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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管理手段创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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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使用效率、雨水利用和管理、水资源污染治理、公共参与等多个角度,综
述了国内外水资源管理手段创新的研究进展,简要分析了各种创新手段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和前景,
认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演化朝着更顺应自然,更注重生态系统的原生态保护,更注重市场、经济手

段的应用,更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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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s innovation
SHEN Xingxing, MA Zhongyu, ZENG Xianga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e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progress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s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as reviewed
from the aspects of water resource allocation, water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rainwater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water resources pollution control, public participation, etc. Meanwhil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of different innovative solutions in China was simply analyzed.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thought that the
evol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hould be developed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more natural,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caring more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market,
economic means,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both justice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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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水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

利用,对水资源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水资源

管理手段亟须在现有基础上改革创新,实现水资源

的可持续、适应性管理。
传统水资源供给管理通过不断扩张性开发水资

源来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日益增

长的需求,结果造成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导致

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这种供给管理模式,从长远

看,不仅难以做到对水资源的公平分配,更谈不上对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1], 而且还可能破坏

水资源的自然循环过程及其再生能力,并诱发和产

生自然水循环与社会水循环两种过程之间的不协调

问题[2],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人们逐渐认识到,可
通过调控各种用水者的用水需求,实行水资源需求

管理,实现保护水资源、更好地管理和利用水资源的

目的。 水资源需求管理是指在水资源供给不足的刚

性约束条件下, 遵循以供定需的原则, 综合运用行

政、经济等多种管理手段规范人类在水资源开发利用

中的行为, 抑制水资源需求的过快增长, 实现对有限

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3]。
我国水资源管理的整体趋势是逐步向国际靠

拢,由传统的供给型管理转向需求型管理,由工程管

理转向资源管理,由单项工程技术手段转向综合管

理手段[4]。 经济激励、公共参与、宣传教育和信息

战略都是当今水需求管理的有力工具,这些工具相

比工程措施都更利于环境友好,同时在平衡水供求

关系方面更加经济有效[5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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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水资源配置手段创新

1. 1摇 基于生态需水、气候变化等因素的配置手段

创新

摇 摇 近年来,随着世界上很多河流生态系统的恶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河流生态系统自身需水量

研究。 学术界将河流生态系统自身的需水量称作生

态流、环境流。 生态流、环境流是很多发达国家水资

源配置时首先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我国一

些学者也开始从事生态需水量的研究。 赵勇等[8]

认为水资源配置经历了从初步探索、系统分析与模

拟、追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到注重社会

公平与市场调节这 4 个阶段, 并提出水资源配置应

注意管理手段和工程措施并重, 协调经济社会与生

态环境的关系。 冯夏清等[9] 提出了基于水循环模

拟的流域湿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概念,将湿地作为

优先级仅次于生活用水的优先用水单元,初步构建

了基于水循环模拟的流域湿地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

框架。 Xia 等[10]开发了一种新的评估手段和水系统

模型,预测满足不同自然水质目标下的生态需水量,
或者满足河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河流生态系

统需水量。 还有一些学者从统筹生态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角度提出水资源合理配置手段,如粟晓玲等[11]

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生态价值评估的基础

上,初步建立了内陆河流域基于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统一度量的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 Santosh 等[12]

开发了一个考虑了气候变化的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

模型,该模型适用于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优化满足

不同用水者包括河流自身生态用水需求的水量

分配。
1. 2摇 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创新

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合理分配水资源,
是目前国际社会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水事

冲突中十分重视的政策和战略举措,以美国加州地

下水水权交易市场、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水权市场、智
利的水市场等最具有代表性。 水市场最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引入澳大利亚,水权和水分配交易在公共

和私人部门都得到广泛应用。 Wheeler 等[13] 研究发

现南莫雷大凌河流域的一个州大约 86% 的灌溉者

在 2010—2011 年至少进行过一次水市场交易,水市

场交易战略已经是灌溉者们在农田管理中普遍采用

的一个工具。 Wheeler 等[13]还强调要考虑气候变化

的影响与水资源短缺的耦合作用。
党卫红等[14]通过介绍智利、墨西哥、美国的水

权交易案例,提出可交易水权制度是提高水资源的

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 张仁田[15] 尝试

采用博弈论对水资源初始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

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水交易加水资源费是解决

冲突的最佳方法。 王金霞等[16] 通过分析智利、墨西

哥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水权交

易方面的实践,得出一些对我国建立合理的水权制

度、适时开展水权交易的有益政策启示。 单以红

等[17]认为水银行是调剂用水余缺、节约水交易成本

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个有效工具,提出建

立我国水银行制度的建议,讨论了水银行与水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规避运作风险及化解交易外

