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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发生了什么？

 正在发生着什么？

 我们能做些什么？

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前后农村的变化

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农村水利现代化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孪生



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

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由新华社授

权发布，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文件提出，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018）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村容整洁

（2006）

2020-2035-2050：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WHAT 灌区

地理学意义上的灌区

工程学意义上的灌区

社会学意义上的灌区

灌区有明确的边界

有一套完整的灌排工程体系

人：所有者、管理者、使用者
体制、机制、制度

宁夏引黄灌区

灌区的概念



灌区续建配套改造的巨大成效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

土地结构的变化

种植结构的变化

农村资本的变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公司（外来资本）

 部分人口向乡村的转移——逆城镇化、两栖一族

 资金、资本的流入

 土地流转——集中（伴随着权属的新问题）

 文化、知识、观念的输入

乡村振兴战略-单向流动 -双向流动





近几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结

构，由此所带来的农户的非均质性，削弱了农村集体行动（合作形

式）的合力，需要从理论上、制度设计上克服这一问题

农户的非均质性



灌区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

灌区水土资源保护

灌排工程与装备

灌区良性运行与管理

灌区的任务



灌区是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了解农村及土地政策

研究农业，农民及其需求

灌区的任务

灌区现代化

水土资源

互联网+

智慧灌区

生态环境

生态灌区

管理

…

灌区的管理对象已经和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



农民的能力建设-国家层面的战略

（1）提高自主管理意识和能力

（2）提高文化技术素质

提高识字水平
培训：民主意识，责任感
事例了解与学习
练习与实践

用国家补偿的形式加快实施农民培训



WSR（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是中国著名系统科学专家顾基发教授d

等于1994年提出的用于解决复杂问题、复杂现象的分析工具

该方法论可以使研究过程条理化、层次化，其核心是在处理复杂问题

时，要考虑对象的物的方面(物理：W)、事的方面(事理：S)、人的方面

(人理：R)各自的特性和规律

物、事、人三方面相协调，达到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的境界

二、WSR系统工程方法论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

 知物理、明事理、通人理。

物理 事理 人理

道理
物质世界、法规、规

则理论
管理和做事的理论

人、纪律、规范的理
论

对象 客观物质世界 组织、系统
人、群体、人间关系、

智慧

焦点 是什么？功能分析 怎样做？逻辑分析
应当怎样做？人文分

析

原则 忠实、正确、客观 协调、效益、公平 全面、灵活、和谐

所需知识 自然科学、管理科学
经济学、管理科学、

系统科学
人文知识、行为科学

二、WSR系统工程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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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R方法论基本概念WSR方法论基本概念

WSR方法论主要逻辑步骤



 农民土地权利弱化

 农业经营主体与方式改变

 农业产业化与集约化，用水行

为、结构、模式、矛盾发生转

变

土 地 大 幅 流 转

 从“户多地散”的小农到“户少集中”的规模化经营

 用水户间相互间用水矛盾内部消弭

 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受教育程度、
政策接受度、参与响应度相对较高

基于调研成果，引入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
方法论、社会生态系统框架(SESs) 诊断性分析，
提供构建终端用水管理模式成果支撑

用水效率提高、内耗降低、竞争行为减少

为终端用水管理提供了良性机遇

18

用水管理的新形势



协
调
与
沟
通

 主要利益相关者：
政府、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农户

 其他利益相关者

人理（协调主体）

事理
（研究方法）

物理
（核心与基

础）

终端用水长效运行机理基于物理（W）的
用水管理框架 基于事理（S）的

用水运行机制

基于人理
（R）的用水
管理模式

平衡记
分卡+层
次分析
法评价
绩效

TOPSIS
分析影
响发展
的限制
因素

社会生
态系统
诊断提
出组织
运行长
效机制

相关法
律法规
及未来
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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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理的WSR三维分析



