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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用水现状及节水途径探讨

汤美娜,杨摇 凯,尚钊仪,吴摇 蒙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上海摇 200241)

摘要:介绍了上海市农业用水现状,以金山、青浦区为例,梳理了上海市典型试点地区在农业节水方

面采取的节水措施以及所取得的节水成效,并针对上海市农业节水在计量设施、定额管理、水价调

节及灌溉方式方面的不足提出对策建议:推进计量设施建设,加强精细化管理;修编用水定额,落实定

额管理;实行农业阶梯水价,强化提补激励机制;发展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加大节水宣传教育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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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water utilization status in Shanghai and discussion of
its water鄄saving countermeasures

TANG Meina, YANG Kai, SHANG Zhaoyi, WU Meng
(College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Status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umption in Shanghai City are introduced. Taking Jinshan, Qingpu as
examples, the water鄄saving measures taken in the agricultural water鄄saving in typical pilot areas of Shanghai city
and the effects achieved are combe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gricultural water saving in
Shanghai are put forward in the aspects of measurement facilities, quota management, water price adjustment and
irrigation mode,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measure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fine
management; revision of water quota, implementation of quota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gressive pricing scheme for water use, strengthening complement incentive mechanism;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water鄄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creasing water conservatio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effort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water utilization; water鄄saving countermeasures; measurement management; water
consumption quota; progressive pricing scheme for water use; Shanghai City

摇 摇 上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太湖流域下游,东
向东海,北依长江,南濒杭州湾,西接江浙两省,滨江

临海的优越地势加上丰富的过境水资源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本地水资源的紧缺,但受上游来水水质及本

地水环境影响,上海市被列为全国 36 个水质型缺水

城市之一。 农业用水由于具有公益性,在水资源管

理以及节约用水方面往往被忽略,因而水资源利用

方面的问题愈加突出,用水浪费与水质型缺水现状

并存,富含氮磷的农田径流进一步加剧面源污染。
开展上海市农业用水现状及节水途径的探讨,对缓

解上海市水资源矛盾,改善水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并可为南方水质型缺水地区的农业节水工作

提供借鉴。

1摇 上海市农业水资源利用现状

1. 1摇 农田灌溉效率偏低,用水量大

上海市地处平原河网地区,以灌溉农业为主。
据上海市水资源公报,2012 年上海市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为 0郾 718,距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2015 年阶段性目标的 0郾 734 仍有差距。 2000—
2012 年,上海市农田灌溉单位面积(本文以 1 hm2 为

单位面积)平均用水量总体上表现为波动上升至趋

·111·



于平缓,再到稳中有降,自 2005 年起,上海市农田灌

溉单位面积平均用水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

农田灌溉单位面积平均用水量总体下降的趋势相

悖。 其中,2000—2005 年,上海市农田灌溉单位面

积平均用水量受降雨影响,波动明显,两者大致呈负

相关。 2002 年 5 月,上海市降水量创历史新高,但
当年单位面积平均用水量达到最低值。 近年来,随
着节水灌溉工程的建设,上海市农田灌溉单位面积

平均用水量小幅减少,2012 年约为 7 560 m3,仍比全

国平均水平(6 225 m3)高出 20% 以上,农田灌溉效

率有待提高(图 1)。

注:数据来源于 2000—2012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上海市水资

源公报》。

图 1摇 农田灌溉单位面积平均用水量

1. 2摇 农业用水占比高,水资源配置效益低

随着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以农业为主的第一

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而农业用水占比长期处于

较高水平,两者呈现倒挂。 2012 年,上海市农业用

水量占全市用水总量的 32% (不考虑火电工业用水

量),而第一产业产值仅占全市生产总值 0郾 63%,水
资源配置效益低(图 2);2012 年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

量约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的 22 倍,且降幅远小

于后者,2010—2012 年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年均减

少率约为 4%,而同期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年均减

少率将近 18%,两者之间的用水效益差异明显。
在目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机制下,

低效益的农业用水导致全市用水总量、万元 GDP 用

水量增加,制约了有限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益的提高。
随着市场配置机制的逐渐完善,产业间用水效益的

差异将推动有限的水资源从低效益用水领域向高效

益用水领域转移,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用

水具有优先保障权,这将导致农业与其他产业争水

的矛盾逐渐显现[1],水资源利用形势日趋严峻。

2摇 试点地区的农业节水

金山区、青浦区地处上海市郊区,农作物播种面

积分别占全区总面积的 82% 、58% ,是上海市典型

的农业用水大户,分别于 2010 年、2008 年被确定为

注:数据来源于 2000—2012 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市水资源

公报》。

图 2摇 农业用水比重及第一产业产值比重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在农业节水建设方面具

