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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塔里木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现状、水价资料及相关的调查，对塔里木河流域农业水价调

整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根据塔里木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过程、特点、效应与价格形成机

制，从流域水资源利用和管理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未来流域农业水价进一步调整的主要目标、指导

思想和基本原则。同时基于水价调整的 % 重价格理论、水资源费种类的进一步细分，立足生态需水

的环境水价计量分析，探讨了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价格理论，阐明了未来流域农业水价进

一步调整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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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水价调整仍然以工程水价为主，虽然征收

水资源费，但是收费偏低，且属于捆绑式水价，不能

体现对水资源配置和优化利用的调节作用［=!A］。在

农业水价调整中，一方面水资源费的相关研究仍然

需要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虽然环境水价在城市水

价中有很多研究［=!%］，但在农业水价调整中研究较

少。塔里木河流域（以下简称塔河流域）>>B以上的

水资源以农业利用为主，而且水资源日益稀缺和水

资源的浪费并存，尤其是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

重。为此，探讨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基本理论，对指

导未来塔河流域水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 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现状与存在的

问题

!"! 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现状

塔河流域农业水价的调整大致经历了 !# 世纪

$# 年代以前的低价、$# C ># 年代的小幅调整和 >#
年代以后快速大幅调整的 % 个阶段。目前水价 #D#!
C #D#% 元 E 3%，逐步接近成本价，个别地区已达到成

本价。作为两部制水价中计量水价的一部分，塔河

流域 从 !### 年 开 始 征 收 水 资 源 费，征 收 标 准 为

#D##= 元 E 3%；而干流从 !##% 年开始征收，征收标准

为 #D##% > 元 E 3%，流域统一的水资源费标准约为

#D##% 元 E 3% 左右。

农业水价调整的显著特点是以工程水价调整为

主要内容，以达到和弥补供水成本为主要目标。因

此，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后，供水部门的水费收入

大幅增长，水费的征收率控制在 $#B C >#B，兵团

可达 =##B。供水部门的调查和相关资料表明，水

价调整有助于促进水资源管理、提高供水能力；但用

水户的调查表明，当水费上涨 = 倍时，><B以上的

用水户选择种植经济作物，%B的用水户选择不种

地，!B的用水户表示无所谓，而占 ><B以上的农户

对节水了解很少。

!"# 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存在的主要问题

$% 基于工程水价的农业水价调整未能充分发

挥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作用。塔河流域

!# 世纪 "# 年代和 ># 年代的两轮土地开发加剧了水

资源的稀缺程度，而且今后仍将不断加剧，这实际上

是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根本原因。但这在以工

程水价为主的农业水价调整中并未体现，尤其在农

业水价接近成本价时，水价进一步调整的机制不明。

&% 农业水价中水资源费低且属于捆绑式水价，

不能起到调节水资源配置的作用。目前水资源费作

为水价的一个构成部分，只是国家水资源权益的体

现，不仅征收水平低，而且隐含在计量水价中，难以

起到调节水资源配置的作用。如何基于 % 重水价理

论，发挥水资源费的调节配置作用，应当是流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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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调整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 现行农业水价及其调整未能起到对塔河流

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调控作用。塔河流域的生态环境

问题主要是由于源流及干流上中游用水挤占了下游

的生态用水。目前应急输水虽然起到了恢复生态环

境的作用，但长期生态用水保障的问题未得到解决，

而且流域未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还将使流域生态

环境用水被进一步挤占，现有生态环境的维持和保

护问题不能不加以考虑，因此，基于生态需水的环境

水价是未来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 农业水价计量到户管理薄弱，缺少节水激励

机制。在塔河流域，供水机构按用水量（!"）计价，而

大多数农户仍然是按面积折算，分摊到单位面积的

水费很多。据其他地区调查资料显示，摊派高达实

际水价的 #$$%以上。一方面低水价使节水的收益

太低，缺乏激励；另一方面，节水减少了供水部门的

收入，同样对供水部门缺乏激励。显然在未来水价

调整中，探索节水的经济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 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价格形成

理论分析

$%& 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未来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目标是：建立基

