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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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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水资源日益紧张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为解决水资源合理利用和提高农业效益的关键途

径。文章通过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行理论分析，明确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面临的限制。在路径选择上，提出构建科学的农业

水价形成机制、打造灵活的农业水价管控机制。同时，为了有效应对改革带来的挑战，提出夯实农村水利基础、完善农业水

权制度、强化农业水价管理、建立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机制和强化立法管理等对策，以期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顺利

进行，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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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scarc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demand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s has become a key way to solve the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terms of path selection, it proposes to build a scientific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s 

and create a flexible mechanism for the control of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water rights system,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water-saving rewards 

and precision subsidy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legislative management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water price reform,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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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农

业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变得愈发紧迫而复杂。在这一背景下，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成为一项亟待推进的关键任务。农业作

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其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传统

的水价体系往往无法有效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因

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农业水价机制成为确保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迫切需求。同时，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不合理利用也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有望通过

经济手段引导农业生产更加环保、高效，因此，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是一项复杂而迫切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本文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行理论分析，探讨改革的

限制因素，并提出路径选择和有效对策，以推动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向更加科学、灵活、动态的方向发展，最终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理论分析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

括水资源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以及环境经济学等理论基础。

首先，水资源经济学强调了水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以

及在市场机制下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这一理论框架下，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被视为引导农业生产者更加高效使用

水资源的关键手段。通过确立合理的水价机制，可以激发

农业生产者的水资源节约意识，促进水资源的有效配置，

实现生产效益与水资源利用的双赢。其次，农业经济学的

角度强调了农业生产的特殊性，特别是对水资源的高度依

赖。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需要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

气候差异和不同作物对水的需求差异，以确保水价体系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农业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下，农业水价的

制定不仅要考虑市场供需，还需结合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环境经济学的观点强调

了水资源的环境外部性和生态价值。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中，需要综合考虑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环境效益，以避免

过度开采和不合理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

制定差别化的水价政策，可以引导农业生产向更加环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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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增长。 

综合以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不仅是一项经济调控手

段，更是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护

生态环境的重要路径，理论分析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具

体政策设计提供了深刻的指导，使其更具科学性、可行性

和可持续性。 

2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路径选择 

2.1 构建科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路径选择中，构建科学的农业水

价形成机制至关重要。首先，科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应

该基于水资源经济学的原则，考虑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

机制下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市场供需的动态平衡，建立

合理的水价体系，激发农业生产者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其次，农业水价形成机制需要考虑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季节性、气候差异和不同农作物对水

的需求差异是构建科学水价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

通过制定差异化的水价政策，可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和

季节的农业生产需求，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和高效。最后，

构建科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

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建立科学的监管机制和市场

监测体系，确保水价形成的透明度和公正性，防止滥用权

力和市场垄断，通过多方参与、信息公开和市场竞争，促

进水价形成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实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

可持续发展。 

2.2 打造灵活的农业水价管控机制 

首先，该机制应强调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的有机结合，

通过市场供需的动态平衡，使水价更加灵活地反映实际情

况，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在监管方面要具

备弹性，及时调整水价政策，确保农业水价的稳定性和合

理性。其次，打造灵活的水价管控机制需要综合考虑地域

差异。由于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和农业产业结构存在差

异，水价的制定应更具区域性，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特点，

有助于提高水价的适应性，确保在不同地区农业水资源的

合理利用。再次，建立现代化的水价监测和调控系统，通

过大数据分析，及时了解农业用水状况，为政府决策提供

科学依据。同时，引入智能技术，通过远程监控和自动化

控制，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率，降低浪费。最后，通过发挥

用水者协会作用及建立参与性决策机制，让农业生产者、环

保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水价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增加决策的

民主性和合法性，确保水价改革的可行性和社会接受度。 

3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有效对策 

3.1 夯实农村水利基础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有效对策主要聚焦于夯实农村

水利基础，其中两个关键方面为加快骨干供水工程配套建

设和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一方面，通过中型灌区的续建、

现代化改造和中型病险水闸的除险加固，确保供水工程的

健全运行。国有取用水计量点的升级改造、农业用水的精

准计量和远程监控，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计量设施的信息

化管理和在线监测，将有助于建立用水总量和农业灌溉用

水的监测预警机制，促使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在 2025 年

达到 0.61。另一方面，通过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示

范县等项目的结合，合理调整农田水利投入方向，加速斗

渠及其配套设施的更新改造，推动田间节水工程由“规模

扩张”向“提标升级”转变。设定目标，到 2025 年，全

县斗渠渠道水利用率和田间水利用率将达到 90%以上，同

时普及大首部及低压小流量灌溉、智能化自动控制等高新

技术，将有助于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可持续农

业发展，应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带来的挑战。 

3.2 完善农业水权制度 

一方面，完善农业用水初始水权，在农业用水总量控

制指标前提下，建立三级水权体系，即乡镇、村组、用水

户水权体系。通过将农业用水总量指标分配到各级，实现

水权的分级管理，确保农业用水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

实现严格的用水全过程管理，坚持“以水定地、适水灌溉”

