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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下游现代化灌区高质量发展的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王 璞 如

(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北京 100054)

摘 要: 按照新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灌区现代化建设的相关要求，通过参考

灌区现代化和我国水利现代化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与概念，结合黄河下游气候特点和灌区实际情

况及现代化灌区所应具备的节水、民生、智慧及生态等 4 大特征，同时借鉴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实施方案提纲中相关评价指标的界定，分水监管、综合生产能力、水节约、管理改革

4 个类别探索构建黄河流域下游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韩墩灌区

为例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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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期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灌区现代

化内涵

1.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国

家的重大战 略，对 于 发 展 区 域 经 济、保 护 生 态 环

境、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

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

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

久安、促进全流 域 高 质 量 发 展、改 善 人 民 群 众 生

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

然而，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黄河

流域的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制约了黄河

流域的高质量发展［1］。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 ( 1) 水资源量不足。流域水少问题是制约区域

发展的重要瓶颈，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流域的 7%，

人均水资源量仅 408 m3，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水

资源量 500 m3 的极度缺水标准，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27%。( 2) 旱涝灾害频发。流域降水时空分配

不均，极端天气频发，经常出现连涝连旱情况。蓄

水调水工程和防洪减灾体系还不够完善，造成了在

水资源整体短缺的同时，却时常出现水资源无法得

到利用的情况。( 3) 自然生态脆弱。流域内湖泊湿

地面积近年来不断萎缩，水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

样性减少，水土流失问题依然严峻，环境污染特别

是水污 染 对 自 然 生 态 影 响 较 大。 ( 4 ) 用 水 模 式 粗

放。占总用水量 64. 2% 的农业用水量的水资源利

用效率比较低，其他行业浪费水资源的问题也比较

突出，这直接造成水资源开发比例很高，生态用水

受到严重挤占。

解决黄河流域的水问题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加强灌区现代化建设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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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黄河流域水问题的重要手段。

1. 2 灌区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现代化灌区，就是实行灌溉 现 代 化 的 灌

区。其不仅仅局限于引进现代化的硬件和软件技

术，而且在水资源管理方面也要发生根本性转变［2］。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将灌溉现代化定义为: “不

同于纯粹的更新改造，灌溉现代化是与体制、制度

改革相结合，在技术上与管理上改进与提高灌溉系

统的过程; 其目标是改进对劳动力资源、水资源、

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利用，改进对农民的输配

水服务”。除了 工 程 设 施 的 改 变 之 外，这 种 转 变

还包括水权、输配水服务。因此，灌区的现代化

不仅是工程设施的现代化，更是管理理念的现代

化。

2019 年中央 1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提出: “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与现代

化建设”。灌区现代化建设作为“十四五”期间农村

水利水电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新时期水利建设方面

具有以下内涵［3］:

( 1) 健全的工程配套体系，主要体现在灌区水

源工程、输配水 工 程、配 套 建 筑 物 工 程 等 设 施 完

备;

( 2) 有力的防灾减灾能力，主要体现在灌区防

灾减灾设施完善、反应机制健全;

( 3) 先进适用的信息化设施，体现在灌区信息

化的监测、采集 和 决 策，以 及 完 善 的 用 水 计 量 设

施;

( 4) 先进高效的灌区管理体系，体现在通过加

强供水服务、完善工程管理模式，提高灌区治理能

力;

( 5) 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现在面源污染减少，

生态环境改善。

2 黄河流域下游灌区现代化改造评价指标

体系

2. 1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

根据灌区现代化的定义和内涵，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应遵循以下 4 个原则［4］。

2. 1. 1 科学性原则

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动 态 的、纲 领 性

的、综合性的、反映现代化水平的、与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指导性文件，应当具有科学

