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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交易水权研究》对水资源，可交易水权及其建立的基础，可交易水权的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研
究。
内容包括：可交易水权的由来；可交易水权的概念分析；可交易水权的类型与结构；可交易水权的建
立基础；可交易水权的运行机制——以黄河流域灌溉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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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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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现状及成因二 国外可交易水权典型立法及评价三 我国水权转让的进展分析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
路、方法和创新点一 研究思路二 本书的研究方法三 本书的创新点第二章 可交易水权的由来第一节 水
资源法律地位的确立一 水资源在传统民法中的法律地位二 水资源在现代水法中的定位三 水资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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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水权的类型与结构第一节 划分可交易水权类型与结构的意义第二节 比例水权一 比例水权的意义
二 比例水权的结构三 比例水权的价值第三节 配水量权一 配水量权的意义二 配水量权的取得三 配水量
权的主要内容第四节 操作水权一 操作水权的意义二 操作水权的种类三 操作水权的结构第五节 我国划
分可交易水权类型的实证分析一 水权分类的理论争议二 现代水资源分配制度问题分析三 可交易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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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法律制度框架二 水资源所有权主体三 可交易水权的分配第六章 可交易水权的运行机制—
—以黄河流域灌溉为例第一节 黄河流域引入可交易水权配置模式的建议一 黄河流域灌溉管理的现状
二 黄河流域灌溉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趋势三 黄河流域引入可交易水权配置模式的建议第二节 可交
易水权运行的主体一 流域水资源公司二 供水公司三 用水户组织第三节 可交易水权运行方式一 通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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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消耗性用水，即将水抽取
出来加以利用，如工业生产用水、农业灌溉用水，生活用水等；一种是非消耗性用水，即不离开原来
的水体进行使用，如养殖、航运、发电、观赏、娱乐等。
无论哪种方式，都对水量和水质有一定的要求。
如果水资源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就不具有使用价值。
水资源属于一种流动资源，“流动资源的数量可用单位时间的体积或能量单位等尺度来衡量”①。
但质量却有多种衡量尺度，除化学成分外，还有美学属性。
同一种资源，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质量要求，比如饮用水水质标准比工业用水水质标准要求就应更严
格。
对质的抽象方面（如美学方面）的要求更是因人而异。
反言之，水资源的不同质量属性亦影响着它的使用价值。
因此，可衡量的数量和质量是水资源不同使用价值的重要体现，离开数量和质量就无法界定水资源的
价值。
我国水法和其他各国立法一样，都采用列举的方式对水资源范嗣做了近似的界定，虽然比较直观，但
没有揭示出水资源的基本构成要素，亦无助于我们借助定义认识水资源的本质。
因此，建议借鉴联合国的定义，在我国将来的立法中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为水资源下定义，
可表述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人类可以控制、利用的天然水资源，包括大气降水形成的地表
径流、流人江河、湖泊、沼泽和水库中的水，以及渗人地下的地下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包括我国水法在内的各国水法的调整对象，在外延上都仅仅包括淡水，即
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包括流人大海的咸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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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始于博士学位论文。
在我读博期间，一直不断鼓励和帮助我的是导师朱雪忠教授，一位正直、宽厚的师长。
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现在才有所领悟，原来导师的细致关心其实是一种督促，令人在懈怠的时候感
觉到惭愧，而导师的严格源于对自己做人做事标准的坚持，带动你去追求更高的目标。
导师的为人和治学，让我体味出师德垂范的力量，必将影响我，成为我对待后来者时所效仿的榜样。
需要特别提及、感谢的还有罗玉中教授，他利用自己担任全球水伙伴中国顾问委员的便利，两次为我
提供参加会议的机会，使我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与水资源研究和管理领域的国内外专家接触，并从中得
到宝贵的一手资料。
我为此感激并铭记。
本书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研究是在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学和昆士兰科技大学进行的，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
为此所提供的雪中送炭的资助；感谢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法学院和昆士兰科技大学法学院为此所提供的
惬意的工作条件和愉快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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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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