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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我国农田灌溉用水权转让与农民受益以及农民权益保护的专著。
全书共分9章，详细研究了农田灌溉用水权转让基本理论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
主要内容包括：典型灌区农田灌溉用水权调查，水权、水市场基本理论研究，农业初始水权的界定和
分配，农业用水权优化转让指标理论研究，农业水价计算理论研究，典型灌区农业水价计算方法，农
民对农业水价承受能力研究，农业用水权转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民用水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农业
用水权有偿转让后评价等。
本书内容系统完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我国农业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农业用水权有偿转让以及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可供从事农业水土工程开发利用、农业水资源规划、农业节水灌溉、农业工程经济、农业
种植规划、城市供水、城市建设与规划以及农村和城市发展政策制订等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有关科研技
术人员参考，亦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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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言：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人口、资源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
这其中，人与水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人与资源的关系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资源比水对人类更重
要，而且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任何时期水资源短缺到现在这个程度。
在我国，为保障工业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农业用水大量向工业及城镇生活用水转移。
传统的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由于水资源无价，
导致产权关系不受重视，管理难以到位，使用效率不高；由于产权不明晰，使得水资源有偿使用的机
制难以建立，造成严重浪费。
因此，如何进行农业用水权的有偿转让、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改善水管理单位的经济状况、解决工
业和城镇生活缺水等难题，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严峻课题。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水资源短缺、用水浪费和水污染严重是当前我国水资源问题的主要
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建设节水型社会。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其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
管理机制。
因此，全面推进水权制度建设，是解决我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制度措施，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
用的保障，在未来我国水资源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1．1　严峻的水资源形势要求推进水权制度建设：　　我国水资源总量不足，人均水资源量约
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0％；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土地、矿产资源分布和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相互争水、工业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生产用水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等问题将日趋
严峻。
同时，大量的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下游河道断流、尾闾萎缩和地下水位区域性大幅度下降，
引发水污染加剧和地面沉降、地裂缝以及土地沙化、荒漠化等生态和环境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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