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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优化我国农业用水权政策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效能,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已发布的

农业用水权政策,构建“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三维分析框架,利用内容分析法对遴选出的

85 份相关政策文本予以编码,进行单维统计分析和多维交互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用水权政

策在当前粮食安全的大格局下存在一定的优化空间,未来政策应适度调整社会主体参与比例,让更

多的主体为保障粮食安全贡献力量;扩大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更好地服务于粮食安

全战略;优化政策目标的体系结构,注重农业用水权政策目标的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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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 s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policies
 

in
 

ensuring
 

food
 

security,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 policy
 

subject-policy
 

tool-policy
 

objective”
 

was
 

constructed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policies
 

that
 

have
 

been
 

issued
 

in
 

China.
 

Using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85
 

selected
 

relevant
 

policy
 

texts
 

were
 

coded
 

and
 

then
 

subjected
 

to
 

one-dimensional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urrent
 

grand
 

pattern
 

of
 

food
 

security,
 

there
 

is
 

certain
 

room
 

for
 

optimization
 

in
 

China’ s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policies.
 

Future
 

policies
 

should
 

moderately
 

adjust
 

the
 

participation
 

proportion
 

of
 

social
 

subjects
 

to
 

encourage
 

more
 

entities
 

to
 

contribute
 

to
 

food
 

security.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use
 

of
 

demand-oriented
 

and
 

environment-oriented
 

policy
 

tools,
 

and
 

exp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high
 

coupling
 

of
 

policy
 

tools
 

and
 

their
 

subdivided
 

items
 

with
 

multiple
 

subjects
 

and
 

multiple
 

objectives,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food
 

security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policy
 

objectives,
 

pay
 

attention
 

to
 

the
 

synergy
 

of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policy
 

objectiv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water
 

security
 

for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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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国

计民生的稳定发展[1] 。 当前,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

水量的比例超过 60%,而 65%的粮食主产区深陷缺

水困境,水资源保障对粮食安全举足轻重[2] 。 农业

用水权制度系现代水权制度的关键所在,其构建与

完善对保障农业用水、国家粮食安全及农村经济发

展意义重大[3] 。
自 21 世纪初以来,我国农业用水权制度建设进

展显著,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 2005 年,水利部颁

布《水权制度建设框架》,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水权制

度体系,同年《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提出保障

农业用水要求,为农业及粮食安全提供制度保障;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推进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明确建立农业水权制度,
推动农业用水方式转变;2022 年,水利部、财政部等

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

见》,助力水权体制建设及取用水管理规范化。 这

些政策对改善农业水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确保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农业用水权是指农业用水主体使用水资源实施

农业灌溉用水的权利[4-5] 。 农业用水权政策是国家

或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为解决农业用水问题而采取的

重要措施。 学者们对农业用水权政策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用水权制度建设。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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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注特定流域、典型地区、典型灌区的农业用水权

制度的设计、制定与优化。 例如:沈茂英[6] 通过分

析四川农业水权的变化特征,识别农业水权制度所

面临的多维度困境并提出制度优化建议;陈鹤等[7]

针对永定河流域水权制度的现状及问题,提出流域

水权制度的构建思路、系统架构和方案设计。 二是

农业水资源政策演进分析。 例如姚鹏等[8-9] 通过分

析农业水资源管理、生态补偿等政策发展的演变历

程,揭示水权制度、水价革新、水权市场交易等体制

机制在政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特征。 三是对农业水

权领域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学者们选取

并组合政策工具、政策措施、政策效力、政策目标等

维度,对水权、农业节水、水安全、河长制等农业用水

权相关政策进行分析,提出政策优化路径。 例如:刘
子豪等[10]通过梳理水权制度相关政策,结合质性分

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探究政策驱动力、
政策状态、政策响应的结构特征;王晓燕等[11] 基于

