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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山丘区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模式研究

———以江山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为例

张亚东，郑世宗，黄万勇，廖春华

( 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20)

摘 要: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促进农业节水和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的重要抓手。针对浙江

省山丘区水源复杂、自流灌溉和不收水费的特点，从终端管理组织体系、用水定额管理、农业水

价形成机制和农业用水精准补贴节水奖励机制等方面对浙江省江山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进行

分析研究，初步构建了一种适合浙江省山丘区实际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模式，为类似地区开展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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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

用水浪费现象严重，平均灌溉水利用率约为 0. 55，

与发达国家 0. 7 以上的高利用率差距较大［1，2］。面

对日益紧迫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实现农业节约用水成为中国农业提高水

资源利用率、摆脱缺水危机、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

选择［3］。作为促进农业节水和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良

性运行的重要抓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逐渐成为当

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热点和难点［4］。

浙江省山丘区河网纵横，水系密布，降水量充

沛，水资源总量及人均占有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农民节水意识相对淡薄，加之近年来已停止征

收灌溉水费，导致浙江省山丘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难度较大。本文选取浙江省西南山丘区的典型县

( 市、区) ———江山市，对山丘区 农 业 水 价 综 合 改

革模式进行探索，提出终端农业用水管理模式、农

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精准补贴节水奖励机

制，为南方类似地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提供参

考和借鉴。

1 江山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背景

1. 1 江山市基本情况

江山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赣三省交

界处，市域总面积 2 019 km2，地形以山地丘陵为

主，属中亚热带北部湿润季风气候，降雨充沛，多

年平均降水 1 831. 4 mm。境内有两大水系，一为

钱塘江水系，另一为长江鄱阳湖信江水系，江山港

为市域最大河流。现有大中型水库 3 座，小型水库

83 座，容积 1 万 m3 以上山塘 500 余座，有效库容

6. 1 亿 m3 ; 现 有 灌 区 231 处， 总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35. 68 万亩，其中大中型灌区 2 处，灌溉渠道长度

1 456. 9 km，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 92 万亩，灌溉



深度分析

11

用水计量设施 45 处，排水沟总长度 313. 4 km，小

型排涝泵站和排水闸 ( 涵) 65 处。近年来，江山市

加大投入力度，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为实

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2 江山市农业灌溉用水及水价现状

1. 2. 1 农业灌溉用水现状

根据水利部门统计资料，江山市 2017 年毛灌

溉 用 水 量 为 15 576. 1 万 m3， 比 2016 年 下 降 约

23. 7% ; 亩均毛灌溉用水量为 450 m3，比 2016 年

下降约 23. 5% ; 灌溉水利用系数为 0. 523，比 2016

年升高约 1. 5%。具体情况如表 1 所列。

表 1 江山市 2015—2017 年农田灌溉用水情况

年 份
实际灌溉

面积 /万亩
毛灌溉

用水量 /万 m3
亩均毛灌溉

用水量 /m3
灌溉水

利用系数

2015 35. 033 1 21 085. 8 602 0. 510
2016 34. 733 1 20 417. 7 588 0. 515
2017 34. 632 9 15 576. 1 450 0. 523

1. 2. 2 农业水价现状

2007 年，江 山 市 政 府 本 着“凡 不 利 于 农 业 生

产、农民生活、农村发 展 的 收 费 政 策，要 予 以 取

消或废止 ; 价 格 或 收 费 标 准 过 高 的 要 予 以 降 低”

