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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次三阶段”的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内涵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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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现有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方法在实践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协商成本过高的现实，提出“两

层次三阶段”的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方法。首先介绍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内涵，然后探讨流

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核心思想、本质特征、表现形态，以及实践理念，旨在有效缓解水权分配过程

中的冲突与矛盾，为保护流域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上下游和左右岸区域的正当用水权益，促进

人水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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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供需矛

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恶

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

颈。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水权配置机制、配置模

式和配置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4!A］，但是很多

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操作性，用水纠纷事件

有增 无 减。针 对 用 水 纠 纷 事 件，目 前 大 部 分 学

者［"!44］都强调通过民主协商机制避免和解决水事纠

纷，即在流域内各省之间、省内各区域之间、各用水

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主协

商机制，通过反复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这种民

主协商机制的协商主体涉及多个组织部门，协商周

期长，成本高，效率往往较低。为了解决流域初始水

权配置中的这一难题，笔者试图对流域初始水权配

置中的民主协商过程进行理论概化，提出“流域初

始水权和谐配置”的理论，使水权配置方案接近于协

商后让不同区域普遍接受的水权配置结果。

本文分别从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基本内

涵、核心内容、本质特征、表现形态及实践理念等方

面来阐述。

E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基本内涵

和谐是各子系统内部诸要素自身、各子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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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诸要素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在横向空间意义上

的协调和均衡［!"］。系统和谐分内部和谐、外部和谐

和总体和谐，其中内部和谐又分为构成和谐与组织

和谐。构成和谐是指系统要素及其构成的和谐，要

求各要素有合理的匹配，具有一定协调性，但不追求

构成要素完美和最优，而通过系统要素合理构成来

实现系统功能。组织和谐是指如何通过组织手段达

到合理确定系统功能，并保证系统功能的实现。外

部和谐是指系统与环境的和谐。

基于对和谐的理解，本文提出的流域初始水权

和谐配置的基本内涵如下：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

是指在遵循公平与效率并重、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等水权配置原则的前提下，依据生活、生态、生

产用水序位，兼顾历史、现状和未来，协调上下游、左

右岸区域关系等配置规则，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充

分吸收用水户的意见，使水权配置结果得到流域各

区域、区 域 内 各 行 业 的 普 遍 认 可，从 而 实 现 人 水

和谐。

从流 域 初 始 水 权 和 谐 配 置 的 基 本 内 涵 可 以

看出：

图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 # 个阶段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追求的是一种多层

面的和谐，具体包括 # 个层面：!区域内部的和谐。

强调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之间水权配置的和谐，即结

构和谐；"区域之间的和谐。强调各区域所分配水

权总量的和谐，即总量和谐；#流域的和谐。在保证

生态用水和政府预留水量的前提下，水权配置结果

同时满足“区域之间的和谐”与“区域内部的和谐”，

就是实现了“流域的和谐”。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产业结构的

调整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阶段和谐，到另一个阶

段可能就不和谐了，所以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不

是永恒的、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是一种理性的状态。

流域初始水权配置不和谐将导致区域之间、行业之

间、用水户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严重的将导致社会不

稳定，而调解矛盾也将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这些

都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是

一种没有冲突与对抗，流域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

经济协调发展的理性状态，极大地降低了协调成本。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核心思想

为了解决区域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初始水权分

配的矛盾，使水权配置方案得到普遍认可，流域初始

水权和谐配置的核心思想体现在 # 个阶段：

!" 通过基础调研，构建科学合理的流域初始水

权和谐配置指标体系，建立初始水权预配置模型，得

到的预配置方案已经非常接近和谐配置方案；

#" 分析水权冲突中的焦点问题，构建和谐性判

别指标，通过和谐性判别准则，判别预配置方案是否

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围内；

$" 若预配置方案未通过和谐性判别准则，则通

过演化博弈分析或者交互式决策方法，对方案进行

和谐性进化处理，直至方案通过和谐性判别，最终的

方案即为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方案。

这 # 个阶段之间具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关系，其

逻辑框架如图 ! 所示。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本质特征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必须以公平为基本

原则，确保配置规则、配置过程、配置结果的公平性；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必须保障各区域、各

行业用水均衡，缓解各区域的用水矛盾和用水冲突；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不等于平均分配，允

许流域各区域间、不同区域同一行业存在水权量的

差异，但这种差异必须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必须保证各区域、各

行业对水权配置结果的满意度达到一定水平。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表现形态

实现了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流域应具有以下两

种表现形态：

!" 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环境条件下，流域的各

区域、区域的各用水行业，以及水资源、生态环境和

社会经济发展等各相关要素，要表现出的一种满意

的运行和发展状态。

·"$·



!" 在一定时期内，流域处于没有冲突与对抗的

自然、良性的发展状态，流域的水资源、生态环境、人

口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处于综合协调的状态。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不仅要求流域经初始水

