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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 的农民灌溉水价心理承受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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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把握农民灌溉水价的承受能力，制定合理的灌溉水价，借鉴国内外条件价值评估法理

论与研究方法，调查分析了研究区域内农民灌溉水价心理承受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

区域内农民家庭主要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与灌溉水价心理承受能力有显著相关性，农民认为合理

的灌溉水价为 #%= B &"$ 元 C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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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水资源短缺，农业灌溉大水漫灌的浪

费问题，通过水价改革来促进节约用水和实现水资

源优化配置是未来水资源管理的必然选择［>!!］。农

民用水户是农业水价的承受主体，其对灌溉水价的

承受能力是水价改革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

般认为，农民对水价的承受能力由经济承受能力和

心理承受能力共同决定［F］，其中经济承受能力是心

理承受能力的基础。但农民对灌溉水价的心理承受

能力对灌溉用水行为、水价改革顺利进行具有重要

的影响，若灌溉水价超出了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即

使在其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会影响到农民缴

纳水费的积极性，因此农民灌溉水价的承受能力直

接取决于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

目前对农民灌溉水价的承受能力的定义和测算

尚无统一标准，国内侧重于从理论上探讨制定水价

的原则和方法，对心理承受能力研究较少。近年来

有学者根据水费占农民收入与支出、投入与产出比

例的变化分析农民对水价的心理承受能力［F］，还有

学者提出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85/G9/8 ’0)-085(/
A98D(H以下简称 @’A）研究农业水价承载力［?!#］。

已有的研究表明，@’A 能较好地反映农民对供水服

务的支付意愿（75))5/G/966 8( I0J 以下简称 7KI），表

现为 农 民 灌 溉 水 价 的 心 理 承 受 能 力。本 文 采 用

@’A 对五岸灌区农民灌溉水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支

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作初步分析。

! @’A 概述

!"! @’A 的提出及其应用

@’A 是一种典型的陈述偏好法，它通过调查、

问卷、投标等方式咨询人们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支付

意愿或忍受环境损失的受偿意愿来推导出环境物品

或服务的经济价值。自 L0M56［"］于 >&"F 年提出并应

用于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以来，

@’A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发展较快。其研究方法已

从早期开放式问卷格式、支付卡问卷格式，发展至目

前的封闭式格式。同时，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从

开始的对环境物品或服务的娱乐价值的研究，到目

前广泛的应用于评估环境改善的效益和环境破坏的

经济损失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A 已成为

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并且是应用

最为广泛的关于非市场物品和服务价值评估的方

法［=］。

!"# @’A 问卷设计原则

问卷设计是 @’A 评估非市场物品和服务价值

的关键，直接影响价值评估的精确度。>&&F 年美国

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EE）就 @’A 问卷设计及调查

提出了以下原则［%］："问卷应经过预调查；#问卷应

包括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信息变量；$采用面访调

查形式，而不是邮寄问卷或电话调查形式；%向被调

查者提供计划项目或政策的详细相关信息；&要求

被调查者在回答表决问题之后，表明回答“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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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具体原因；!采用支付意愿（!"#）而不是受

偿意愿（!"$）作为价值测度尺度。

! 农民灌溉水价承受能力的 %&’ 调查

!"# 调研区域概况

五岸灌区是全国大型灌区之一，位于江苏省盐

城市射阳县，总面积 ()* 万 +,-，控制灌溉面积 -)-
万 +,-，灌区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 /(-)0 ,,［1］。十支

渠是其一条分支渠，位于灌区东分干渠西侧，支渠长

( 2,，现 有 耕 地 面 积 *33)4 +,-，控 制 灌 溉 面 积

33/ +,-，其中水田面积约 (3( +,-，目前灌溉成本水

价为 /)/53 元 6 ,(。-//5 年，在国家对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支持下，十支渠被列入 0 期工程实

施计 划。经 测 算，工 程 规 划 实 施 后，成 本 水 价 为

/)/3- 元 6 ,(［./］。

!"! %&’ 问卷设计

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根据 78$$ 原则，并结合研

究区域的实际情况设计本次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内

容包括："向被调查者简要介绍十支渠工程改造和

用水环境及其管理方案；#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情

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主要劳动力人数、家

庭收支情况、家庭种植业收支情况；$被调查者对目

前十支渠供水服务的看法，包括被调查者责任田的

地理位置、水田供水方式、收水费时间、计费方式等；

%被调查者对缴纳机械提水费的支付意愿（意愿调

查的核心估值问题）。

采用支付卡方式向被调查者进行提问。具体步

骤为：首先询问被调查者回答是否愿意支付，如果不

愿意，则需要说明简单理由，如果愿意，则从中选出

自己的支付意愿金额。

问卷的核心问题如下（若选择“是”，则回答下面

问题）：

（.）您所能承受的机械提水费的最高价格为

元 6 334,-（请从以下的数额中选择，在所选中

数额前的“!”中打“"”）；

（-）您认为目前合理的机械提水费为 元 6
334,-（请从以下的数额中选择，在所选中数额前的

“!”中打“#”）。

表 . 机械提水费意愿调查

!-/ !-- !-0 !-3 !-* !(/ !(- !(0 !(3 !(*

!0/ !0- !00 !03 !0* !5/ !5- !50 !53 !5*

!3/ !35 !4/ !45 !*/ !*5 !1/ !15 !.//

!"$ 调查过程

调研组于 -//0 年 * 月和 -//5 年 ( 月到五岸灌

区进行预调查，正式调查时间是 -//3 年 4 月 .4 日

至 4 月 -0 日，样本点基本覆盖整个调研区域，采取

直接入户调查的形式，随机选取调查对象，并在正式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行了培训。