原则，通过实施农业用水精细化管理措施，确保用水的科

学合理利用，包括制定农业种植计划、农业用水需水计划、

轮次需水计划和各轮次配水计划，使农业用水过程更加可

控可预测。定期调整亩均用水定额，落实轮次用水量审核

制度，实施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强化节水约束性指标管

理，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以上策略有助于建立更为科

学、合理的农业水权制度，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可持

续性。通过分级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的手段，确保农业用水

在合理范围内，有序供给，并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3 强化农业水价管理 

为强化农业水价管理，有效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通过完善农业用水价格机制和实施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在完善农业用水价格机制方面，对于

二轮承包土地和非二轮承包土地，应实施不同的用水价格

政策。具体而言，二轮承包土地及相关用水按 2015 年完

全成本 0.34 元/立方米执行，而在 2025 年起，对于二轮

承包土地，执行前期水价政策，而非二轮承包土地则有其

他相应政策，将有助于更准确、科学地反映土地承包情况

和水资源利用状况，推动农业水价体系的合理性。同时，

为应对超定额用水情况，提出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在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对于二轮承包土地超定额和非二

轮承包土地计划外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制度。其中，按照

超定额（计划）不足 50%的部分，超过的水量按照完全成

本价格的 1.5 倍执行；在超过 50%不足 1 倍（含 1 倍）的

范围内，按照完全成本价格的倍执行；而超过 1 倍以上的

部分，按照完全成本价格的 2.5 倍执行。在 2025 年后，

对于二轮承包土地的超定额用水，继续执行前期的累进加

价标准，旨在激励农业生产者更加节水，促使其更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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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资源，以实现可持续的农业水资源管理。综上所述，

通过不同土地承包情况的差异定价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的引入，将有效推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现对农业水

资源的更加精准和科学的管理，引导农业生产者更为谨慎、

高效地使用水资源，为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提供支持。 

3.4 建立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第一，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在确保总体上不

增加农民负担原则下，制定科学、合理的精准补贴机制，

以切实保护农民的合理用水权益，并需要考虑节水成效、

调价幅度以及农业主体的财力状况，确保补贴金额与实际

情况相匹配。通过这种方式，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保

障农民水资源使用权益，达到双赢效果。第二，建立节水

奖励机制。通过对工程节水、品种节水、农艺节水、管理

节水、种植结构调整等方式实现农业节水的用水主体进行

奖励，激发其更加积极地参与水资源管理。同时，注意排

除非节水因素引起用水量下降，以确保奖励的公平性，对

于年度农业用水总量低于指标的情况，可进行相应的荣誉

奖励，为水资源管理提供积极引导。第三，精准补贴和节

水奖励资金来源可从超定额水费、水资源费和财政补贴中

筹集，可保障资金稳定性和充足性，使得农业用水的精准

补贴和奖励机制能够得以有效实施。超定额水费和水资源费

引入也有助于将管理成本纳入农业用水成本中，更好地体现

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推动合理用水。总之，通过建立农业用

水精准补贴机制、节水奖励机制，并从多方面筹集资金，可

更好地引导农业生产者实施科学的水资源利用方式，促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进，实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最终

将有助于优化农业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3.5 强化立法管理 

强化立法管理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可

以规范和引导农业水资源的使用，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和可持续利用。首先，强化立法可以明确水资源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明确各方责任，防止滥用和过度开采，合理的

法规框架可以确保农业生产者在使用水资源时遵循科学、

经济、环保的原则，减少浪费和滥用。其次，强化立法管

理可以推动建立健全的水权交易制度。通过法规的支持，

可以建立水权市场，使农业生产者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

水权，根据需求和供给进行灵活配置，有助于提高水资源

的经济效益，激发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推动农业水价形

成更加市场化和合理的机制。最后，强化法规还可以设定

明确的水价政策和调整机制。通过明确的法定水价标准，

政府可以引导农业生产者更加理性地使用水资源，促进节

水技术的应用。同时，设定灵活的水价调整机制，可以更

好地适应市场和环境变化，确保水价能够反映实际的供需

状况，避免出现恶性循环和资源过度开采的问题。 

4 结束语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一项复杂而紧迫的任务，需要全

面考虑农业生产、水资源管理、农民利益等多方面因素。

在路径选择上，构建科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打造灵活

的农业水价管控机制和实现动态的农业水价调整机制是

至关重要的，这些机制需要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和

水资源的动态性，确保水价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

通过理论的深入分析和实践的不断探索，可以逐步建立健

全的农业水价体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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