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农业“水龙头”发挥更大效应

我国是农业大国，也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农业是用水大户，占我国用水总

量的 60%以上，合理的水价机制是促进农业节水、提高农业用水管理水平的重要

手段。2014年 7 月份，水利部选择河南、宁夏、江西等 7 省份实施水权试点以

来，经过多年实践，农业水价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目前，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

作进展如何？改革工作中还有哪些难点？下一步又该如何持续推进？针对这些

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地区和专家。



水价改革成效显现

在山东省高青县花沟镇高标准农田里，一根根细长的滴灌带将水肥精准输送到玉

米禾苗根系，农田一片生机勃勃。站在地头树荫下乘凉的农民郑保义感慨地说，

以前总觉得河沟里的水是天上落下来的天然资源，需要浇地时扒个口子漫灌，不

用白不用。如今通过微喷水肥一体化，可以定时定量定向精准浇水，浇水周期也

缩短了 2/3，节水至少一半以上，亩均增产达 100 公斤左右。

“受传统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影响，农民以前从未将水当作商品，用水过量、水

源浪费造成农业生产耗水量居高不下。”高青县水务局农水科李兆勇介绍说，按

照当前节水优先的新时代治水方针，全县明确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路线图，逐

步培养农民良好的节水习惯，为农业精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农业水价改革，不仅倒逼农民用水方式的转变，也减轻了农民的隐性负担。

陕西省礼泉县阡东镇力士村村民张应旗坦言，原先村里灌溉用水是每立方米两角

五分，但杂七杂八的费都摊到水费里，实际上一立方米水接近四角。水价调整后，



粮食作物的水价上调到每立方米 0.277 元，经济作物为每立方米 0.306 元，再没

有别的附加收费。

农业水价改革的成效有目共睹。

2014 年 7 月份，水利部选择河南、宁夏、江西等 7 省份实行水权试点以来，经

过多年实践，探索了不同类型的确权方式，形成了流域间、流域上下游、区域间、

行业间和用水户间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水权交易模式。通过政府与市场“两手发

力”，建立长效机制，不仅激发了节水的内生动力，变“要我节水”为“我要节

水”，也促进了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取得了减水与减排双重功效。

据初步测算，华北、东北等地区 2016 年至 2017 年农业灌溉累计减少地下水开

采量超过 10 亿立方米。

例如，河北衡水市 2016 年地下水位平均回升 3米。南方丰水区通过改革，降低

了农药、化肥带来的面源污染，两年来累计削减氨氮排放 2万多吨，削减 COD（化

学需氧量）排放 7万多吨。比如，浙江德清县通过对改革区域前后观测对比，每

亩地减少 COD 排放 681 克。

“两难”困境有所缓解

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显示，我国多年平均缺水量为 536 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约 300
亿立方米，工程性、资源性、水质性、管理性缺水并存。特别是北方地区缺水严重，农业用

水面临的挑战更大。尽管农业用水量占全社会用水总量的比例在下降，但农业仍是第一用水

大户。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水价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简单提价农民难以接受，但不提价

现有财政投入难以支撑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更重要的是，由于农业用水管理制度和农

田水利工程管护机制不完善，造成农业用水管理粗放，用水效率不高。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42，这意味着每使用 1 立方米水资源，有 0.542 立方米

被农作物吸收利用，与发达国家 0.7 以上的利用系数还有差距。

“合理的水价机制是促进农业节水、提高农业用水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水利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为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两难”问题，2016 年 1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部署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各地以高效节水灌溉、大中

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大型灌排泵站更新改造及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为重点，大力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科学

有序地完善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工程设施条件不断改善。其中，山东有 13 个县的井灌区实

现灌溉用水计量到井。

此外，各地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求，着力加强改革的制度建设。在水权制度建设

方面，各省按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总水权已基本明确，按照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的要求，积极推进农业水权的分解细化工作；在水价形成机制方面，各地以成本监审和水价

核算为重点，打牢水价形成机制基础。当前，全国已有 400 多个县和灌区开展了成本监审和

水价核算。

如今，改革区通过项目实施，工程的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田水利设施配套率提高了

70%以上，初步解决了田间工程管护缺位问题，管护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

改革仍须持续推进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促进农业节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必然要求，既是现实之需，更是长远发展之要。截至 2017 年底，全国

改革实施面积累计达到 5200 万亩以上，改革实施范围稳步扩大，节水成效初显，但是仍然

存在各地改革进展不平衡，“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要求尚未全面落实等问题。一些地区改

革认识不到位，改革台账尚未建立，实施计划不够细化实化，改革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了

改革进程。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姜文来表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农民、政府、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等多方利益，面临的问题复杂多变，需要有“啃硬骨头”的决心和毅力。如今，改革的方向和

政策设计已经明确，关键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积极推动落实。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和农业农村部 4 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根据各地 2018 年度改革实施计划，今年计划新增改革实施

面积 7900 万亩以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从点上突破到面上展开，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有序

推进。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相关部委和各地区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要求，保持改

革定力和韧性，补短板、强基础、建机制，坚持久久为功，扎实推进改革取得更大成效。一

方面，要进一步明确部门责任分工，细化实化改革目标任务，特别是要把大中型灌区作为

推进改革的突破口，重点抓好水管单位和农民用水协会两个环节的能力建设，科学核定灌区

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同时，西北、华北等水资源紧缺地区、地下水超采

区、生态脆弱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要重点突破，提前或率先完成改革任务。

另一方面，要鼓励各地从本地实际条件出发，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地推进改革。

要进一步完善考核指标体系，使绩效评价体系既符合中央改革精神，又体现各地的差异性，

以更好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正处于点上突破、面上布局的关键阶段，各



地要切实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农业节水工作的“牛鼻子”来抓，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

相结合，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住关键、统筹兼顾，有序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