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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农业水价改革的必要性及策略

魏晓春
卢龙县引青灌区事务中心�河北�秦皇岛�066400

摘�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日益紧缺以及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农业水价制度已难以适应现代农

业生产的需求。灌区农业水价改革的必要性愈发凸显，它不仅关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更是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和保障农民利益的关键举措。本文深入分析了灌区农业水价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建立动态水价调节机制、加

强水费收取和管理、明确水权归属等多项策略，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参考，推动灌区农业水价改革

走向深入。

关键词：农业水价改革；问题；有效策略

引言：灌区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区域，对保障粮食安

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然而，传统农业水价

制度因价格不合理、机制僵化等问题，导致水资源浪费和

管理低效，严重阻碍了灌区的健康发展。因此，推进灌区

农业水价改革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本文深入剖析改革必

要性，并提出相应策略，旨在为我国农业水价改革提供

有益参考，促进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1��灌区农业水价改革的必要性

灌区农业水价改革是应对水资源短缺的迫切需求。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水资源日益变得稀缺。

传统的低价水政策导致了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加

剧了水资源的短缺问题。通过水价改革，可以引导农民

合理使用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从而有效应对水资源

短缺的挑战。其次，水价改革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措施。合理的农业水价能够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

供水成本，激励农民采取节水措施，减少浪费。同时，

水价改革还能够促进农业水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推

动农业水资源管理向现代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不仅

有助于提升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能够促进生

态环境的改善，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灌区农

业水价改革是维护农民利益和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1]。长

期以来，农民承担着较低的农业水价，但这并不意味着

农民不需要为水资源的使用支付合理的费用。通过水价改

革，可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水价体系，确保农民在用水过

程中得到公平的待遇。同时，水价改革还能够促进农民收

入的稳定增长，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

2��灌区农业水价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1  水费收取和管理的难题
由于农民长期习惯于无偿或低价使用水资源，他们

对水资源的价值认识往往不足。这导致他们对水费的支

付缺乏足够的重视，认为水费不是必要的支出，从而拖

欠水费的现象普遍存在。其次，水费收取和管理机制的

不完善也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很多地区，水

费收取的流程不透明，农民不清楚水费的去向和用途，

这增加了他们的不信任感。同时，缺乏有效的水费催缴

机制和水费监管制度，导致供水单位难以有效追回拖欠

的水费，也难以保证水费的合理使用。水费收取困难和

水费拖欠现象不仅影响了供水单位的正常运营，导致他

们无法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设备的维护和更新，从而影

响了供水质量和供水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这也制约了

水价改革的推进。如果水费无法足额收取，那么供水单

位就无法通过水价改革来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水成

本，也就无法激励农民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

2.2  计量设施不完善
计量设施的不完善是灌区农业水价改革中的一个核

心问题，对水资源管理和水费收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首先，计量设施的缺失或落后使得水量的准确计量变

得非常困难。在许多灌区，尤其是末级渠系，由于缺乏

先进的量、测水设施，很难对农民的实际用水量进行精

确统计。这导致供水单位无法根据实际用水量来制定合

理的水费标准，也无法对农民的用水行为进行有效的监

管。其次，由于计量设施的不完善，很多地区仍然采用

按耕地面积（亩）计收水费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操作

简单，但无法真实反映农民的用水情况。因为不同作物

的用水量、灌溉方式、土壤条件等因素都会影响实际用

水量，而按耕地面积计收水费则忽略了这些差异，导致

水费收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最后，计量设施的不完善

还制约了水价改革的推进。如果无法准确计量用水量，

那么就无法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水价体系，也就无法通

过水价改革来引导农民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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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资源浪费严重
水资源浪费严重是灌区农业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特别是在一些老旧灌区，由于渠道老化、损坏严重，导

致水损大，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极低。这不仅增加了农

民的水费负担，也严重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首先，渠

道的老化和损坏是导致水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由于长

时间的使用和缺乏维护，许多渠道的衬砌材料老化、脱

落，渠道底部和边坡出现裂缝和塌陷，导致水流不畅，

渗漏严重。这不仅降低了输水效率，还增加了水损，使

得大量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白白流失[2]。其次，水资源的

浪费也增加了农民的水费负担。由于水损大，供水单位

为了保证灌溉需求，不得不增加供水量，这导致水费的

增加。而这些增加的水费最终会分摊到每个农户身上，

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

来说，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最后，水资源的严重

浪费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大量的水资源在输

送过程中流失，不仅减少了可用于灌溉的水量，还可能

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同时，水资源的浪费也加剧了水资

源的短缺问题，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

2.4  水权不明确
水权不明确是当前农业水价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

它严重制约了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农业水价改革的推

进。首先，水权不明确导致水权交易难以开展。在很多

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或管理上的疏忽，水权归属混乱，

难以确定谁拥有水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这

使得水权交易变得异常复杂和困难，阻碍了水资源的市

场化配置。其次，水权不明确也影响了农业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由于缺乏明确的水权制度，农民在用水过程中

往往缺乏长期规划和节约意识，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和过

度使用。这不仅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问题，也损害了农

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水权不明确还制约了农业

水价改革的推进。水价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市场机制来优

化水资源的配置，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如果

水权不明确，市场机制就难以发挥作用，水价改革也就

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3��灌区农业水价改革的有效策略

3.1  明确水权归属
在推进农业水价改革的道路上，明确水权归属无疑

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水权，作为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核