部性等 3 个问题。 王亚华[18] 通过水权交易案例分

析了水权交易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指出水权市场

在我国还面临着很多制约性因素,我国的水资源分

配体系短期内还不可能建立在水权和水市场基础之

上。 王瑞萍等[19]则认为政府不必一定要用税收、补
贴等方法来消除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
而只需界定并保护产权,建立减少交易成本的环境,
那么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可实现。 励效杰[20] 基于

水权的可分性特点把水权分为所有权、经营权和使

用权,提出了基于水权的水管理制度分析模型,并利

用基于市场机制的水经营权管理的委托-代理模

型,对基于市场机制的水经营权管理中的道德风险

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陈艳俊[21] 建议在坚持水

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条件下,将水资源的经营权、使
用权等,通过承包、租赁等多种渠道推向社会,达到

提高水资源经济价值和使用效率的目的。
另外,有学者从用水配额的角度探讨工业用水

的定额管理,如,张士锋等[22]以北京为例,提出工业

用水定额可以分为主定额和辅助定额,认为实现用

水定额管理的核心,是把所制定的用水定额转换成

一个可以操作执行的行业和企业的用水指标。
笔者认为我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水资源管

理政策倾向于行政命令手段,形成了单一的水资源

政府供给体制,用水户参与权利小,造成供给效率低

下。 而当前我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

转型期,应该在水资源配置中尝试运用市场机制和

经济手段,如开展水权交易。 但正如上文中有的学

者提到的,笔者也认为当前我国的水资源分配体系

还不可能完全建立在水权和水市场的基础之上,因
为还面临很多制度上、体制上的制约因素,如缺少法

律上对水权的界定和缺少对所有权、经营权、使用

权、收益权进行分割的具体规定,缺少交易市场规

则,而且公众意识也有待提高。
1. 3摇 虚拟水贸易手段创新

虚拟水这一新概念,是指生产商品和服务过程

中消费的所有水资源[23]。 虚拟水是产品中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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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它以虚拟的形式体现出来。 由于距离的限制,实
体水贸易通常运输成本高昂,实际运作十分困难,因
此虚拟水战略日益引起了缺水地区管理层的重视,
并开始在水资源战略管理中应用[24]。 Hoekstra
等[25]总结了改善用水效率的 3 个层面及各自的管

理手段:第 1 个层面是使用者层面,这个层面的主要

管理手段是价格和技术,实现“区域水利用效率冶的
改善;第 2 个层面是流域层面,这一层面主要是采用

高效的水量分配方法,合理分配不同用途的水量,实
现“水量分配效率冶的改善;第 3 个层面,那就是全

球的水利用效率。 贫水国家可以进口高耗水产品

(水密集产品),出口低耗水产品和服务,即通过进

口虚拟水,缓解国内水资源压力;而水量充沛的国家

可以考虑出口虚拟水,这就形成了国际上的“虚拟

水流冶。
对于水资源紧缺的地区来说,虚拟水贸易提供

了一种替代供应方式,并且不会产生恶劣的环境后

果,能较好地减轻局地水资源紧缺的压力。 粮食作

为人类的生活必需品携带有大量的虚拟水,是当前

世界贸易中数量最大的商品,所以,有关虚拟水研究

主要 围 绕 人 口、 粮 食、 贸 易 之 间 的 关 系 展 开。
Chapagain 等[26] 评估了 1997—2001 年全球范围棉

花消费的“水足迹冶,结果表明,1997—2001 年全球

范围的棉花产品消费需要每年 256 Gm3的水,其中

42%蓝水,39%绿水,19%污染的灰水;大约 84% 欧

盟境内的水足迹来自欧洲以外地区(主要是印度和

乌兹别克斯坦)。 龙爱华等[27]简要介绍了当前国际

虚拟水研究进展和虚拟水计算方法,并根据我国西

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资料的可获得性,计算了 2000
年新疆、青海、甘肃、陕西 4 省(自治区) 居民消费的