农业节水政策,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评估不同政策工

具的实施效果;周海炜等[12] 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

三维分析框架对水安全政策进行量化分析;潘子纯

等[13-14]通过建立政策比较框架,对河长制政策文本

进行了内容特征分析和量化评价。

表 1　 农业用水权政策主体三大类型及具体类别

三大类型 具体类别

政府

市场

社会

中央、地方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各地财政局、各级流域管理机构等
行政单位

水权交易平台:发挥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功能的在线市场交易平台,用于管理和调配水资源的买卖、租赁、交易

企业:通过独资、合资、联营、租赁、捐赠等途径,参与到农业用水权改革中

农业用水户:农业用水管理的直接参与者,能够根据各自的用水需求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抉择

媒体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积极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创造良好的农业用水权改革舆论氛围

综上可知,粮食安全关乎国家稳定与人民福祉,
农业用水权政策在保障粮食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然而,目前与农业用水权政策文本分析及政

策优化相关的研究相对缺乏。 政策文本是政策存在

的物理载体,既能反映出政策执行者的行为意图,又
能客观展现政策过程[15] 。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

依然十分紧迫的现状下,如何基于合理的分析框架

与科学的量化方法来理清农业用水权的政策工具和

目标结构,推进农业用水权政策体系优化,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为此,本文基于农业用水权政

策文本特征,结合三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

法[16]对我国农业用水权相关政策文本进行单维统

计分析和多维交互分析,探求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的协同融合程度,提出我国农业

用水权政策的优化建议。

1　 农业用水权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公共政策的优化应向政策主体联动、政策工具

组合、政策目标适配的政策协同方向努力[17] 。 本文

鉴于农业用水权政策发文主体多元、涉及领域广且

现实意义重大,依据
 

“政策主体借助政策工具作用

于政策客体实现政策目标” 的逻辑,构建针对农业

用水权政策文本分析的“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 政策

目标”三维框架,并对农业用水权政策进行多维交

互分析,旨在提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粮食安全战略

的农业用水权政策优化建议。
1. 1　 政策主体维度

政策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
行、监督等环节的主体[18] 。 我国农业用水权政策包

括政府管制导向的取用水管理(划定地下水超采

区、禁采区和限采区范围等)、市场导向的用水权制

度建设(水权确权登记及交易制度、水价改革等)、
社会参与的农业用水监管监督(受益主体参与、社
会支持监督等)。 据此,将农业用水权政策主体分

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类型,如表 1 所示。
1. 2　 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是反映政策执行者政策理念与政治价

值的基本单元,是政策主体推行政策以实现政策目

标的重要手段[19] 。 根据政策类型、分类标准等[20] ,
可将政策工具分为不同类别。 借鉴 Rothwell 等[21]

的政策工具分类思想,结合我国农业用水权政策实

际情况,将农业用水权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

和需求型三大类型(共 18 个政策工具),对农业用

水权改革分别产生推动、拉动和支撑作用(图 1)。
1. 3　 政策目标维度

政策目标是指借助政策工具实现政策主体期望

达到的结果[22-23] 。 为了更客观地理解我国农业用

水权政策的目标,采用 ROSTCM6 软件对样本政策

进行高频词统计,生成词云图与语义关联网络图进

行政策主题词分析。 统计前,经过人工判读先去除

副词等无关词汇以及建设、管理、加强等动词词汇,
最终筛选获得排序前 60 的高频词汇,并据此绘制出

政策文本词云图及语义关联网络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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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政策工具与农业用水权改革的关系