权配置后，流域各区域之间具有公平性与协调性，各

区域普遍接受水权配置方案，同时，基于流域整体效

益的考虑，还要允许各区域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利

于提高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整体效益。

#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实践理念

为了充分、全面考虑流域经济、社会、环境，流域

中不同配水区域，流域中不同用水行业等要素，使配

水方案能够得到不同用户的接受，结合前面对流域初

始水权和谐配置的基本内涵、核心思想等的论述，在流

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实践过程中，应树立以下理念。

$" 和谐管理理念。和谐管理理念倡导的是创

造水权配置系统“和”的环境、“谐”的关系，形成总体

稳定、协调、能动发展的动态机制。由于水资源的稀

缺性以及水资源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流域初始水

权配置结果关系到流域上下游、左右岸的切身利益，

对保障地区和平安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建设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和”的环境，指流域整体生态环

境和经济发展水平良好，包括流域生态用水得到保

证，生态环境恶化状况得以缓解，流域具有可持续发

展能力，流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平衡中上升；“谐”

的关系，指流域各区域没有矛盾与冲突，关系融洽，协

同发展，对水权配置结果普遍满意，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区域带动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最终各区域的经济发

展水平逐渐趋近，并自觉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可以说，具有“和”的环境，“谐”的关系的流域，

其初始水权配置结果必定是和谐的。

!" 协商理念。协商是指在决策之前对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商讨，或者就

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商讨，以取得一致

结论的过程。在西方政治学中，较多使用协商民主

这一概念。协商民主是 !" 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

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主要指在政治共同

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

决策以正当性，同时经由协商民主达到理性立法、参

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协商民主有利于打破以

往公共决策的封闭性与神秘性，保证公民的参与权

和知情权，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民主协商在流域初始水权配置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程序价值和实质价值，是建立流域“良治”框架的

重要内容。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是一项政策性和社会

敏感性都很强的工作，为了维护各区域的利益，许多

专家提出应建立多级协商组织，实施政府调控和用

水户参与相结合的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民主协商机

制，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协商—反馈—平衡—

再协商—再反馈—再平衡等方式充分发扬民主，充

分吸收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切实保障各方利

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围绕全流域可持续

发展的总体目标，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实现民主

和集中的统一。在初始水权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坚

持民主决策，将用水户的意见反馈至水权协商组，经

过协调重新调整分配水量，再听取用水户的反馈意

见。通过不断的反馈和协调，以充分吸收各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

%" 系统理念。根据系统论，流域初始水权配置

系统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其最高层是流域管理机构，

其次是各省地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跨省界流域

来说），接下来是省级水利管理部门，再次是县级行

政主管部门，最底层是用水户。在每一层级中又有

多个用水行业或用水户，因此，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系

统是一个多层次的、由多主体组成的复杂系统。流

域初始水权配置系统关系到流域内各区域以及区域

内各行业的协调发展，与流域内社会、经济以及生态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系统结构如图 ! 所示。

图 ! 流域初始水权配置系统结构

对流域初始水权配置进行系统分析，采用“自下

而上”的策略，即从最底层的用水行业或用水户开

始，先分析各行业（或用水户）的需水量、各区域的需

水量、流域生态需水量、政府预留水量，经汇总可得

全流域总的需水量；然后根据流域的可利用水资源

量与总需水量，采用“自上而下”的策略实施水权配

置：用流域水资源总量扣除生态需水量和政府预留

水量得到可分配的水权，然后将可分配的水权分配

到各区域，各区域再将所分配的水权分配到其下级

行政部门，逐级细分，直至将水权分配到用水户。通

过保障流域内各区域子系统之间的和谐，以及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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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各用水行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可实现整个

流域大系统的和谐。

!" 多目标协同理念。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是一

个多目标决策问题。!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涉及多个

决策者，而每个决策者有不同的偏好；"在水权配置

过程中，既要考虑生活用水需求，又要考虑生产、生

态用水需求；既要考虑水资源利用效率，又要考虑水

权配置的公平性；既要考虑提高流域现阶段的经济

发展水平，又要考虑保持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流域初始水权配置要实现社会、经济、生态 ! 个方

面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方面，要实现社会和谐，使缺

水率和因缺水导致的矛盾冲突事件减少到最小；经

济方面，要尽量满足各行业的生产用水需求，实现区

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方面，要维持基本的生态

用水需求，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根据协同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系统中各子系统