虚拟水数量和人均虚拟水消费量,认为虚拟水战略

非常适合作为西北水资源紧缺地区的一项现实战略

措施。 然而,采用虚拟水战略,尽管可以从宏观角度

平衡水的赤字,但也会引起粮食安全(如粮食进口

出现问题) 等涉及国家或地区稳定的一些问题[28]。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水资源相对缺乏且南北

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的国情下,尤其在北方一些极度

缺水地区,可以考虑采取虚拟水贸易手段,尽量减少

高耗水作物的种植,在不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

下选择进口该类高耗水作物粮食,但这需要进一步

研究了解我国各类农产品特别是高耗水产品虚拟水

的贸易顺差、逆差现状。

2摇 改善用水效率的手段创新

2. 1摇 改善农业灌溉用水效率

农业是用水大户,据统计,全球农业用水在整个

水资源消费中的比重大约 70% ,周国逸等[29] 通过

研究发现,农业用水在我国各大区域中都占了很大

比例,西南诸河和内陆河两区域的农业用水比例大

于 84郾 5% ; 松辽河、海河、黄河、淮河等流域的农业

用水比例介于 69郾 3% ~78郾 7%之间; 长江与珠江流

域及东南诸河区域农业用水比例介于 59郾 0% ~
64郾 6%之间。 关于农业节水,大部分学者都建议通

过喷洒、喷灌和滴灌等方式来节约农田用水。 国外

一些学者利用流域尺度有关灌溉数据,采用最佳管

理实践开发了农田节水模型[30]。 张红丽[31] 在对节

水生态农业模式示范区进行深入调查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了构建节水生态农业系统的理论体系。 王

金霞[32]实证分析了诱导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制度

创新的因素及影响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效率和产出

水量的相关因素,探讨如何运用更有效的制度和政

策工具来提高灌溉系统的运行效率、水资源的利用

率,结果表明,不同产权制度对地下水灌溉系统技术

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非集体产权制度比集体产权

制度可以显著提高灌溉系统的技术效率。
2. 2摇 水价手段

水价政策是提高用水效率的一个常用的经济激

励手段, Dawadi 等[33] 调查了美国拉斯维加斯半干

旱地区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双重影响,
使用 16 个全球气候预测模型模拟人口增长和气候

变化对科罗拉多河水需求和水供应的影响。 研究发

现,如果不实施更进一步的需求管理政策,基于人口

增长的预测,该地区在不远的将来将无法满足水需

求。 然而,通过水资源保护和水价政策的结合,未来

可以维持水量供应。
我国学者针对水价的确定原则、制定方法、管理

机制等开展了很多研究。 汪恕诚[34] 从理论上将水

价分为 3 个组成部分, 即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

境水价。 沈大军[4] 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水资源费征

收的理论依据,同时建立了以成本费为基础的水资

源费计算方法和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水资源费计算

方法,分别从成本补偿和供需平衡两方面建立了水

资源费标准的计算方法。 截至 2004 年 6 月,我国有

河北、山西、辽宁等 14 个省(自治区)的 50 多个城

市实施了阶梯式水价[18]。 Xia 等[35] 建议通过市场

经济的管理手段合理确定水价并实施阶梯水价,通
过使用市场工具进行经济规制,利用必要的激励机

制进行合理补偿,提升用水者生产和生活过程的节

水意识。 世界银行政策分析与建议项目“中国:解
决水资源短缺———从分析到行动冶 政策研究报告

(2007 年)指出,中国应积极推行基于边际机会成本

(MOC)的水价改革:商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其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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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保证回收所有的边际机会成本;居民用水,第一