图 2　 政策文本词云图及语义关联网络图

由图 2 可知,“农业” “水权” “交易”等最为突

出,这表明在用水权政策制定中,农业受重点关注,
水权是关键资源概念,水权交易是主要机制。 次高

频词如“节水” “水资源” “监管” 等,表明水资源作

为重要的自然资源,相关政策注重对农业水资源的

节约利用以及对用水权分配等方面的监管力度。 再

次高频词如“生态” “安全” “粮食” 等,显示出政策

重视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生态环境保护以保障粮食安

全。 由此可知,国家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优化农

业水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进而保障农业生产用水

安全。
进一步观察到两个与农业水资源管理密切相关

的集群。 第一个集群涵盖了“农业” “工程” “设施”
“节水”“灌溉”等高频词,第二个集群涉及“水权”
“改革”“交易”“水资源”“平台”等高频词。 这两个

集群凸显出政府强化农业水资源管理与优化配置态

度,揭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底层逻辑,即通过技术与

制度创新提升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和效果,体现出水

资源政策与粮食安全间的密切关联,以及政府为保

障粮食安全所作的努力和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上述分析,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内容,参考农

业用水权相关政策文件的工作目标,将农业用水权

政策目标细分为加快农业用水权制度体系建设、完
善农业用水权交易市场、强化农业用水权初始分配、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五大类型,探
讨其在相关政策中的分布情况以及与政策基本工具

的耦合情况。

2　 农业用水权政策文本获取与编码

2. 1　 数据收集与选取

政策文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
以及国务院、水利部等部门和各省市级政府的官方

网站。 以“水权” “用水权” “农业用水权” “水权交

易”“农业水价”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得 2003—
2023 年发布的 355 份与农业用水权相关的政策文

本。 对政策文本进行二次筛选,获取强相关性政策

文本 85 份,筛选标准如下:①政策文本为中央与地

方政府颁布的规范性文件;②政策文本内容与农业

用水权直接相关;③政策类型以法规、通知、办法、意
见等为主,不包括答复、批示等;④政策文本要现行

有效,失效政策文本不选;⑤若政策类型相同仅保留

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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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政策文本编码

采用内容分析法,利用 NVivo12 软件对筛选出

来的 85 份农业用水权政策文本,按照“政策编号 条

款编号”的编码规则进行编码。 首先,对农业用水

权政策的政策主体、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特征关键词

进行筛选、识别、归类;然后,对界定不明确的编码条

例进行讨论再重新分配,若一项条款对应多种政策

工具,则这类条款可按多次编码原则归入不同的政

策工具使用频次中;最后,制定出农业用水权政策文

本分析单元编码表(表 2),共包含 1 029 项政策文本

分析单元编码条例。

表 2　 农业用水权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

编号 文件名称 文本分析单元 编码 主体维度 工具维度 目标维度

1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
印发山东省水权交易
管理 办 法 实 施 细 则
(试行)的通知》

︙

85

《水利部关于内蒙古
宁夏黄河干流水权转
换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

明晰水权,推动初始水权认定,建立区域水权、取水
权、用水权基本明晰的水权初始认定,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探索初始水权有偿获得试点改革

1-1 政府
社会
激励

加快农业用水权
制度体系建设

平台运营单位应为水权交易提供交易必要的场所和
设施条件

1-2 政府
基础
设施

完善农业用水权
交易市场

︙ ︙ ︙ ︙ ︙
根据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2010 年该区域工业用水
量的需求将占总水量的 10%左右,未来工业和城市
用水的不断增加将主要通过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和
远期的南水北调来解决

85-1 政府
目标
规划

加快农业用水权
制度体系建设

按照国家新的治水方略,坚持科学发展观,以水权、
水市场理论为指导,以流域和区域水资源总体规划
为基础,以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
护、建设节水型社会为目标,以节约用水和调整用水
结构为手段

85-2 政府
目标
规划

加快农业用水权
制度体系建设

表 3　 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统计

类型 占比 / % 具体政策工具 使用频数 / 次 在该类政策工具中占比 / %

供给型 50. 83

需求型 26. 82

环境型 22. 35

基础设施 123 23. 52
平台搭建 107 20. 46
市场培育 92 17. 59
部门协作 81 15. 49
资金投入 68 13. 00
技术支持 52 9. 94
用水管控 79 28. 62
社会激励 73 26. 45
财政补贴 46 16. 67
政府采购 38 13. 77
政企合作 28 10. 14
合理补偿 12 4. 35
运营监管 69 30. 00
社会动员 48 20. 87
目标规划 37 16. 09
组织建设 33 14. 35
信息公开 23 10. 00
规范标准 20 8. 69