$ 调查结果分析

$"# 基本信息统计

调研区域以研究区域控制灌溉范围为界，选定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调研对象以户主为主。结合调

查群体的年龄、学历、就业情况等个人特征进行随机

抽样，样本 (5( 份（调研区域家庭总户数为 . /5(
户），占总样本的 (()5-9。去除一些有明显错误的

问卷（如前后矛盾、胡乱回答、信息严重残缺等），回

收有效问卷 (05 份，占调查问卷的 14)4(9。在有效

样本中，有 -/5 人表示愿意接受支渠统一供水并缴

纳水费，但 * 人拒绝对最高支付意愿进行投票，因此

本次调查对“您认为目前合理的机械提水费”进行投

票的问卷共 -/5 份，占有效问卷的 51)0-9；对“您所

能承受的机械提水费的最高价格”进行投标的问卷

共 .14 份，占有效问卷的 54)./9。

$"! 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支付卡问卷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计算可采用列

联表和卡方独立性统计检验的方法完成［..&.-］。

将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统计信息按照其性别、

年龄、主要劳动力人数、学历、家庭种植业收入等因

子进行分组。性别分组情况："男性；#女性。年龄

分组情况："-/ : 0/ 岁；# 0/ : 5/ 岁；$ 5/ : 3/；%
3/ : 4. 岁。主要劳动力分组情况；" / : . 个；# -
个；$ ( : 5 个。学历分组情况：" 没上过学；#小

学；$初中；%高中或高中以上。家庭种植业收入分

组情况："/ : ( /// 元；#( /// : 5 /// 元；$5 /// :
*/// 元；%*/// : -5/// 元。人均纯收入分组情况：

"/ : -/// 元；#-/// : 0 /// 元；$0 /// : 4 /// 元；

%大于 4/// 元。家庭耕地面积（以 334 ,- 为单位）

分组情况："小于 (；#( : 5；$5 : .0。灌溉用水条

件分组情况："非支渠；#支渠。最大支付意愿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见表 -。

分析表明除性别、年龄、学历、家庭种植业收入、

人均纯收入、灌溉用水条件对农民灌溉水价的支付

意愿影响不显著外，其余因素如家庭主要劳动力人

数、耕地面积均显著影响农民灌溉水价的支付意愿。

家庭主要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与农民灌溉水价的

支付意愿均不呈单调变化。总体表现为主要劳动力

人数多的家庭比主要劳动力人数少的家庭对灌溉水

价的支付意愿高，耕地面积大的家庭比耕地面积小

的家庭对灌溉水价的支付意愿高。这可能是因为对

于家庭主要劳动力人数越多，耕地面积越大的农户，

其投入种植业的边际成本越高，表现为更关注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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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供水服务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增产增收效果。

表 ! 调查样本的各因素与最大支付意愿的相关性

分组 样本数 卡方 自由度 概率

性别
男性
女性

"!
#!$ %&’(% ! ’&’$

年龄

#
!
%
)

)*
*+
$(
!)

!&(+* * ’&’$

主要劳动力
#
!
%

#$
#$(
!)

%!&’!+ ) ’&’#

学历

#
!
%
)

$’
$+
**
!!

%&)%’ * ’&’$

家庭种
植业收入

#
!
%
)

)!
$+
$(
%(

*&($) * ’&’$

人均纯收入

#
!
%
)

)"
$(
$$
%"

$&*+) * ’&’$

家庭耕地
面积

#
!
%

*!
"*
$+

"!&**( ) ’&’#

灌溉用水
条件

支渠
非支渠

+)
#’% )&!%" ! ’&’$

注：合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与其分析过程和结果相似，因此本文

仅分析最大支付意愿影响因素。

!"! 支付意愿计算

支付卡方法能根据被调查者能够接受的最大支

付意愿的期望值和认为合理的支付意愿期望值来确

定支付意愿的变化范围。根据数学期望公式，计算

出被调查者最大支付意愿、合理支付意愿期望值为

!（,-./01）" !
#+

# " #
$#%# " $(" 元 & 2/! （#）

!（,-.34560789）" !
#*

# " #
$#%# " +*’ 元 & 2/! （!）

式中：# 为投标点的个数；$# 为各投标点的支付意愿

数额；%# 为各投标点人数的分布频率；,-./01为支

付意 愿 的 上 限；,-.34560789 为 支 付 意 愿 下 限；!
（,-./01）为支付意愿上限的期望值；!（,-.34560789）

为支付意愿下限的期望值。

因此，可以认为研究区域内农民对灌溉水价的

平均支付意愿为 $(" : +*’ 元 ; 2/!。

# 结论与建议

采用 <=> 方法，初步估算了调研区域内农民灌

溉水价的心理承受能力。结果表明：家庭主要劳动

力人数和耕地面积对农民灌溉水价的支付意愿有显

著 影 响，农 民 认 为 合 理 的 灌 溉 水 价 为 $(" :
+*’ 元 ; 2/!。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对目前我国水价改革

提出如下几点建议：!改革灌区水费按单位面积均

摊的方式，逐步实行按量收费、分时段水价、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在调整和制定水价时，应在充分考

虑农民灌溉水价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

基础上，逐步实现成本水价；#灌区应提高供水服务

水平，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保障，从而提高其灌溉水

价的心理承受能力；$将农民用水户作为主体参与

到水价改革中，建立用水户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管

理机制；%对于灌溉水价承受能力偏低的农民，政府

在逐步实行成本水价的同时根据其实际情况，给予

适当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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