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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节水灌溉市场的思考

龙海游，刘思若

(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北京 100000)

摘 要: 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明确水利部负责节约用水、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的职能。水利部

党组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利改革发展的总基调是“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随着我国节水灌溉的快速发展，节水灌溉市场不断壮大。规范节水灌溉市场行为、加强节水灌溉

行业监管是促进我国节水灌溉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分析了我国节水灌溉市场分类

及当前规范节水灌溉市场的一些措施，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促进节水灌溉市场健康发展的设

想和举措，以期为指导节水灌溉科学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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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分类及其生产环节

20 世纪 70—80 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了喷微

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与传统的渠道防渗、低压

管道输水灌溉等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衔接，形成了我

国的节水灌溉工程体系。随着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

的日益突出，发展农业节水已经成为保持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国家投入大幅增加、

现代农业迅速发展双重作用下，我国节水灌溉市场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前我国节水灌溉市

场大体可以分成三类: 一类是节水灌溉产品生产销

售市场。以节水灌溉产品生产销售企业为主体，其

生产经营活动涉及节水灌溉产品的生产、销售和售

后服务三个环节。二类是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市场，

以开展节水灌溉工程设计、施工的各类企业为主

体，该类企业主要涉及了节水灌溉工程建成过程中

的前期规划设计、产品采购、工程施工以及运行维

护等环节。三类是节水灌溉工程运行维护市场。以

专业的灌溉服务公司和工程、设备的运行维护公司

为主体，这类市场主体当前数量还不多，正处在探

索和培育阶段。三种类型的市场主体大多数独立开

展相关业务，部分有交叉，基本形成了完整的节水

灌溉市场。

除第三类市场正在培育和发展之外，第一类和

第二类节水灌溉市场，加上内部运行维护机制的建

立，基本覆盖了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的全过程。

2 当前在市场规范方面已开展的工作

当前，规范节水灌溉市场主要有政府监管引导

和行业自律两条途径，二者互为补充，从不同的角

度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共同促进节水灌溉市场

健康发展。

在政府监管引导方面，一是针对产品的生产环

节和工程建设前期规划设计全部环节，制定颁布相

关的标准与规程规范，对产品生产的用料、工艺、

产品质量，规划设计的内容、标准、程序，工程建

设及验收等进行规范，如制定颁布的《节水灌溉工

程技术规范》《喷灌工程技术规范》《微灌工程技术

规范》《灌溉用塑料管基本参数及技术条件》等; 二

是建立约束机制，通过工程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

工程建设监理制和招投标等制度建设，以制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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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的关键环节，确保工程质量; 三是制定覆

盖项目前期立项、工程建设、工程验收及运行维护

等环节的建设管理规章制度。在近些年政府大力实

施的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小型农田水利

项目、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农业综合开

发等节水灌溉项目建设，均有比较完善的建设管理

制度，用以规范项目建设行为。另外，政府监管还

采取了节水产品质量抽查、产品强制认证、监察稽

查等行政手段保障节水灌溉产品质量。

在行业企业自律方面，一是行业协会开展的灌

溉企业分级制度，主要涉及节水灌溉工程施工企业，

对入会并提出申请的企业按不同的标准分级，拉开

企业间差别，鼓励业界向信誉好、实力强的企业看

齐。截至目前，已有 400 家左右企业取得不同等级

的灌溉企业级别。多个省份以灌溉企业等级作为工

程建设准入条件。二是通过节水灌溉认证企业 ( 机

构) 对节水灌溉材料设备质量进行认证，主要有喷、

微灌产品、塑料管材等。据了解，目前已有 600 多

家企业的多个系列节水灌溉产品通过水利部两家节

水产品认证企业认证。认证结果也得到了较好的认

可，湖南、新疆等多个省区要求在项目实施中优先

采用经过认证的节水灌溉产品。从实施效果看，产

品认证起到了一定的前置把关作用。三是企业通行

的 ISO 9000 系列的质量认证体系对企业自身质量管

理的要求，这在部分发展较好的企业均有开展。

3 未来规范市场的体系建设

节水灌溉工程形成涉及到产品生产与工程建设

两方面的多个环节，节水灌溉市场的规范必须在尊

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厘清政府、企业与行业自身

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完善的节水灌溉市场规范体

系，保证节水灌溉的健康发展。一是严肃科学的节

水灌溉法规体系。一方面是基于《水法》《农田水利

条例》等法律法规，从水资源总量、水资源利用效

率等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制定实施细则，为整个节

水灌溉的发展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是从节水灌溉产

品生产的原材料、成品质量以及各类节水灌溉工程

的技术规范、验收规程、直接的效益指标等均要有

明确的规范依据，以此指导行业行为。二是节水灌

溉市场监管体系，重点是政府对行业的监管规范，

包括质量抽查、推行工程建设三项制度、市场准入

以及政府主导建立的企业及产品信誉制度等。三是

节水灌溉行业自律体系，包括推行的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产品质量认证、行业从业资质管理等，加强