3　 三维分析框架下农业用水权政策分析

3. 1　 政策主体维度

统计发现,政府主体占比最高(62. 97%),作为

政策发文主体,政府主体涉及部门广泛,包括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农业农村部、财政厅、各级

人民政府等,在 20 份中央层面的政策文件中,有

10 份是由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占总数的 50%;市
场主体占比为 23. 42%,而社会主体占比最低,仅占

13. 61%。 这表明,我国农业用水权政策的政府主导

地位较为突出,而社会主体参与度相对较低。
3. 2　 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统计见表 3,其中使用频数

是指文本集中各政策工具被提及、运用或发挥作用

的次数。 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

50. 83%,其中基础设施使用频率最高,涉及节水、水
利及计量设施建设,可增强灌溉系统稳定性,降低农

业生产风险;平台搭建的使用频率次之,通过建立水

权交易平台及“节奖超罚”等机制,优化内部水资源

配置,提升农户的节水意识与技术应用,有利于支撑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 26. 82%,其中用水管控、

社会激励是其常用的落实手段,政府采购、政企合作

·15·



水利经济,2025,43(1) 　 E-mail:jj@ hhu. edu. cn　 http: / / jour. hhu. edu. cn / sljj / home　 电话:025 83786376　

则是其重要的调控方式。 用水管控是指通过精细化

管理农业水资源总量与可转让的农业用水权量,实
现对水资源的集约节约化管理,确保水资源的有效

利用,对维护粮食安全供应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社
会激励旨在通过建立考核奖励机制、鼓励用水户进

行用水权交易等手段,提高农业用水户的节水主动

性,以充分响应粮食安全保供战略。
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 22. 35%,使用频率最低。

其中,运营监管能够保障水资源分配公平并提高灌

溉用水效率,有助于在水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保障粮

食等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社会动员旨在借助多媒

介引导农业生产者养成节水观念与习惯,推动各项

政策落实到位。

表 4　 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交互分析统计

类型 具体政策工具
政府 市场 社会

使用频数 / 次 占比 / % 使用频数 / 次 占比 / % 使用频数 / 次 占比 / %

供给型

需求型

环境型

基础设施 100 15. 43 23 9. 54 0 0. 00
平台搭建 27 4. 17 80 33. 20 0 0. 00
市场培育 17 2. 62 64 26. 56 11 7. 86
部门协作 81 12. 50 0 0. 00 0 0. 00
资金投入 68 10. 49 0 0. 00 0 0. 00
技术支持 39 6. 02 13 5. 39 0 0. 00
用水管控 32 4. 94 25 10. 37 22 15. 71
社会激励 45 6. 94 0 0. 00 28 20. 00
财政补贴 46 7. 10 0 0. 00 0 0. 00
政府采购 25 3. 86 13 5. 39 0 0. 00
政企合作 13 2. 01 15 6. 22 0 0. 00
合理补偿 12 1. 85 0 0. 00 0 0. 00
运营监管 38 5. 86 0 0. 00 31 22. 14
社会动员 0 0. 00 0 0. 00 48 34. 29
目标规划 37 5. 71 0 0. 00 0 0. 00
组织建设 33 5. 09 0 0. 00 0 0. 00
信息公开 15 2. 31 8 3. 32 0 0. 00
规范标准 20 3. 09 0 0. 00 0 0. 00