的原则， 取 消 了 从 农 民 手 中 征 收 灌 溉 水 费 的 制

度，考虑通过市财政转移支付农业灌溉水费的渠

道来维持灌区水利设施的日常运行和养护。但是

近几年来，由于市财政转移支付农业灌溉水费的

具体支付形式、灌溉面积统计、支付款额等多项

具体指标还不明确，碗窑灌区骨干工程的农业灌

溉水费主要依靠市财政定额补助和水管单位自筹

资金为主，而其他中小型灌区及末级渠系却普遍

缺乏维护经费。

2 江山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的主要做法

2. 1 试点灌区简介

试点灌区位于江山市凤林镇东南部，江山港东

岸，205 国道西侧，紧邻镇政府驻地，属碗窑灌区

峡口片范围，涉及凤溪村、凤里村、凤祥村、茅坂

村、大悲山村等 5 个村。试点灌区以水稻和蔬菜种

植为主，灌溉面积约 2 700 亩，其中水稻区块为长

桥头坂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约 2 500 亩，蔬

菜区块为江山市凤鸣果蔬专业合作社，面积约 200

亩。试点灌区管理单位为凤林水利管理协会，专职

负责灌区内农田灌排工程设施管理维护和用水管理

等工作。

2. 2 终端农业用水管理

2. 2. 1 加强组织体系建设

凤林水利管理协会前身为凤林水利会，成立于

解放初期，虽然经过多次人员更替，但组织基础比

较扎实并持续发挥作用，为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试点奠定了良好基础。为进一步规范协会运作，凤

林镇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依法登记、规范

运作”原则，于 2016 年成立了凤林水利管理协会，

制定协会章程、实现制度上墙、落实管护责任，明

确管理范围、管理内容、能力建设及运作管理等机

制。协会目前共有放水员 5 名，能够基本满足试点

灌区内设施管理和用水管理的需求，保障农业用水

秩序，实现终端用水自治管理。

2. 2. 2 实行用水定额管理

参照 浙 江 省《农 业 用 水 定 额》( DB33T 769—

2016) 等相关标准，结合近年来碗窑灌区峡口片农

田灌溉水利用系数测算资料，综合考虑从定额控制

点到田间的输水损失，确定水稻区渠首用水控制定

额为 1 000 m3 /亩，4 条斗渠进水口用水控制定额

为 700 m3 /亩，高效节水灌溉区芦笋基地的用水控

制定额为 100 m3 /亩。

2. 3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综合分析养护运维、人员劳务、公用管理等农

业水价成本，科学测算试点灌区成本水价。试点灌

区实施用水定额管理后，水稻区成本水价为 26 元 /

亩 /年，高效节水灌溉芦笋基地 0. 26 元 /m3。根据

村集体、管水员和农民群众承受能力，探索推行分

档水价政策，农户在定额内用水免收水费，由村集

体统一支付; 对超定额用水部分，在成本水价的基

础上抬高标准，由超定额用水片区放水员支付超定

额水费。

2. 4 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之前，试点灌区灌溉水费约

为 6 元 /亩，由各村补贴给凤林水利管理协会，用

于放水员的误工补助和日常修补。实行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后，按照水价成本测算结果，明确灌区正常

运行水价为 26 元 /亩，各村仍按原来的筹措渠道和

支付标准向协会缴纳灌溉水费，差额部分由财政资

金进行精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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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农业节水奖励机制

协会聘用的放水员作为“一把锄头管水”的责

任主体，实行“先考核后奖惩”机制，倒逼放水员

加强灌区工程管护和用水管理，保证用水农户合

理用水、节约用水。放水员所负责片区运行良好

且未超定额用水，按照节水量和奖励标准给予奖

励，片区运行维护与用水管理考核优秀的，按奖

励标准的 1. 2 倍发放。放水员所负责片区运行不

到位或超定额用水，按照超额量和惩罚标准予以

惩罚。

3 江山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的成效

3. 1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随着田间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用水计量设施

