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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水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位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拥有量不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是一个贫水国。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工程与技术措施是我国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
但对占总用水量80％的农业灌溉用水，在工程与技术措施的基础上，加强水资源管理、优化水资源分
配，也是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方面。
因此，灌溉水资源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内蒙古自治区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2.3％，但水资源只占全国总量的2％，每亩耕地水资源占有量仅为
全国平均值的28％，是全国最贫水的省区之一。
水资源严重短缺已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要缓解全区日益突出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就必须对现有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走节约用水之路。
对于农业灌溉用水而言，首要的就是通过完善灌排系统，加强和改进灌溉管理，实现从传统的粗放型
灌溉农业向节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转变。
从世界各国的节水经验来看，吸收用水户参与到灌区的管理中来，推行参与式灌溉管理，是灌区供水
实现良性循环的有效手段，而组建农民用水户协会是参与式灌溉管理的一种最主要、最常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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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在全面、系统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博
弈论等诸多理论为指导，对水权界定、水价形成的原理、水费收缴与支出的管理办法、农户的参与、
用水户协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的管理制度安排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通过定量与定性研究，分析了以用水户协会为核心的参与式灌溉管理制度形成的动因及效益，探究协
会可持续运行的条件，并以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内的用水户协会为案例，分析了农户参
与用水户协会的诱因、意愿以及影响协会运行的因素，评价了用水户协会运行的绩效。
最后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增强参与意识；以水资源供给完全成本为基
础，建立合理的水价调节机制，降低路径依赖和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协会的管理成本，多渠道解决协
会的运行经费问题；给予协会更多的权利，加大支持力度，保障协会的健康发展等。
相信课题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关心灌溉水资源管理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运行与管理的同行们会有
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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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3灌溉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　　我国现行的灌溉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许多灌区实行的
是专管与群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产
权不清、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权、责、利不相统一。
国家（集体）是水利工程设施的所有者，模糊了具体所有者和对资产负责的主体，使得中央、地方、
农民，大家都有份，但到底资产归谁所有、由谁负责不明确，用水者参与管理程度不高，出现了水利
设施有人用而无人管的局面。
二是供水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
我国灌区现行的灌溉水价远低于供水成本，水费收取制度不合理，大部分灌区水收取率不高，从水费
征收过程来看，我国传统的水费收缴一般需经过用水户、村、乡镇、县区、市，再到灌区管理单位，
中间环节多，加收、截留、挪用、“搭便车”现象严重，这样使得农户本已经缴纳的水费很难准时足
额到达水管单位。
由于拖欠水费，水管单位就不能及时地放水给需水的农户，从而造成农户与水管单位的矛盾加剧，严
重制约了大型灌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内部管理存在着机构臃肿、人员过剩、结构失衡以及规章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要彻底解决好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巩固现有建设成果，就必须深化和改革管理体制，加强工
程设施的经营管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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