阶梯水价的用水量应设定为每人 40L / d 为宜,超过

该用水量的第二阶梯水价则应逐渐涨到边际机会

成本。
王瑞萍等[19]通过对水价和水权理论的研究,提

出应建立非营利为主,并适当辅以补贴型和营利型

水价模式的多元化、多层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水

价体系。 吴娟等[36] 提出两部制水价是符合黑河中

游水价现状的合理水价,并将两部制水价运用到黑

河中游水价的制定中。 张仁田[15] 根据不同的水价

制定方法,分析了水资源再分配中水价对效率和公

平性的影响,发现不同的水价制定方法对水资源再

分配的公平性基本没有影响,而对水资源的使用效

率有显著影响。 黄涛珍[37] 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在水

价管理中的先进经验,提出了我国水价应加强柔性

管理,变政府直接定价为政府宏观控制与社会监督

相结合。 唐增等[38] 通过分析发现不同水价制定方

式在成本补偿、社会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上的结果不

同,在不考虑政府调节和执行成本的情况下,最终的

水价等于用水者从水资源利用中获得的边际效益。
笔者认为水价管理应该区分工商业用水、居民

生活用水。 水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属

性,但在我国的国情下,由于水资源量有限,使用者

增加,而出现了拥挤效应,因而将水资源界定为准公

共产品更为确切。 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对满足人

类基本生活需求的这部分水资源,可作为基本必需

的公共产品,由公共部门保障供给,对社会公众只是

收取适当的供给和管理成本费用,而不应该借此盈

利。 与居民生活用水不同,工商业用水是为了实现

盈利的需求,因此必须承担供水过程的全部成本,过
低的水价只会纵容工商业用水的浪费低效,造成社

会集体福利的损失,将对社会产生很大的负外部性。
但目前国内尚缺乏分别针对居民生活用水和工商业

用水的水价制定体系研究。

3摇 雨水利用和管理手段创新

很多国家很重视雨水管理,将雨水管理作为缓

解城市水资源危机、维护水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战

略和措施。 可持续、近自然和多功能,已成为城市雨

水管理的根本目标,强调预防优先、源头控制以及工

程和非工程管理实践的结合, 并通过法规、行政、经
济等措施来保障实施[39]。 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通过

专门的立法并采取相应激励措施来促进雨水的

使用。
过量的暴雨冲刷对陆地和水生生态系统都带来

负面影响,很多发达国家都很重视暴雨管理。 为了

应对范围和频率都日渐增多的暴雨事件,美国很多

地方政府都在寻找一些经济有效的战略来管理暴雨

冲刷带来的风险。 美国国会于 1987 年通过了《联邦

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简称暴雨出水限度和排放

许可证制度(Storm NPDES Permit)),对暴雨排放进

行管理[40]。 Parikh 等[41] 在分析联邦清洁水法和州

层面与暴雨相关的水法规的基础上,提出暴雨使用

者付费、暴雨径流收费、津贴市场、自愿交易制度等

几种暴雨管理手段。 Barbosa 等[42] 探索了可持续暴

雨管理的影响因素和最佳暴雨管理实践的判定原

则,指出暴雨管理的方法应该是灵活、有地方特色

的,并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的行政和法律因素。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雨水利用和暴雨径流的管

理工作相对落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界领域

也缺乏相应的研究,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政策手段

促进雨水的收集和利用,减少暴雨径流给生态和人

体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

4摇 水污染治理手段创新

4. 1摇 市场交易手段

在过去的 20 年里,一些发展中和转型国家的决

策者和学者们对是使用经济激励手段还是命令控制

性手段来控制污染一直存在争议[43]。 笔者认为两

种手段各有利弊,应互为补充,且在污染发展的不同

阶段各有侧重。 农业生产带来的非点源水污染被认

为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个主要环境问题。 为了减少农

业生产引起的氮污染,Maille 等[44] 提出了一种为了

改善流域水质量而向农民进行经济激励的支付手

段,支付的基础是特定流域的水质,向农民支付的依

据并不是农民进行水质保护的成本,而是流域达标

的水质和水量,这种控制污染的手段风险较低,更天

然,吸引了选定流域 53% 的农户参与,产生了很大

的氮削减量。
美国的水质交易最初仅限于点源污染者之间的

一种交易,经典的例子就是排污权交易。 然而,还有

一些研究指出,点源污染者与非点源污染者之间的

交易可作为一个比传统命令控制性手段成本更低的

改善水质和进行农业保护的重要手段[45]。 近年来

出现的点源-非点源水质交易模式,指的是一个点

源污染者向农户支付一定的费用用于保护水质,并
将保护水质带来的成效作为自己污染达标的配额。
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削减农业的非点源污染,而且降

