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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资源经济学不仅是资源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
由于水资源的不可替代性和日渐稀缺性，资源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水问题的研究，在一系列水资源经
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水资源经济学。
所谓水资源经济学就是研究曰渐稀缺的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经济科学。
水资源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使消费者以同样的水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用满足或者以尽可能
少的水资源消耗获得同样的效用满足，使生产者以同样的水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产出水平或者以
尽可能少的水资源投入获得同样的产出水平。
    《水资源经济学》由阐述水资源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及总体框架等的引论
，和展开的”八论”即水资源危机论，水资源供求论，水资源定价论，水资源效率论，水资源产权论
，水资源保护论，水资源节约论，水资源对策论，共9章组成。
是适合于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层次阅读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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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满洪，男，1963年2月出生，教授，浙江东阳人。
现任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浙江理工大学生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浙江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
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
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研究”等20多个项目的研究，在《经
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发表《环境经济手段研究》（独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
技创新》（合著，第一作者）等论著多部，4项成果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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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1.1.2 水价制定的特点　　（1）水价应包含资源水价和环境水价。
相对于一般商品而言，水资源属于生产要素。
因此，在使用水资源时，应向要素所有者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便构成了资源水价。
资源水价是用水户为了获得水资源的使用权而向水资源所有者支付的货币金额，它是水资源产权在经
济上实现的重要形式。
水资源的使用具有外部效应，用水户在将水资源用于生产和生活时往往会污染他人或者公共的水环境
。
为了减少用水户对水环境的污染，应根据用水户对他人或者公共水环境的污染程度，征收相应的环境
水价，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因此，合理的水价也应包含环境水价。
　　（2）水价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
由于供水在生产和销售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如生产经营的垄断性、销售地区的局限性、用水户对供
水企业的不可选择性以及供水的社会公益性等特性，决定了水市场是准市场，供水价格不宜直接通过
市场机制形成，也不宜由供水企业自行定价，而应由政府定价。
水价受水资源总量、水资源开发状况、水资源需求量、用水效率、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阶段等众多因
素的影响。
只有政府才能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科学合理地制定水价，并根据条件的变化灵活
地调整水价。
政府定价不仅能规范水价、约束水价，还能调节供需关系，抑制水资源浪费。
因此，水价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
　　（3）水价应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
虽然水资源的特点使得水价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但是政府在制定水价时必须考虑水资源的供求状
况，使得水价能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
如果水资源过剩，则宜适当降低水价；如果水资源短缺，则宜提高水价。
　　4.1.2 水价制定的原则　　4.1.2.1 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效率原则是指水价制定应符合资源配置
的有效性原理。
水资源效率根据其内涵的不同可以分为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社会效率。
技术效率关注的是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成本最低时的要素组合；配置效率关心的是资源是否实现了
最优利用；社会效率则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应服从社会效率。
应通过合理的水价制定，使水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领域，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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