绩效关联密切

绩效关联不大

绩效关联中等1 1 1中等易改进 无关排序 密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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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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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角度

来看，影响灌区组织发展的

最重要的三项指标为：是否

培训种植灌溉技术（R)、水

费收取率(R)、工程完好率

(W)。

最不重要的因素分别为：

组建是否按照水系划分(S)、

农户参与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事务管理程度(R)和组织是

否定期召开例会(R)；均集

中在客户服务于内部管理维

度。

这些指标的甄别，有助于

后面用水户组织的管理。

20

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绩效影响因素



0 2 4 6 8 10 12 14 16

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

土地是否有流转

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

土地流转意愿

年平均纯收入（万元）

灌溉面积（亩）

水稻平均产量（斤/亩）

水稻平均价格（元/斤）

小麦平均产量（斤/亩）

小麦平均价格（元/斤）

平均提水费（元）

是否自愿参加组织

灌水量是否足够

水利工程产权归属

基于散户角度用水组织影响因素

洪金灌区 高邮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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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

土地是否有流转

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

土地流转意愿

平均年纯收入（万元）

流转合同期限（年）

经营主体

雇佣费用（万元/年）

灌溉面积

水稻平均产量（斤/亩）

水稻平均价格（元/斤）

小麦平均产量（元/亩）

小麦平均价格（元/斤）

平均提水费（元/亩）

土地流转费用（元/亩）

是否自愿参加组织

灌水量是否足够

水利工程产权归属

基于大户角度用水组织影响因素

洪金灌区 高邮灌区图2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限制性因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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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指标

次要指标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绩效影响因素-大户散户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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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灌区的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得到解决

2 数字孪生又带来管理的哪些新问题

3 灌区管理体制与机制如何与数字孪生融合共生

三、数字灌区？数字孪生？



灌区地理信息

灌区工程状况与调度

灌区社会经济

界限、影响区、水文气象、地形地貌

位置、工况、调度、运行

体制机制、人、态度，收支、补贴

灌区的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得到解决

物理仿真

社会仿真

3S、5G

BIM、IOT

MMFI

灌区仿真
经济、
社会、
生态

智慧双向耦合



数字孪生可能带来管理的哪些新问题

适用性

试点、后评
价

规模、地区、

运维成本收益

应用前景

友好、引
导、实时

推广、程度、

关键因子

提升优化

第三方、
人员、PPP

平台、运维、

升级、培训

对策

投资？成本回收？运维成本？谁来管理？规模效应？



灌区管理体制与机制如何与数字孪生融合共生

多部门、多门类合作，信息共享、平台服务多样

知识库、模型库、专家库，AI、AR深度融合，操作扁平化

结构完善、硬件升级、软件无缝耦合、投资多元

01

02

03



概念的整理

利用者 利用者

水管理形态

水利用形态横向关系

纵向关系

统制
自治
契约
信托

管理者

共同
協同
独自
独立

一元

多层

水管理形态与水利用形态理论

信托型管理-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密集型设备的运行管理与调度



契约

共同

协同

独自

独立

水利用形态

（横向关系）

信托

自治

统制＋自治

契约＋自治

信托＋自治

自治＋自治

契约＋契约

…

统制

水管理形态

（纵向关系）

多层的水管理一元的水管理

水管理形态与水利用形态



统制型水管理

政府机关及特定的第三者持有对水的管理
责任与绝对的权力，用水者不参与管理的水管
理形态。

自治型水管理

用水者同时作为管理者对水的分配调整、
设施的维持管理、纷争的解决调停等进行独立
完善的自主管理的水管理形态。

水管理形态



契约型水管理

对水的管理持有责任与权限的管理者与
用水者之间通过明确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定，
按定价供水、市场运作的水管理形态。

信托型水管理

这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用水者的集合体
将数字孪生系统委托给专门技术集团，并使之
按照用水的目的与工程运行要求进行管理的
水管理形态。

水管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