企业自身内功修炼，自动淘汰质量差、信誉低的产

品及企业。四是节水灌溉工程建后服务体系，包括

企业的售后服务、工程运行维护体制机制等，是保

障工程长期发挥效益的关键环节。

4 规范市场当前宜采取的措施

总体来说，规范节水灌溉市场工作需要把握几

个原则，一是有收有放，该放到市场上的坚决放，

该政府监管的坚决管起来并管出成效; 二是企业自

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市场化的企业自律、行业自

律要与政府的质量抽查、法律法规等形成互动，各

负其责，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是奖优罚劣相结合，

对质量优、服务好的产品和企业要大加鼓励，对质

量不合格、服务不到位的要坚决查处，并建立信用

制度; 四是提升完善与适宜补缺相结合，对节水灌

溉市场的规范，有些环节需要加强，进一步沟通信

息，完善制度，对于规范市场需要而当前还没有建

立的制度，要进一步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并逐步完

善。当前规范节水灌溉市场行为，应重点抓好以下

几方面:

一是梳理并完善节水灌溉技术规范体系。在水

利标准体系中进一步梳理完善节水灌溉工程标准体

系，从深度和广度上扩展延伸，以覆盖整个节水灌

溉工作。重点是对包括产品材料、规格、品质要求

等质量标准进行补充完善，对工程验收标准进行细

化，明确验收要求，严格技术管理。

二是规范节水灌溉市场准入。对节水灌溉产品

生产、工程建设设定一定的门槛，规范管理。由于

部分节水灌溉产品生产工艺水平要求不高、前期投

入低、风险小等因素，市场上投机资本较多，一定

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在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方

面，没有专门的资质等级制度要求，一般所采用的

水利行业资质等级，针对的是大型水利水电工程，

对农村水利量大、面广、单位工程小的特点缺乏针

对性，在资源配置上有“大材小用”的情形。加强

节水灌溉市场准入，让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参与节水

灌溉工程建设，才能从源头上把好节水灌溉工程质

量关，让市场逐步有序完善。

三是加强节水灌溉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

竞争中的裁 判 作 用，建 立 企 业 信 用 制 度，奖 优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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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对质量好、信誉度高的企业采取鼓励措施，加

强税收及其他政策方面的优惠; 对质量差、问题多

的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不准从事相关生产活动，

并逐步从市场中清除，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社会监督是政府和相

关部门监管外维持市场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

贯穿节水灌溉产品生产到工程建成与消亡的全过

程。考虑到社会监督的手段和可行性，其监督的重

点应放在工程建成后的使用及运行维护阶段。通过

完善问题反馈机制，与政府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做

好问题查处和责任追究，从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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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立即做出响应，责令停止作业立即整改，并视

情节给予经济处罚、强制关停、吊销采砂许可证等

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采砂企业负责人的责任。

对有河砂资源的河道定点安装高清视频监控系

统，或利用无人机航拍巡逻、卫星图片对比等先进

科技手段，增加对河道采砂监控的时间和空间覆盖

面，建立采砂监管人员明察暗访巡逻制度，还可设

立有奖举报热线，鼓励沿岸人民群众对非法采砂进

行监督举报，对举报线索经过查实的根据情况给予

相应奖励等，进一步消除监管死角。

通过建立水利、生态环境、交通、自然资源、

公安、检察等有关 部 门 联 合 执 法 机 制，不定期开

展打击非法采砂多部门联合执法监察，或针对“人

防 + 技防”发现的非法采砂线索，迅速启动联合执

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

7 积极推进非法采砂入刑的司法实践

结合当前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建立行政

执法与司法机关信息报送及非法采砂入刑的司法监

督机制，积极推进非法采砂入刑的司法实践。加强

与公检法机关的沟通与合作，对已查获的非法采砂

案件和拟开展的打击非法采砂行动，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条款，对非法采砂者具备

违反刑法构成要件的，严格追究违法行为人的刑事

责任，实现罚当其罪。加大非法采砂违法成本，遏

制非法采砂行为。同时加大非法采砂入刑的普法宣

传教育力度，让非法采砂入刑的刑律家喻户晓，形

成对非法采砂的震慑氛围。同时，建立健全非法采

砂线索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机制，对非法采砂或违

规作业的，一经发现就对相关人员进行顺藤摸瓜审

查调查，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严肃追究相关公

职人员的监管责任，对官商勾结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严厉打击非法采砂保护伞。

面对砂石资源日益紧缺的现实和生态保护需要，

治理河道非法采砂还需要逐步优化外部环境。政府

有关部门应引导建材企业合理开发人工砂、机制砂，

以满足市场刚需，缓解供求矛盾，同时加强对砂石

销售市场监管和价格监管，防止价格垄断和价格暴

涨，压缩河道非法采砂的暴利空间，降低非法采砂

的市场诱因。考虑到河砂是一种特殊资源，还是现

成的商品，河道采砂一本万利，但砂石资源属于国

家，不能无序开采，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探索砂石

资源国家专营体制，进一步保障国家建设需要、保证

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维护山水林田湖草健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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