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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丁永建和韩添丁等主编的《水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第九届中国水论坛沦文集，全书共分10个部分，
即冰冻圈对水、生态及可持续发展影响、城市化过程中的水问题、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与生态、气候
变化与区域水循环、区域生态水文过程的人文因素、水文信息学、水与农业、水与灾害、水资源转换
与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同位素水文学。
全书汇集99篇论文，百余位水资源等领域专家就“水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和成果展示，为
中国水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方法、思路和措施，以期为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过程巾的水支撑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持，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适合区域气候变化、水资源与环境、水文过程与技术、农业与生态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专家、学
者以及相关高等院校、科研工程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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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 补偿方式　　补偿方式是指补偿的具体操作形式，包括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技术补偿和政策
补偿。
　　资金补偿包括受益方对受损者的赔款以及政府对受损方的补贴，以直接减少和抵消受损者的经济
损失。
　　实物补偿是补偿主体以实物或工程的形式对补偿对象进行的补偿，以改善补偿对象的恢复和发展
能力，减少农业水权转让的长期影响和潜在影响。
如买水方或政府对农业节水工程的投资，建造的生态修复工程等。
　　技术补偿主要指节水技术补偿，是指补偿主体通过推广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提供无偿的节水技
术咨询和指导，提高农户的节水生产能力，从而减少水权转让的负面影响。
该类补偿主要由政府推动。
　　政策补偿包括国家出台的促进农业水权转让合理进行的相关政策法规。
通过法规从法律上限制不合理的农业水权转让，从而更广泛地保护农业水权转让中受影响者的权益。
　　4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解决的是“补偿多少”的问题。
补偿标准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是指农业水权转让中的受益者或政府补偿受损者的补偿额。
另一方面指在包含多个补偿主体时，在不同的补偿主体间补偿额的分摊标准。
　　补偿标准的确定首先需要合理评价农业水权转让的影响，明确影响的范围、时间、程度等。
农业水权转让影响的范围包括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涉及农业用水者、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生态
环境等对象，因此，在进行影响评价时需要综合考虑农业用水在农业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中的
功能进行评价。
如对于农业用水在维持农村互助合作的传统，促进乡村自治管理，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等方面的功能，
目前的研究很少考虑到。
由于农业生态系统和水文系统的复杂性，农业水权转让影响具有时间效应，许多影响可能在短期内不
会显现出来，因此在进行影响评价时必须要考虑水权转让的长期潜在影响。
　　在补偿额的分摊方法上，已有方法包括：按照各受益方从水权转让中获得的收益进行同比例分摊
，这需要对各受益方在水权转让中获得的收益进行精确计算；通过分析各受益方对转让影响的贡献大
小，根据合作博弈模型进行计算。
　　5补偿保障机制　　补偿保障机制是指保障农业水权转让补偿顺利实施的机制。
补偿保障机制需要解决的是补偿具体怎么操作的问题。
补偿保障机制的功能需要涵盖农业水权转让影响评价、农业水权转让补偿方式确定以及农业水权转让
补偿标准确定等方面。
补偿保障机制需要为农业水权转让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协商的平台，让各利益相关方就补偿相关事项进
行平等协商。
补偿保障机制也需要为农业水权转让补偿提供咨询平台。
如组织相关专家对农业水权转让影响进行评价，对各受益方的收益状况进行评估等。
补偿保障机制也需要提供农业水权转让的信息公开和申述的平台，以使各利益相关者能及时发现农业
水权转让对自身的影响，随时监督农业水权转让补偿的效果并提起申述。
　　6我国农业水权转让补偿现状分析　　我国农业水权转让以政府或灌区代表农业用水者参与水权
转让为主。
农业用水者参与水权转让主要是小型的农业内部的水权转让，如张掖水票制水权转让。
　　我国农业水权转让中的受益者包括直接参与水权转让的地方政府、灌区和买水方。
受损者包括未参与水权转让的农业用水者、灌区、第三方利益相关者和生态环境。
　　我国农业水权转让补偿还仅仅停留在补偿受到影响的农业用水者和灌区，对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利
益相关者和生态环境尚未给予补偿。
多数补偿为受益者补偿，即由买水方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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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方式以实物补偿为主。
即由受益方通过投资进行灌区节水改造或兴建节水工程的方式对灌区和农业用水者进行补偿。
　　在补偿标准的确定中，主要通过分析农业节水工程的投资和适当的运行维护费用确定。
少数案例依据农业水资源的机会成本或获取成本来计算补偿标准。
如东阳义务水权转让中转让费的确定，诸暨市工业用水补偿农业用水的尝试。
在水权转让涉及多个受益者时，各受益者间补偿费的分摊方式多通过协商确定，尚缺乏明确的补偿额
分摊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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