性。灌区现代化改造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表现在

指标应紧密联系灌区实际情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提出。

2. 1. 2 代表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紧扣改造目标，分清主次，选

取与灌区发展直接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评

价。

2. 1. 3 全面性原则

评价指标体系应覆盖到灌区发展的各个主要方

面，在保证全面性的同时，指标不 易 过 多、过 复

杂。

2. 1. 4 可操作性原则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灌区的现

代化工程建设、提高灌区的管理水平、方便灌区的

综合评价与分析，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

2. 2 评价区域的选取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气候条件、经济发展和

管理模式都不尽相同，因此，各地灌区现代化改造

指标不可能全国一盘棋，应因地制宜地选取。2020

年水利部组织编制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对灌区现代化改造指标体

系提出了区分全国性指标和灌区自定类指标的要

求，全国性指标是灌区普遍适用的一些通用性指

标，灌区自定类指标是灌区结合区域气候特征等制

定的突出灌区特点的专门性指标［5］。

各灌区虽然各有特点，然而同一区域的灌区一

般特征相近，可以通过分析区域特点，研究构建适

合这一区域灌区普遍特征的评价指标体系，所在区

域的灌区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指标进行选用，这

样可以减少每一个灌区在构建本灌区评价指标体系

的工作强度，优化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方案

编制的工作流程。

本文重点研究黄河流域下游灌区的评价指标体

系，该区域包括河南、山东两省。近年来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这一

区域的资源与环境处于透支状态，水资源相对短

缺，水土流失加重，空气污染加剧，对生态保护和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

灌区作为一个半人工的生态系统，是通过人工

调控手段而组成的一个具有很强的社会性质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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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系统，不仅用于农业灌溉，也对区域的生态环境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在水资源本就匮乏的黄河

流域，不少天然湖泊和人工水库就遍布于各个引黄

灌区之内，灌区的渠系工程起到了水系连通的作

用，部分沉沙系统形成了天然的湿地［6］。黄河流域

地表水径流量相对不足，遍布于黄河两岸的引黄灌

区不但发挥着提供农业用水的作用，还部分承担着

提供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和灌区内生态用水的

重任，可以说这一区域的灌区相比我国其他地区的

灌区，在经济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更加重要，所以做

好这一区域的灌区现代化工作，对于促进区域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构建好黄河流域下游现

代化灌区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又是这项工作

的关键部分。

图 1 黄河流域下游灌区现代化改造评价指标体系

2. 3 区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灌区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逐步完善的系统工

程，可以将其分解为一个递阶层次结构，即假定系

统可以划分为彼此不相接的若干层次，任何一个层

次中的元素只对另一个特定层次中的元素发生影

响，同时也只受另外一个层次的元素影响，递阶层

次结构中每一个层次内的元素之间都是相互独立

的［7］。

本文通过研究黄河流域下游现代化灌区所应具

备的节水、民生、智慧及生态等 4 大特征，采用系

统综合评价方法把评价总指标逐渐分解为各级子指

标，得到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各级子指标称为评

判指标，作为测度项目不同层次、各方面质量的标

准。并通过比较分析，将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水监管、综合生产能力、水节

约、管理改革 4 个类别 24 个指标( 见图 1 ) 。这些

指标在灌区具体使用时结合各地气候特点及灌区实

际情况再进行取舍。

3 运用区域评价指标体系提出韩墩灌区的

现代化改造指标

3. 1 灌区概况

韩墩灌区位于山东省北部、黄河下游左岸，地

处黄河三角洲腹地，是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城市工

业用水等的大型引黄灌区，呈南北狭长形状，纵贯

滨州市滨城区、沾化区，自引黄闸延伸到渤海湾。

主要有总干渠 1 条，长 29. 00 km; 干渠 4 条，长

108. 40 km; 支渠 58 条，长 191. 05 km。灌区范围

内国土面积为 82. 02 万亩，设计灌溉面积为 40. 00

万亩。灌区主要水源是黄河，设计引水流量为 60

m3 / s，加大流量为 72 m3 / s，年设计用水量为 1. 86

亿 m3。

3. 2 总体目标

立足韩墩灌区实际情况和发展中存在的短板，

以建设现代化节水生态型灌区和服务乡村振兴、实

现区域经济 － 社会 － 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永

续利用为目标，以“水沙调度科学化、灌区管理信

息化、工程控制智能化、灌区生态景观化”为具体

要求，统筹水监管、水生产、水节约、水工程、水

( 信息化) 平台、水环境、水管理等涉水要素，通

过相应的资源优化配置工程、输配水工程、田间灌

排工程、信息化工程、生态景观工程以及管理机制

体制建设，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工程运行通畅、

灌溉节水高效、决策科学智

慧、人 居 环 境 优 美、体 制

机制灵活”的总体目标。力

争通 过“十 四 五”期 间 的 运

行和提升，构建“引蓄自如

的 水 资 源 调 配 体 系、旱 能

灌涝能排的灌排 保 障 体 系、

人水 和 谐 的 水 系 生 态 安 全

保 障 体 系、先 进 高 效 的 水

利 信 息 化 体 系、科 学 完 备

的水管理保障体系”等为一

体 的 现 代 化 引 黄 灌 区， 使

韩墩灌区真正成为“节水灌

区、民生 灌 区、智 慧 灌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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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灌区”。