有一定的示范性。
2. 1摇 主要农业节水措施

农业节水措施分为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

施。 在工程性措施方面,金山、青浦区逐步将全自动

节水灌溉系统、雨水收集系统等先进节水技术应用

于现代农业园区花卉等经济作物种植基地,并开展

以渠道防渗、田间节水灌溉为重点的农田水利设施

建设工作。 非工程性措施主要包括相关规划的编

制、取水许可证的颁发、用水定额的测算以及农业园

区创新管理模式的引进。 金山区“镇区合一冶的管

理模式,使得农业园区从乡镇划出,直接受园区管理

委员(简称管委会)会领导,减少了中间管理成本。
青浦区实行管委会加公司开发的管理模式,下辖绿

色科技园区有限公司、农业园区生态农场等,由公司

提供资金保障与技术支撑,增加了园区的融资渠道

和运作的自主性。 此外,金山区适时将农业灌溉收

费标准由原先的每年 750 元 / hm2 上调为每年

900 元 / hm2,以维持灌区的正常运作(表 1)。
2. 2摇 农业节水成效分析

通过以上措施,试点区在农业节水相关指标方

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据上海市水资源公报,
2007 年上海市年平均降水量 1162郾 9 mm,而 2011 年

仅为 882郾 5 mm,是典型的枯水年。 2011 年,青浦区

农业用水量、农田灌溉单位面积用水量较 2007 年不

增反降。 同样地,尽管 2012 年平均降雨量较 2009
年少,金山区农业用水量及农田灌溉单位面积用水

量却均有所减少。 试点区的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均

提高至 0郾 7 以上,位于上海市领先水平(表 2)。
农业节水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及社

会效益。 2011 年,青浦区农业用水量较 2007 年减少

0郾 28 亿 m3,按照电动机实测每小时耗电量12 kW·h,
实测流量0郾 24m3 / s,农用泵电价0郾 3元 / (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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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金山区、青浦区农业节水措施

地区 工程性措施 非工程性措施

金山
新翻建泵站 112 座、地下渠道 101 km、喷滴灌 433 hm2,改善节水灌溉面积 3 240
hm2 “镇区合一冶管理模式,灌溉收费标准上调

青浦
建设高效良田、设施菜地,发展水泥明沟、地下渠道 268 km,喷滴灌 413 hm2,改
善节水灌溉面积 2 413 hm2 管委会加公司开发管理模式

两区相同
措施

建设现代农业园区花卉基地的全自动节水灌溉系统、雨水收集系统
编制规划大纲,发放取水许可证,测算灌溉
定额

摇 摇 注:资料来源于《上海市青浦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自评估报告》《金山节水型社会建设中期评估报告》。

表 2摇 金山、青浦农业节水成果指标情况

地区

农业用水量 单位面积用水量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

2009 年 /
亿 m3

2012 年 /
亿 m3

年均变
化率 / %

2009 年 /
m3

2012 年 /
m3

年均变
化率 / % 2009 年 2012 年

年均变
化率 / %

2009 年 /
m3

2012 年 /
m3

年均变
化率 / %

金山 1郾 83 1郾 77 -1郾 1 7 545 6 780 -3郾 5 0郾 7 0郾 728 1郾 3 1 710 1 264 -9郾 6

地区

农业用水量 单位面积用水量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万元农业增加值用水量

2007 年 /
亿 m3

2011 年 /
亿 m3

年均变
化率 / %

2007 年 /
m3

2011 年 /
m3

年均变
化率 / % 2007 年 2011 年

年均变
化率 / %

2007 年 /
m3

2011 年 /
m3

年均变
化率 / %

青浦 1郾 57 1郾 29 -4郾 8 7 950 6 705 -4郾 2 0郾 6 0郾 71 4郾 3 1 997 1 309 -10郾 0

摇 摇 资料来源:《上海市青浦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自评估报告》《金山节水型社会建设中期评估报告》。

估算,节约电费约 (0郾 28 伊 108 伊 12 伊 0郾 3) / (0郾 24 伊
3 600) = 11郾 67 万元, 经济效益明显; 节水即减

污[2鄄3],节水灌溉能有效减少随农田径流排入河道或

下渗至土壤中的氮磷元素,减轻农业面源污染[4]。
根据节水型社会建设评估报告,金山水功能区达标

率分别由 2009 年的 60%提高到 2012 年的 63郾 6% ,
青浦则由 2007 年的 55%提高到 2011 年的 61郾 5% 。

3摇 农业节水的主要途径

3. 1摇 推进计量设施建设,加强精细化管理

目前,上海市通过农业取水许可证的核(换)发
工作,实现了农业取水合法化,但在实际的灌区管理

中,由于缺乏有效的计量设施,且相关的管理办法对

农业计量设施运行管理和后期维护未做具体规定,
使得取水监管难以落实,因而亟须制定农业取水计

量管理办法,对计量设施的选型安装及运行维护做

出具体规定。 如在现代农业园区优先推行智能计量

设备(IC 卡)及现代化水监测系统;在高标准渠系中

选择运行成本较高的电磁流量计;在不易安装计量

设施的中小型提水灌区,暂时采用以测流为基础的

电量法进行水量估计[5],计量设施的运行状况纳入

灌区运行管理考核体系中。 在加强设施建设的基础

上,逐步推进农业用水的精细化计量管理,加大对基

础数据核算、统计、上报工作的软硬件投入,由专业

人员负责农业水资源数据库的建立和维护,为定额

管理、规范标准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及技术支撑。
3. 2摇 完善用水定额,落实定额控制