心，其不明确归属直接导致了水资源配置的混乱和低

效，严重制约了水价改革的深入进行。首先，明确水权

归属是保障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只有明确了谁拥有

水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益权，才能确保水资源得

到科学、合理的利用，避免过度开发和浪费。这不仅有

利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也是维护生态环境稳定的

重要一环。其次，明确水权归属为水权交易提供了法律

保障。水权交易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水资源配置的

重要手段，其开展的前提就是要有明确的水权制度。只

有明确了水权的归属，才能确保水权交易的公平、公正

和合法，进而促进水资源的有效流动和配置。最后，加

强水权管理的监管和相关执行力度是确保水权制度落到

实处的关键。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监管体系和相关执行机

制，才能确保水权制度得到严格执行，避免水权归属的

混乱和滥用。

3.2  建立动态水价调节机制
传统的水价机制往往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固定，但水

资源却受到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

动态性。因此，建立动态水价调节机制成为应对这一挑

战的关键。首先，动态水价机制能够更好地反映水资源

的实际价值。在水资源充足的年份，采用标准水价可以

确保供水的稳定性和公平性；而在干旱年份，通过实施

定额管理和梯级累进制水价，能够更有效地调节上游的

无序用水，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3]。其次，

动态水价机制有助于激励用户节约用水。通过在水资源

紧张时期提高水价，可以提醒用户珍惜水资源，减少浪

费。这种价格杠杆的作用，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节

约用水的良好氛围。最后，动态水价机制还有助于提高

供水单位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根据水资源状况

灵活调整水价，可以激励供水单位更加高效地管理和利

用水资源，提高供水服务的可靠性和满意度。

3.3  加强水费收取和管理
水费收取和管理的完善是农业水价改革的重要环

节，也是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首先，完善水

费收取机制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确保水费能够足额、及

时收取，这不仅关系到供水单位的运营和发展，更是对

水资源价值的体现和尊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可以采用先进的计费技术，确保计量的准确性；同时，

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户对水费缴纳的意识和重视程

度。其次，建立水费使用监督机制是关键。我们需要确

保水费使用的透明度和合理性，避免水费被挪用或滥

用。这要求我们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对水费

使用的审计和监督；同时，鼓励公众参与，建立公开透

明的监督机制，让水费的使用情况受到社会各界的监督

和评价。此外，探索建立水费补贴机制也是必要的。对

于低收入农户或节水成效显著的农户，我们可以给予一

定的水费补贴，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激励他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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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参与节水行动。这不仅可以体现社会公平和正

义，也有助于推动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3.4  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
在农业水价改革的征程中，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技术和设备不仅能够有效提

高农业用水的利用效率，降低农民的用水成本，更是推

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先，节水技术

和设备的推广对于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具有显著作用。传

统的灌溉方式往往存在水资源浪费的问题，而现代的节

水灌溉技术如滴灌、喷灌等，则能够更精准地将水分输

送到作物根部，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同时，高效节水设

备如节水型水泵、智能灌溉系统等，也能够帮助农民在

降低能耗的同时，实现更高效的灌溉。其次，推广节水

技术和设备有助于降低农民的用水成本。随着水价的逐

步调整，农民的用水成本也在不断增加。通过采用节水

技术和设备，农民可以在保证作物生长需求的同时，减

少水资源的消耗，从而降低用水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此外，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也是推广节水技术和设

备的重要一环。通过培训和教育，可以帮助农民了解节

水技术和设备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和维护技巧，提高

他们的节水意识和技能。

3.5  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在推进农业水价改革的进程中，加强水资源保护和

生态环境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关系到水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更直接关系到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

展。首先，加强水资源管理是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

基础。我们需要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严格的

水资源监管，确保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同时，通

过推广节水技术，提高农业用水的利用效率，降低水资

源的消耗。其次，实施生态补水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

措施。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将生态补水与农业灌

溉相结合，既可以满足作物的生长需求，又可以改善生

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的平衡[4]。此外，我们还需要注

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在推进水价改革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过度开发和污染。同

时，积极采取生态修复措施，如植树造林、湿地保护

等，促进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3.6  加快灌区更新改造步伐
对于已经进入严重衰退期的灌区，我们必须认识到

其更新改造的紧迫性。这些老化的灌区，其设施陈旧、

设备老化，不仅影响灌溉效率，还可能导致水资源的浪

费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加大对这些灌区的投入力度，

加快更新改造步伐，是推进水价改革的重要前提。其

次，修复老化设施是更新改造的第一步。通过对老旧设

施的维修和更新，可以确保灌区的正常运行，提高灌溉

效率，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同时，这也是对农民利益的

保障，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灌溉服务。此外，完善

配套设施也是更新改造的重要内容。除了修复老化设施

外，我们还需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增加新的灌

溉设施和设备，提高灌区的整体功能。这不仅可以提高

灌溉效率，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最后，提高

运行效率是更新改造的目标。通过优化管理、引入新技

术等手段，可以提高灌区的运行效率，确保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有效配置。这不仅可以为水价改革的顺利推进

提供有力保障，还可以促进灌区的可持续发展。

结语：综上所述，灌区农业水价改革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影响。通过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

设、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等

策略，可以有效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提

高农业用水效率，保障农民利益。同时，这也有助于推

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未来，我们应继续

深化灌区农业水价改革，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为实

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绿色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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