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现象和相干效

应，使系统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组织结构，在宏观

上形成有序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或时空结构［"!］。

流域可视为由若干个区域子系统组合而成的大系

统。根据协同理论，不论在系统间，还是在系统内

部，均存在着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使系统在临界

点发生质变，从无序变为有序，从混沌中产生某种有

序结构。流域各区域之间及区域内部均存在着社

会、经济、生态互相影响的相干关系，通过协同作用，

在某临界点，流域初始水权的和谐配置将使得流域

呈现出区域内各行业协同发展，同时各区域之间也

协同发展的良性状态，进而实现流域内社会经济生

态全面和谐发展的总体目标。

#" 节水理念。建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

资源短缺问题的根本出路。建设节水型社会需要解

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让用水者自觉减少用水

量，以实现用水总量与资源供给量的均衡；二是如何

在控制用水总量的同时，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优

的效率。对于第一个问题，政府的强制性管制有时

也能解决用水总量控制的问题，但难以让人们自觉

节约用水；对于第二个问题，政府主导的水权再分配

模式虽对缓解用水矛盾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难以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如果通过科学合理的水权配置方法，

以制度形式确定水权配置结果，就既可大大降低政府

管制成本，也可使人们自觉节约用水，同时还可通过

市场机制来调节用水量，提高用水效率。由此可见，

水权配置制度相当于一种自律和自动调节机制，既促

使用水者自觉节约用水，也能调节稀缺的水资源在用

水效率高低不同的部门间进行合理配置。

本文提出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的方法，积极

寻找影响各区域、各行业节水行为的重要因素，如在

第一层次水权预配置模型中考虑政府政策倾斜指

标，在第二层次水权预配置模型中将产业结构比作

为约束条件之一，建立了具有内在节水激励作用的

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模型。

$ 结 语

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方法是在分析我国水资

源利用面临的挑战，分析现有初始水权配置方法不

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期通过“预配置—和谐性

判别—和谐性进化”! 个阶段来完成流域初始水权

两个层次的配置过程。流域初始水权和谐配置，不

仅减少协商成本，还可以避免用水纠纷，维护流域发

展的和谐稳定，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 ］王浩，党连文，汪林，等 $关于我国水权制度建设若干问

题的思考［%］$中国水利，"&&’（#）："($!&$
［ " ］佟金萍，王慧敏 $流域水权初始分配系统模型［%］$系统

工程，"&&)，"*（!）：#&*$##&$
［ ! ］陈艳萍，吴凤平 $国内典型流域初始水权配置实践的启

示［%］$水利经济，"&&(，"’（’）："*$"(，’($
［ + ］陈艳萍，吴凤平，吴丹 $基于模糊优选和 ,-./0/ 法的流

域初始水权分配模型［%］$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
［ * ］23 456，23 7869:;<69，=>?@ A56:;<69$ .B<6C<;5D:

EFGHBI<65J8 K<8B5BCK<C5D LFDJ<:HGM8CJ<N8 ;BH9B5LL<69 LHI8D HO
<6<J<5D P5J8B B<9KJE 5DDHC5J<H6 ［ %］$ 25J8B /C<86C8 56I
?69<688B<69，"&&1，"（"）：#&*$##’$

［ ’ ］吴丹，吴凤平，陈艳萍 $面向行业的初始水权配置系统

模型构建［%］$水利水电科技进展，"&#&，!&（*）："1$!"$
［ ) ］2Q@R S<:TKH69，7Q@R S<:;<69，>0.?S U 2$ V5JK8L5J<C5D

;BH9B5LL<69 5;;BH5CK8E OHB LHI8D<69 P5J8B B<9KJE 5DDHC5J<H6
［%］$ %HFB65D HO 25J8B W8EHFBC8E .D566<69 56I V56598L86J，
"&&)，#!!（#）：*&$*1$

［ ( ］胡鞍钢，王亚华 $转型期水资源配置的公共政策：准市

场和政治民主协商［%］$中国软科学，"&&&（*）：*$##$
［ 1 ］胡继连，葛颜祥 $黄河水资源的分配模式与协调机制：

兼论黄河水权市场的建设与管理［%］$ 管理世界，"&&+
（(）：+!$*"$

［#&］吴凤平，吴丹，陈艳萍 $流域初始水权模型系统诊断模

型［%］$系统工程，"&#&，"(（+）："+$"1$
［##］陈艳萍，吴凤平 $基于演化博弈的初始水权分配中的冲

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席酉民，肖宏文，王洪涛 $和谐管理理论的提出及其原

理的新发展［%］$管理学报，"&&*，"（#）："!$!"$
（收稿日期："&#& : #" : !& 编辑：彭桃英）

·+1·


	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