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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国人均水资源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缺水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实现水资
源优化配置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是解决我国缺水问题的重要措施。
通过建立水权制度，有利于加强水资源管理，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合理保护，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水资源保障。
2000年10月22日，水利部汪恕诚部长在中国水利学会第一届学术年会暨七届二次理事会上作了《水权
和水市场——谈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手段》的讲话，从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水资源
可持续利用的高度，深刻地分析我国水资源的形势，系统地阐述了水权和水市场理论，提出了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新思路。
汪部长的讲话在水利系统乃至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理论讨
论。
部分流域和地区先后开展了水权分配和水权转让实践，探索利用水权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为水资源
的管理和合理配置提供更为有效的模式。
为了系统研究水权制度的内涵及初始水权的配置，规范水权转让行为，总结实践经验，有效指导我国
水权分配及转让实践，全面推进我国水权制度建设进程，2001年11月，根据水利部领导的指示精神，
由水利部政策法规司主持，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水利部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水权制度研究》，
并组织国内研究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子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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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水权制度研究》是根据《中国水权制度研究》总报告和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编写而咸。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水权制度研究》总报告的研究成果，主要从水权的理论研究入
手，根据国外水权制度理论和实践，结合我国水资源现状、水权理论探索以及水权转让实践，对我国
建立水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研究，深入分析了初始水权配置与水资源使用权转让等问题
，系统提出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框架及政策建议。
第二部分是《中国水权制度研究》的，专题研究报告的主要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水权制度建设框
架、转型期中国水资源产权问题、水权转让管理制度、加入WTO对中国水利的影响以及水权的法律界
定及有关经济问题、水权的初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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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水权的理论分析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与产权（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市场经济是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制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企业在生产与消费决策中起主要作用，价格体系、市场体系、利润体系、
刺激和报酬体系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
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生产什么，企业之间的竞争决定如何生产，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刺激决定企业总是
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条件下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生产商品，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为谁生产取决于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个人收入。
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消费者的需求、企业的产品供给和生产要素的供给通过市场交易来协调。
在市场经济中，首先必须建立一套权利体系，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以得到和使用投入、商品、服
务和环境，以及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即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可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情。
产权是权利体系的核心。
产权的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产权不是指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指由人们对物的使用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
系，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受益、受损、相互之间进行补偿的规则。
产权是交易的基础。
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都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
但其实质是权利的转让。
当一个人购买土地时，并不需要土地本身的移动，只需要得到某些规定的权利就可以利用这块土地。
即使购买日用消费品，交易的基本特征也不是物质上的移动，而是使用该物品权利的转移。
例如偷窃可以实现物品在物质上的转移，但不是交易。
因此，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必须是明晰的、专有的、有效保障的和可转让的。
产权是明晰的，任何物品的所有权必须能保证所有者拥有其财产和禁止其他人使用这一财产。
如果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就无法进行交易，一个人不能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进行交易，也不会愿意
为不能保证他可以使用的商品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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