2001 年上海市发布的 《上海市用水定额 (试

行)》中,农业用水定额已经难以适应最严格水资源

制度下的用水现状:淤定额标准偏大,对过度用水行

为起不到约束作用,如水稻单位面积用水定额为

10 050 m3,高于 2000—2012 年各年份的农田灌溉单

位面积用水量(小于 8 000 m3);于定额值为固定的

静态指标,未考虑降雨、土壤质地、灌溉方式、回归水

的利用等因素对水量的影响,难以反映实际的用水

差异;盂定额标准缺少前瞻性,难以指导用水计划的

编制。 近年来,上海市将各区(县)多年平均单位面

积用水量作为取水许可量,这种通过事后分析制定

的定额标准缺少前瞻性,难以指导用水计划的编

制[6]。 因此,亟须开展农业用水定额的修编工作,
按照基于现状、适度超前的原则,制定各作物在不同

条件下的定额标准并向社会公布,使农户“节水有

数冶,管理者“配水有据冶。 同时,以用水定额作为

“节奖超罚冶的考核标准,出台配套的考核政策,通
过取水监管,有效落实定额管理对农业用水量的源

头控制。
3. 3摇 实行农业阶梯水价,强化提补激励机制

科学的水价政策有助于长效自主节水机制的形

成。 我国将完善水利工程供水水价形成机制,开展

农业水价改革[7],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但

上海农业水价改革相对滞后,《上海市水资源费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全市暂缓征收农业取水水资

源费;部分区(县)征收的灌溉费不包括水资源费、
固定资产折旧费等费用,且主要用于机埠电费支出

及人员工资、维修养护等管理成本,水价形成机制的

不完善导致水价偏低,难以补偿供水生产成本;2013
年金山亭林镇上调灌溉收费标准,但按面积大小收

费的计费方式本质上仍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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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所缴费用与用水量脱钩,节水的激励作用不足

(图 3)。

图 3摇 国家、上海农业水价发展概况

一步到位的全成本水价势必提高农业生产成

本,有悖于当前税费改革、农民减负的大趋势,兼顾

公平及效率原则的水价改革就成为关键[8鄄9]。 根据

2014 年《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要求实行定额内用水低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

农业水价改革意见,结合上海市典型灌区灌溉费用

实地调研情况,可推广农业阶梯水价,大型水利工程

仍由政府投资建设;定额内水量定价机制充分考虑

农户承受能力,优先补偿目前灌溉费用中的机埠动

力成本,根据电量核算用水量,实现按方收费的一级

阶梯水价,与用水量直接关系较弱的人员工资、维修

养护等管理成本,则通过财政补贴进行转移支付;超
定额水量实行累进制水价,二级阶梯水价按照补偿

供水生产成本原则核定,由用水户承担超额水量供

水成本,三级阶梯水价考虑将部分利润纳入水价体

系。 同时强化相应的提补机制,将水费加上一定的

政府补贴后一部分补偿给节水农户,形成“节水越

多,水价越低冶的有效激励,其余部分用于奖励节水

灌区管理者,协调节水与灌区收益的矛盾[10]。 随着

水价改革的不断深入,将环境成本纳入水价结构中,
并向过度或任意排水行为征收罚金,强化约束机制。
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可以通过浮动

性水价来协调供需矛盾[11]。

3. 4摇 发展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加大节水宣传教育

力度

摇 摇 上海市致力于建设以浦东新区孙桥现代农业园

区为引领的生态节水型农业园区建设,在现代园区

优先发展无土栽培技术、自动化喷滴灌系统、温室表

面雨水集蓄利用系统等先进灌溉节水技术,用于高

品质经济作物灌溉,而主要用水大户———水稻,仍以

传统的地面灌溉为主,工程建设以渠道防渗改造为

主,形式单一。 可在试点区发展以“浅、湿、晒冶为特

征的非充分灌溉技术、干湿交替技术等[12鄄13],减少

田间的水分损失,合理控制泡田时间,降低育秧过程

的水分投入,从而提高水分生产率[14]。 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结合 3S 技术的智能化自动灌溉控制系

统、田间土壤墒情监测等先进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2010 年上海培育的粳型杂交节水抗旱稻“旱
优 8 号冶,在实现增产的同时有效节水 50%以上。

先进的农业节水技术和农田灌溉技术对管理人

员以及农户的综合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亟须通过专业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 要严

格考核用电量、排水量、水量漏损等管水情况,以保

障农业节水政策的有效落实;并加大农业节水宣传

教育力度,普及节水知识,使农户在提高节水意识的

同时掌握基本的节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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