3. 3 阶段目标

根据总体目标和灌区现状，“十四五”期间通

过完成灌区骨干工程改造提升、信息化建设和管理

改革，恢复水源供水能力、补齐输水工程短板、提

升灌区供水监管手段，增加田间高效节水面积，建

立灌区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步匹配的水资源

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发

展要求、粮食主产区地位相适应的灌溉排水体系、

抗旱减灾体 系、水 资 源 保 护 体 系、信 息 化 管 理 体

系、有利 于 灌 区 良 性 发 展 的 制 度 体 系; 到“十 四

五”末期，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全面完成，

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全面实现，用水指标控制到

1. 46 亿 m3，灌溉保证率达到 100. 0%，耕地灌溉率

达到 90. 7%，节水灌溉面积达到 40. 00 万亩，灌溉

水利用系数达到 0. 53，使灌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和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表 1 韩墩灌区现代化改造指标体系

类 别 序 号 指 标 基期值 2025 年目标值 备 注

水监管

1 用水指标 /亿 m3 0. 923 8 0. 919 6 约束性

2 其中: 灌溉用水 /亿 m3 — —
3 亩均灌溉水量 /m3·亩 － 1 243 227

综合生
产能力

4 灌溉保证率 /% 50 75 约束性

5 高标准农田面积 /万亩 — —
6 耕地灌溉率 /% 80. 4 81. 5 约束性

7 新增恢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万亩 — 0. 41

水节约

8 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10. 28 30. 32 约束性

9 其中: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万亩 1. 54 30. 32
10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 51 0. 795 约束性

11 信息化覆盖率 /% 25 100
12 水生态监控系统覆盖率 /% — 100
13 水利设施自动化率 /% 0 100
14 斗口及以上计量率 /% 10 100
15 骨干工程完好率 /% 15 95

管理改革

16 大专以上管理人员比重 0. 49 0. 85
17 万亩灌溉面积专管人数 /人·万亩 － 1 4 2
18 水费实收率 /% 90 100
19 工作人员基本支出经费和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等“两费”落实率 /% 40 100

3. 4 主要指标

现代化改造会涉及众多目标，实施方案中需要

统筹兼顾多种目标，选择合理方案。应分清主要目

标和次要目标，根据主要目标建立分目标，构成目

标网，形成整个目标体系。

实现众多目标需要一套指标体系支撑。本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主要指标由 4 大类 19 个指

标组成。主要涉及指标: 灌溉保证率达到值; 节水

灌溉面积，高效 节 水 灌 溉 面 积; 水 利 工 程 防 洪 标

准，主要低洼易涝地区排涝标准; 供用水总量控制

值，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值，农业灌溉用

水斗口计量率达到值; 灌区内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节水防污等技术的推广率，实施面

积; 灌区信息化指数，万亩管理人员等。其中用水

指标、灌溉保证率、耕地灌溉率、节水灌溉面积、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 5 个指标为约束性指

标，其余 14 个指标为一般性指标。

根据总体目标与阶段目标，结合灌区的实际情

况和发展需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灌区自身建设

能力，提出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灌区现代

化改造指标体系。现代化改造指标体系及目标值如

表 1 所列。

4 结 语

( 1) 构建黄河流域下游的灌区现代化改造评价

指标体系对于这一区域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提

升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2) 通过先构建区域的指标体系，再结合单个

灌区特点增减指标构建某一灌区的指标体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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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灌区现代化改造规划编制的工作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

( 3) 通过对相关灌区评价指标结果的对比，可

以方便找出各个灌区存在的问题，从而便于对相关

问题的解决进行专项部署，提升灌区管理机构的现

代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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