低了企业的减污成本,因为通常农户采用减少径流

污染的方法所耗费的成本要比一个工厂安装先进减

污技术的成本低[46]。
我国在污染控制领域还主要依靠技术手段,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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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市场和经济手段的应用,亟须向发达国家借鉴相

关经验。 排污权交易目前也只是在极少数城市试点

运行,整个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 关于

污染治理的市场手段研究较少,大部分学者也都是

笼统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例如舒俊杰等[47] 提出在

水污染严重地区推进排污总量控制、排污权交易及

治污补贴,吸引社会投资参与污染治理。
4. 2摇 流域生态补偿手段

冯东方[48]认为,在众多的环境经济政策中,能
给流域水污染防治带来根本变化的综合性环境经济

政策,当属生态补偿政策。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是一

项环境经济政策和管理制度安排,它以改善或恢复

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目的,以调整相关利益者

(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污染者和受害者)因保护

或破坏流域生态环境活动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为对

象,通过经济手段控制流域水环境污染,促进生态保

护。 美国实施了一个称作“最佳管理实践冶 (BMP)
的减少水污染战略。 Centner 等[49] 针对最佳管理实

践的法律制度和实际应用情况,讨论减少氮肥水平

的补偿支付问题,通过模型评估了减少氮肥使用的

支付的制度限制,过度使用的惩罚措施和满足最小

氮水平的经济激励机制。 模拟结果表明,最佳管理

实践可以降低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氮肥使用者进行

经济补偿是较好的措施。 笔者认为这本质上就是一

种基于水质的生态补偿手段。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主要集中在补偿主客体、补偿措施和标准等方面,其
中补偿标准的计算是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 曹

国华等[50] 的博弈模型、庞爱萍等[51] 的基于水环境

容量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韩艳莉等[52] 以

“3S冶技术为支撑、耿涌等[53] 运用水足迹理论和方

法、刘强等[54]运用生态保护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

法,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生态补偿的数量和补偿标

准的测算方法。 很多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忽略水质

功效,生态价值计算方法缺少系统性。 付意成等[55]

总结出基于水量水质模拟、水生态价值核算的流域

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框架,并以水量水质功效的不可

分割性为基础,得到了永定河跨界断面补偿标准。
此外,有些学者针对补偿资金的来源进行了具

体的设计和建议。 杨荣芳等[56] 建议赤水河流域采

取“异地开发冶试点和项目支持等长效补偿机制,生
态补偿费应由受益省和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共同出

资,通过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建立赤水河流域

生态补偿基金,在上游省份设立专门账户,将该基金

专门用于流域上游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对于一些小流域,上游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明

确、上下游的受益者相对明确且数量较少,且交易成

本相对较低时,可促成双方签署生态服务买卖的协

议。 签署协议的双方可以是单个或多个社区团体、
私人企业、社会团体,也可是地方政府。 目前,在赤

水河的一个小流域上已经开始示范下游酒厂、上游

社区这种民间自行交易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
4. 3摇 信息手段

Cao 等[57] 分析了不同淡水池塘模式下水环境

标准和管理的差别,建议使用 WebGIS 信息系统和

技术整合创新手段,建立一个综合的水环境管理系

统,以加强预测风险的能力和信息管理水平,实现池

塘水环境的动态监测和改善评估、警告、决策咨询和

常规管理,并且提出在解决富营养化、溶解氧含量

低、有毒物质超标和鱼类疾病频繁等池塘水环境问

题时,要充分考虑市场手段。 一些学者认为,水环境

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就是完善水资源监测和水资源

保护的信息管理。 姜永生[58]提出,实现水资源保护

的高效管理,追求水资源保护管理的最大效益,是现

代水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水资源保护管理信息系

统则是实现这种高水平管理的重要工具。 他还分析

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对水资源质量

状况、水环境变化趋势进行高水平管理的战略方向,
进一步研究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的基本思路、总体规划、基本功能和实现方法。
4. 4摇 生态系统手段

