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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农田水利工程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基于此，为更好的促进农业生产，文章通过调查、分析农

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并研究该管理机制对于农田水利工程的现实意义，以期促进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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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i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studi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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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利事业逐渐成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现阶段存在管理不到位、权责不

明确等问题，极其影响农田水利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农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 

1 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对农田水利工程的意义 

在我国农业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水利事业在基础农业生产中的地位逐渐稳固，发挥着优化农民生活条件以及

防治农田灾害等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形势下的有关政策给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阶段，在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出现了一些干扰因素以及相关问题，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例如工

程权责不明确、资金投入无保障以及管理不到位等。但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健全，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在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中，含有权责分明的农田工程管理体制、工程管理资金保障机制、农民自主管理

机制以及监督管理机制。在这四个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能够全面的对我国农田水利工程进行管理，提高工程管理的规

范性，进一步促进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从而为我国农业生产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保障。 

2 对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进行分析 

2.1 权责明确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在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中，首要任务就是针对现阶段我国的农田水利工程构建管理机制。该管理机

制通过以准确的产业资金评估以及明确的产权界限作为管理基础，革新承包和租赁等产权改动方面，进而使农民在开

展农产品种植活动时，对于用水方面能够自动进行组织和建立。在权责明确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中，投资者、受

益者以及所有者的身份是十分明确的，且加强管控了经营权。在对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进行划分时，主要依据的是

农田水利工程具体规模等有关方面。在该体制的构建过程中，是以乡村、小镇以及更小的流域作为单位，而且在各个

单位建立完备的农田水利工程服务机构。在该机构中，将服务责任细化，明确到人，使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能够切

实解决该工程的有关问题。现阶段，该管理体制主要以农田水利工程的管辖范围进行等级划分，主要分为以下四个单

位，分别是：县、乡镇、村、独立工程管理。具体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等级划分由图 1 所示。 

在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中，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的决策权以及指挥权分属于不同部门，这主要是由农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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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规模决定的
[1]
。对于国有的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其决策权和指挥权属于我国各个分支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集体+

国家共同投资并建设的工程项目，则是严格按照资金投入比例划分该工程的所有权。对于由集体投资、建设的农田水

利工程，那么集体共同拥有对于该工程项目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若是在投资和建设农田水利工程中，有来自国家给出

的补助资产，那么这两项权利属于该工程中受益的那一方。若农田水利工程的资金投入和建设完全由民众承包，那么

该工程的投资者就完全拥有针对此工程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而且投资者还具有转让、抵押甚至是继承等权利。通过农

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能够明确的划分农田水利工程决策权、所有权以及决策权的等级，进一步明确工程项目的主体，

促进管护责任的落实。一方面，切实有效的提高农田水利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能另一方面，提高、调动该工程所

有者以及相关管理人员开展管理工作的积极性。 

 

图 1 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等级划分 

2.2 健全的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资金保障机制 

目前，影响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可分为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指的是工程所在地的

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政府条件，具体来说也就是地理位置、气候、地区发展程度、工程投入资金以及当地的政策。

而内部原因主要指的是农田水利工程自身条件、工程管理方面以及工程的资金保障方面，将其细化也就是农田水利工

程的规划、配套设施情况、水费条件、资金方面。对于外部原因，很难对其进行改变或是控制，因此，在农田水利工

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中，通过构建健全的工程管理资金保障机制，进而改善、解决内部原因。在构建该资金保障机

制时，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工程实际条件以及具体的管理要求，详细的建立该机制。在农田水利工程管理资金保障

机制中，工程管理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水费。因此，该机制就是以水费为基础的有偿用水机制，进而实现以水养水的

目标，进一步促进农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可持续发展。 

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所用的水一直都是低价水或是福利水，使得农村地区的居住者没有水费意识
[2]
。因此，为使资

金保障机制能够落实下去、运行起来，各地相关政府部门应对农民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农民对该机制下水费的认

知，使其意识到水费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保障资金。与此同时，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定水费价格，构建相应的

水价形成机制。除此之外，对于公益性的农田水利工程，该工程资金筹备的主要来源应是国家财政收入。条件允许的

话，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将国家财政之外的资金筹备、投入到工程运行管理中。 

2.3 农民自主管理机制 

农民自主管理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实现参与式管理目标，加强农田水利工程中农民与管理人员的联系，实现信息

资源共享。该机制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农民对工程项目管理的责任感、认真程度以及积极主动性，从基层优化农

田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效果。通过参与式管理将农民转化为主管群体，使其了解该工程的管理内容，不仅能够提高农

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质量，还能够转化管理角度，切实从农民的角度进行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具体的农

民自主管理机制主要流程如图 2 所示。 

农民自主管理机制下的管理模式可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分别是村委集体管理模式、政府主导的农民用水协会管理

模式、传统继承型农民自主管理模式
[3]
。村委集体管理模式下，农民既可以使用水库资源进行灌溉农田作业，还可以使

用农村田间水塘的水资源。但在使用水资源进行灌溉前，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且附上灌溉作业的开展时间、水

资源的使用量，在得到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展作业。在农民用水协会管理模式下，灌区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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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库管理局。该单位下属的渠道管理部门需要定期维修渠道以及向农民收缴水费，并兼有改造、维护农田水利工程

的工作责任。农民自主管理模式下水资源的使用主要是通过村民代表向水利会提出意见，不仅如此，村民代表还需要

向水利会针对水费支出以及该工程建设相关意见。 

 

图 2 农民自主管理机制主要流程 

2.4 监督管理机制 

监督管理机制就是对上述机制、体制进行监督，确保机制的贯彻、落实。该机制主要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

外部监督主要是我国各地的村、县以及乡镇；内部监督主要指的是该工程中收益的农民和当地的用水协会监事会。通

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监督机制，提高其他机制的落实力度，进而形成完善的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

机制，提高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的管理质量。 

3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现阶段我国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农田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机制能够有效解决。

因此，相关人员应对该机制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进而使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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