积极性。

（三）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根据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科学核

定农业用水总量。参照农业用水定额浙江省标准 ＤＢ ３３ ／ Ｔ ７６９ －

２０１６，合理制定农业用水分类定额，保障粮食生产足额用水，满足

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合理用水需求，控制高耗水、高污染农业用水。

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探索建立农业水权制度。

（四）加强终端用水管理。鼓励发展农民用水自治、专业化服

务、水管单位管理和用户参与等多种形式的终端用水管理模式。

支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规范组建、创新发展，并充分发挥其在供水

工程建设管理、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的作用。按照因地制

宜、公开透明、群众接受的原则，确定简便节约的用水计量方式。

在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食

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等农

田水利相关项目，以及推广节水技术时，将用水计量设施纳入建设

内容。落实水费征收措施，加快形成“用水就要付费”的氛围，建

立良好的用水节水秩序。加强计划管理和用水调度，促进节约集

约用水。加强相关资金使用管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强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一）加快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突出农田水利建设规划

的引领作用，统筹各类支农涉水项目和资金，加大公共财政对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严格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 ｌ０％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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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大中型灌

区节水配套改造，全面开展小型泵站标准化建设。通过民办公助、

先建后补等方式，引导受益区群众等自愿申报、自主建设小微型农

田水利项目，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二）大力推广农业节水技术和措施。重视发挥节水设施和

技术的推广应用。继续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四个百万工程”（百万

亩坡耕地雨水集蓄旱粮喷灌工程、百万亩农业园区智能化标准型

微灌工程、百万亩林园地经济型喷灌工程、百万亩水稻区管道灌溉

工程）建设，普及喷灌、滴灌、管灌等节水灌溉技术。积极推广水

稻薄露灌溉技术等措施，提高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水平。积极推

进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农业节水。各地应制定政策措施，鼓

励各类市场主体以合同节水等方式，参与农业节水和农田水利建

设管理。鼓励用水户转让节水量，政府或其授权的水行政主管部

门、灌区管理单位可予以回购；在满足区域内农业用水的前提下，

推行水量跨区域、跨行业转让。

六、实施步骤

（一）先行开展试点。到 ２０１７ 年底，德清县、平湖市、浦江县、

江山市、舟山市定海区等 ５ 个第一批试点县（市、区）完成试点区

改革。每个设区市选择 １—２ 个县（市、区）作为第二批改革试点，

其中国家立项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先行纳入试点。

（二）全面部署试点。２０１８ 年起，德清县等 ５ 个第一批试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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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要扩大到整县范围改革，第二批试点县（市、区）继续扩大

试点范围，全省有农田水利建设任务的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

区改革。

（三）全省巩固完成。２０１９ 年，总结改革实践，探索建立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的农业水价改革方式，制定和完善改革配套政策，

全省有农田水利建设任务的县（市、区）全面开展整县范围改革，

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争取完成改革任务。到 ２０２０ 年底，全省基本

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现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

指导和推进改革工作。财政、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海洋与

渔业、物价等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各地要制定改革方案，明确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细化年度目标和

任务，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大型灌区

单独编制具体改革方案。各设区市要在省级总体实施方案发布之

日起 ３ 个月内，将本市及所辖县（市、区）年度实施计划报送省水

利厅。

（二）加强评价考核。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

机制，评价结果纳入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制、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水利“大禹杯”等考核内容。各地要建立改革台账、监督检

查和绩效评价机制，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三）加强资金保障。多渠道筹措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经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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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利用各类农田水利资金，落实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

金、工程管护经费。强化资金管理和监督，明确使用范围和程序，

定期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建立资金分配挂钩激励机制，将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等考核结果，纳入中央财政水利发

展资金和省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分配的绩效因素。省、市有

关部门在安排中央财政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高标准农

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及农田水利建设的相关专项资金时，应

建立挂钩激励机制，加大对改革成效明显地区的支持力度。

（四）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各类媒体，采取多种方式，组织开

展改革政策解读，加强水情教育和节水宣传，引导农民群众增强节

水意识，营造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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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省

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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