的应用，试点灌区内的输水损失和灌溉浪费明显下

降。通过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稻区年亩均节

水 120 m3，节水幅度为 17% ; 高效节水灌溉芦笋

区年亩均节水 16 m3，节水幅度为 16%。水稻区亩

均增产 50 kg，增产幅度为 7. 7% ; 芦笋区亩均增

产 500 kg、增 产 幅 度 为 27. 7%。水 稻 区 省 工 750

个，芦笋区省工 100 个，省工效益达 6. 8 万元。

3. 2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实施过程中，通过高

效节水灌溉、水稻薄露灌溉等节水技术的推广，可

减少灌溉渗漏量和灌溉用水量，进而减少灌溉用水

排入河网的机会，能有效避免农村水体富营养化和

发黑、发臭的现象，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村水环

境状况; 通过分 类 水 价，可 保 障 粮 食 生 产 足 额 用

水，经济作物合理用水，减少污水排放量，进而促

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人工清淤、除草和农

业、林业及水土保持等措施管护农村末级渠道，不

仅清理了渠系，而且改善了整体水质，促进了农村

生态环境的改善。

3. 3 农业转型明显加快

通过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田间基础

设施，渠道输水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保证了农业生

产和村镇发展的用水需求。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落后

状况得到改善，灌溉有效面积进一步扩大，农业用

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高效节水的实施促进了农

业产业种植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规模

化、集约化的经营，市场化的运作，进而加快灌区

农业转型升级。

4 浙江省山丘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模式总结

江山市 作 为 浙 江 省 山 丘 区 典 型 县 ( 市、区 ) ，

经过 2016—2018 三年探索与实践，已基本建立农

业水价形成机制、终端农业用水管理机制和农业用

水精准补贴节水奖励机制，形成了适合浙江省山丘

区实际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模式，模式总结为十六

字，即“大户管水、定额控制、节水推广、精准奖

补”。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浙江省山丘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模式示意

4. 1 大户管水强化组织基础

随着土地流转速度逐步加快，规模化经营将成

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成立以种粮大户、家庭

农场经营者为主体的水利管理协会，将大户集中承

包片区和散户零星自流地统一管理，以大带小，全

面负责末级渠系工程运行维护和农业用水管理工

作，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果，形成了典型的“大户

管水”模式。

4. 2 定额控制强化指标约束

按照农业用水定额标准，结合当地实际，通过

制定灌溉控制定额，以定额内用水可获奖励、超定

额用水加价收费惩罚为手段，约束农户大水漫灌的

传统习惯，促进农户逐渐形成水资源有价、节约用

水的意识。

4. 3 节水推广强化工程措施

开展节水设施和技 术 的 推 广 应 用，在 水 稻 区

推广管道灌溉工程和间歇灌溉技术，逐步取代渠

道输水、大水漫灌的传统灌溉方式，在经济作物

区推广高效节水喷微灌工程，提升农业现代化水

平。

4. 4 精准奖补强化资金支撑

根据测算成本水价与现状水价的差额，结合地

方财力状况，采取“一次性确定补贴标准，分步实

( 下转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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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发展，一些隐藏的风险也将暴露。例如因为没

有足量保质的交易标的而产生兑换纠纷的，买卖双

方如何协商，政 府 该 发 挥 什 么 样 的 作 用 等。下 一

步，在水权制度建设中，要从系统设计中预先确定

水权交易的风险点，例如自然气候风险、水资源管

理风险等。并且要建立多种风险防控机制和纠纷调

解处理程序来应对不同的风险类型。

4. 4 严格用水总量控制，为水资源供需市场创造

条件

SOKILE 和 KOPPEN［10］ 指出，水权转换价格应

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目前，各地的区

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已经分解完毕，但后期缺乏严

格的约束机制。“等待帮助”的负面概念仍然存在

于一些缺水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购买水权

的需求; 部分丰水地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较为充

裕，但是碍于交易风险他们往往不愿意出让水权。

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水权交易的供需市场

发展仍然十分缓慢。下一步，我们应结合实施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体系评估，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在

完成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特定河流、湖泊、水库等水源的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对于已经超过或达到总用水量控制指标的地

区，应引导他们通过水权交易来满足新的用水需

求，缓解政府在无偿配置水资源时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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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足额补贴”的精准补贴模式; 水利管理协会聘用

放水员作为“一把锄头管水”的责任主体，灌区工

程设施运行良好，且用水未超定额，将按节水奖励

标准对放水员进行奖励。

5 结 语

随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全面推进，作为多雨

丰水的浙江省山丘区将迎来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只

有不断提升终端农业用水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农业

水价形成机制，实行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

制度，才能确保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并持续发挥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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