国外一些学者试图开发一些能够优化多种生态

系统服务产出的低成本手段来促进水资源的管理,
提出了“生态系统手段冶, “利用天然过程优化不同

生态系统服务和受益对象的低投入手段冶。 它们可

以通过减少负面影响和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收益而促

进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对象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

净收益。 复合型人工湿地就是生态系统手段的代

表。 爱尔兰政府已经发布了复合型人工湿地建设的

设计导则[59]。 Anne Valley 地区的人工复合型湿地

方法则是生态系统手段用于实践的一个典型案

例[60]。 Everard 等[61] 采用 STEEP 框架对爱尔兰沃

特福德郡的 Anne 流域的复合型人工湿地的效益进

行了评估,通过与农户、政府部门和政策部门、企业、
郡议会和其他相关群体的面谈反馈,识别了该复合

型资源管理方式的障碍。 Philippe 等[62] 认为在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为减少重金属污染对水资

源、生物多样性、食物链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在自然

水生生态系统和工业区或流域之间引入人工湿地,
是一种有前途的生态修复手段和综合的污染防控

手段。
国内有关研究起步较晚,最近几年我国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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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关注人工湿地治污的研究与应用。 余志敏

等[63]采了 2 种复合人工湿地系统处理昆明市城市

河流污水,为期 1 年的运行结果表明:2 种复合人工

湿地系统对城市河流污水具有良好的污染物去除性

能,强降雨会对复合人工湿地出水水质造成一定的

影响。 何强等[64]针对中国小城镇的水污染特点,开
发了一种复合型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 吴振斌

等[65]系统介绍了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工程的应用,
对推动我国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5摇 水资源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手段创新

国际上很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水资源管理中的

公众参与。 在美国、法国、荷兰等国,社会公众用水

户有权参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并受法律保

护。 如法国流域管理体制中的水议会制度和三级协

商机制,荷兰的水董事会制度,智利、墨西哥、西班牙

等国的用水者协会,都是为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而

建立的相应组织机构[66]。 Leenhardt 等[67]设计了一

个协调水资源管理中多方利益的综合评价模型,决
策者通过情景分析和相关方的参与模拟和模型预测

进行预决策。 美国加州的 CALFED 海湾-三角洲项

目是水环境治理领域通过公共参与实行联合管理和

适应性管理的一个典型,该项目的重要理念是综合

协调、合作解决、公众参与,以及公开透明的决

策[68]。
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开始公共部门的市场

经济改革,如水服务行业的市场化,水价管理的法

律、制度和公共听证等,表明了公众参与程度的加

大。 Zhong 等[69]分析了水价设定过程公众听证的出

现、发展和当前的作用,评价了公众听证作为传统中

央决策转向的一个方面,正朝着更加透明、广泛和参

与式治理方向发展。 杜鹏等[70] 在对国际上公众参

与理论及其应用进行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就
中国政治体制和现实实践条件而言,均需加强和发

挥政府在参与式水管理中的作用,农民参与用水管

理的模式已成为公众参与在中国水资源基层管理中

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农民用水者协会是由政府水务

主管部门发起, 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自我管理、自
我服务的农村农业灌溉或供水组织, 其特点是组织

结构单一,缺乏必要的非政府组织(NGO)专业人员

设计指导[70]。 截至 2006 年 7 月,我国已有 30 个省

区市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改

革,组建了以农民用水者协会为主要形式的各种农

民用水合作组织 2 万多个。
整体而言,我国水资源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是

相对缺乏的,国家层面也缺少针对公众参与的具体

制度保障和体制设计,公众仍然缺乏话语权和决策

权。 如何对现有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相应

的改革,从而更好地保障公众参与,有待学者和管理

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6摇 水资源管理手段的演化趋势

国内外关于水资源管理手段创新的研究比较

多,创新的角度也很丰富,包括从水资源的配置、水
污染的防治、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的创

新手段往往更顺应自然,更注重生态系统的原生态

保护,更注重市场、经济手段的应用,更能兼顾经济

效率与社会公平。 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总结的那

样,在迈向水资源科学管理的道路上,有以下几个明

显的趋势: 采用综合性方法, 多种政策手段,并更

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更强调水资源保护;重视基础设

施建设的融资问题;重视公众参与及知识和信息

分享[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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