3. 3　 政策目标维度

政策目标维度主要集中于加快农业用水权制度

体系建设和完善农业用水权交易市场,占比分别为

35. 08%和 32. 36%;强化农业用水权初始分配占比

19. 53%,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占

比之和不足 15%。
建议政策制定者将推进农业用水权制度体系建

设,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为政策

实施的首要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水权市场运行机

制、探索多元交易路径等方式,完善农业用水权交易

市场是政策实施的重点,有利于水资源优化配置,使
农业用水户能够依据市场与气候变化灵活调整用水

策略。 强化农业用水权初始分配也是政策推进的重

点举措,借助合理的配置机制确保农业用水权的公

平合理分配,为粮食生产提供水资源保障,能够有效

减少因用水不公而产生的农业生产波动。 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与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政策涉及较少。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提升公众与生

产者的节水意识对于农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至关重

要;而强化生态保护措施可为农业生产提供稳固的

生态支持,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安

全。 因此,应当确保政策覆盖的完备性并加强其受

重视程度。
3. 4　 多维交互分析

3. 4. 1　 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交互分析

政策主体 政策工具交互分析结果见表 4。 从

横向看:三类政策主体均运用市场培育和用水管控

政策工具,这表明推进农业用水权市场改革以及加

强农业用水权管控,有利于调动多元化水权主体参

与改革。 各主体通过相互合作,合理分配水资源,有
利于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 从纵向看:政府主体

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频数占比 51. 23%,这表明政

府更倾向于使用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政策工具,将资

金技术投入和强制约束相结合,使农业用水更加科

学高效。 市场主体使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频数最

高,占比 74. 69%,主要集中于平台搭建政策工具,
表明交易平台能有效发挥市场调控和资源配置功

能,为农业用水权改革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社会

主体最常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 56. 43%,需求

型政策工具次之,这表明媒体组织在舆论监管、宣传

报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广大农业生产者培

养高效灌溉的农业节约用水习惯,有利于保障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粮食生产的稳定性。
3. 4. 2　 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交互分析

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交互分析结果见表 5,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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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政策工具 政策目标交互分析统计

类型
具体政
策工具

加快农业用水权
制度体系建设

完善农业用水权
交易市场

强化农业用水权
初始分配

营造良好
舆论环境

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

响应
频次 / 次 占比 / % 响应

频次 / 次 占比 / % 响应
频次 / 次 占比 / % 响应

频次 / 次 占比 / % 响应
频次 / 次 占比 / %

供给型

需求型

环境型

基础设施 87 24. 10 0 0. 00 36 17. 91 0 0. 00 0 0. 00
平台搭建 0 0. 00 89 26. 73 18 8. 96 0 0. 00 0 0. 00
市场培育 23 6. 37 69 20. 72 0 0. 00 0 0. 00 0 0. 00
部门协作 81 22. 44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资金投入 43 11. 91 12 3. 60 8 3. 98 2 2. 94 3 4. 55
技术支持 0 0. 00 39 11. 71 13 6. 47 0 0. 00 0 0. 00
用水管控 0 0. 00 0 0. 00 79 39. 30 0 0. 00 0 0. 00
社会激励 14 3. 88 13 3. 90 24 11. 94 9 13. 24 13 19. 70
财政补贴 0 0. 00 22 6. 61 6 2. 99 0 0. 00 18 27. 27
政府采购 0 0. 00 38 11. 41 0 0. 00 0 0. 00 0 0. 00
政企合作 0 0. 00 28 8. 41 0 0. 00 0 0. 00 0 0. 00
合理补偿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12 18. 18
运营监管 27 7. 48 10 3. 00 8 3. 98 18 26. 47 6 9. 09
社会动员 0 0. 00 0 0. 00 0 0. 00 39 57. 35 9 13. 64
目标规划 15 4. 15 8 2. 40 9 4. 48 0 0. 00 5 7. 58
组织建设 33 9. 14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信息公开 18 4. 98 5 1. 50 0 0. 00 0 0. 00 0 0. 00
规范标准 20 5. 54 0 0. 00 0 0. 00 0 0. 00 0 0. 00

响应频次是指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各种政策工具

被调用、提及和运用的次数。 从横向看:资金投入、
社会激励、运营监管均响应到全部的政策目标,显示

出农业用水权改革通过资金投入及激励措施激发相

关利益主体积极参与,并强化监管措施确保改革的

顺利实施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政策目标。 从纵

向看:加快农业用水权制度体系建设目标的推进,大
多调用的是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 64. 82%,说明建

设完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支持、部门协作共进是实

现该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推进

完善农业用水权交易市场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占
比 62. 76%,其次是需求型政策工具,这说明农业用

水权交易市场多借助建立水权交易平台、加大市场

培育、融入社会资本等手段进行完善,为农业用水权

的流转创造空间;需求型政策工具积极响应强化农

业用水权初始分配目标的落实,占比为 54. 23%;营
造良好舆论环境主要依赖于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

用,占比 83. 82%;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多使用需求型

政策工具,占比 65. 15%。 总体上看,政策目标的实

现过程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发挥核心作用,使用频

繁,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较低,发挥作

用有限。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论

a.
 

政策执行主体初显协同性,但社会主体参与

比例较低。 政策执行主体涉及的部门数量较多且空

间分布广泛,各部门之间也进行多部门联合发文,政
府各部门间初显协同性。 在农业用水权政策实施过

程中,社会主体在政策制定、执行监督以及用水权交

易市场参与等诸多方面的活跃度不足,社会作用发

挥不明显,多元主体共治格局尚未形成。
b.

 

基本政策工具结构存在偏向性,工具细分条

目覆盖差异性显著。 农业用水权政策工具在运用中

更偏好供给型政策工具,而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

具使用失衡。 这反映出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用水权改

革进程,积极通过要素投入推动政策实施,但给予刺

激市场内部需求和营造有利政策环境的支持较少,
可能导致多元主体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此外,政
策覆盖范围不够广泛,三类政策工具的细分条目未

能被任一主体或目标均衡使用。
c.

 

政策目标结构不均衡,多重目标的协同共进

任重道远。 目前农业用水权政策的目标主要关注制

度体系和交易市场的建设完善,涉及营造良好舆论

环境、保护生态等内容较少,有较大提升空间。 此

外,对舆论环境的营造主要通过层级推动的形式向

社会公众宣传,宣传渠道少,公众参与方式单一;对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度已逐步提升,但还未发展到

让公众参与公共环境治理的阶段。
4. 2　 建议

a.
 

强化农业用水权政策主体的配合与协作。
政府需完善法规体制,构建政府主导且多主体联动

参与的高效协调机制,平衡好制度刚性与市场灵活

性,合理调整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自主调节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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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的主体占比。 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

农业用水户等社会公众主体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媒

体组织在节水灌溉、粮食种植等方面的宣传作用,引
导农业用水户实施科学种植和合理灌溉,从而推动

粮食产量提升。
b.

 

推动农业用水权政策工具的多样化与协调

运用。 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依赖于与其作用对象之

间的高度匹配。 政府应从政策组合的视角出发,调
整三类政策工具及其细分条目的结构比例,扭转当

前的失衡局面。 在需求型方面,政府应科学管控用

水量,合理定价并加大补贴,激励农户采用高效灌溉

方式;在供给型方面,可适当增加节水灌溉设施的投

资,推动农户掌握节水技术以提升粮食产量;在环境

型方面,需进一步提升监督管理与宣传培训效能,强
化农户节水认知,同时加大信息公开,引导公众积极

参与用水管理,形成共享、共管、共治的农业用水权

改革氛围。
c.

 

注重农业用水权政策目标的协同共进。 现

阶段,农业用水权政策的目标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

并优化其顶层设计,以确保其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紧密结合,并在农业用水权改革的各个阶段充分发

挥引领作用。 政府应更加重视营造积极的舆论环

境,并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优化政策目标的体系结

构,丰富农业用水权政策的目标内容,选取合适的政

策工具,深入探索并解决当前农业用水权改革中的

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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