于资源和环境水价的农业水价调整的差别价格体

系，探索基于水价调整的流域水资源管理机制，实现

流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维持和保护流

域生态环境。未来流域农业水价的调整是在行政管

理体制下，从需水角度研究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利用

的经济管理体制。为此，未来水价调整需要遵循以

下基本原则。

’" 稀缺性原则。农业水价调整是政府依据水

资源稀缺性和供求变化来调整水价，不单纯是政府

行为，更是一种准市场机制。

(" 差异性原则。即建立阶梯式农业水价，调节

水资源自然禀赋的收益差异、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产

生的水资源稀缺价值的时空差异、不同用途水资源

的收益差异、超定额用水的价值差异与生态建设目

标不同的环境水价差异。

!" 生态环境保护原则。农业水价调整应当体

现生态用水的价值，实现塔河流域水环境外部成本

的内部化，保证生态环境用水，促进生态环境的维持

与保护。

#" 节水激励原则。建立基于水价调整的经济

激励机制，调动供水和用水双方的积极性，促进水资

源的节约利用。

)" 承受能力原则。塔河流域水价调整应当立

足区域实际，兼顾用水户负担、用水效率和不影响水

费征收的原则，这是流域农业水价调整得以实施的

重要保证。

* " 制度化原则。塔河流域应当从制度管理层

面进行相应水价调整的研究，促进从工程水价管理

向资源水价管理的体制转变，建立适合塔河流域的

新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 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价格形成机制

’" 农业水价中的水资源费是未来流域调节水

资源配置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水价的 " 重构成

理论主要强调资源水价对水资源利用和配置的调节

作用［#!"］。塔河流域 &&%以上的水是农业用水，而

且目前水资源费纳入水价主要是作为国家水资源所

有权收益，并未作为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利用的重要

经济手段；如果水资源费不仅是国家水资源权益收

入，而且具有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利用的职能，那么水

资源费与资源水价的内涵和外延就具有了统一性，

这也使资源水价与水资源费的统一更具有了实际可

操作性。因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依

据塔河流域的特征，对水资源费的内涵和外延作了

进一步界定。具体水资源费种类划分包括："水资

源绝对水租。与土地绝对地租内涵相似，反映水资

源所有权及其转让产生的权益收入，是水资源所有

权的具体体现。目前塔河流域的水资源费可以认为

是这种形式。#水资源级差水租反映了水资源自然

禀赋的差异造成的水资源利用的权益收入差别，主

要调节塔河流域不同区域水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水

资源利用收益差别。$水资源稀缺价值主要反映塔

河流域水资源的稀缺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对水

资源费价值的影响，是调节水资源利用的重要经济

手段和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主要内容之一。%水资

源的选择价值反映水资源的不同用途选择产生的水

资源费收益差别，而目前在塔河流域水资源用途存

在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与生态用水的选择和将来农

业用水向工业用水转变的选择，这使水资源费价值

差别有利于未来用水结构转变和利用效率提高。&
超定额用水的水资源费价值主要反映在一定定额内

水资源费实行一般价，对于超定额用水实行高的、分

等级的阶梯价格，目的解决在塔河流域一方面水资

源稀缺，另一方面用水定额高、浪费比较严重的难

题，促进以节水及其技术推广为中心的水资源高效

利用。

总之，农业水价调整中，不同的水资源费类型不

仅使水资源费的调节、配置和利用更具有针对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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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流域水资源调节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相一致。

!" 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水资源费价格形成的

理论机制。在有关水价调整研究中，水资源的稀缺

度越高，水资源费越高［!!"］。显然水资源费价格形成

应以潜在市场供求形成的机制为基础，这是水资源

市场价格形成的理论基础。但是，现在水资源管理

实行的是行政管理，缺少水资源费价值形成的水市

场和定价机制，无法形成水资源交易和交易价格，只

能由政府定价。在塔河流域，如果政府可以根据水

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条件调整水资源费的价格，那

么在行政管理体制下，水资源费不单纯是国家所有

权收益的形式（水租），而是可以基于水资源稀缺价

值等形式，利用潜在市场机制调节水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高效利用，体现资源水价的特征。因此，这种基

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水资源费价格的准市场机制不仅

是向水资源市场管理机制过渡的一种中间形式，而

且能很好适应塔河流域现今水资源行政管理体制。

#" 基于生态用水的塔河流域环境水价是未来

农业水价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目前，生态需水

的保证不仅是塔河流域现有生态环境维护的关键，

也是流域下游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的核心要素。实际

上，向塔河流域下游的应急输水主要是为解决流域

生态用水不足的问题，使塔河干流的生态环境能够

有所恢复。因此，基于生态需水的环境水价调整可

使流域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避免和缓解流域生产

用水对生态需水的挤占，促进流域生态环境维持和

恢复重建，解决向干流应急输水的长久水源问题。

以现有生态环境维护和以生态环境恢复重建为目

标，存在不同环境水价调整的价值计量和计价模型

的确定问题，这是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重要研

究内容之一。

$ 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研究的主要

问题

$%& 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水价模型

’" 水资源费的计量和计价模型。基于上述分

析，根据水资源费的进一步细分，水资源费的调整研

究分为 # 个部分："水资源绝对水租的计量和计价

模型；#水资源级差水租的计量和计价模型；$水资

源稀缺价值的计量和计价模型；%水资源选择价值

的计量和计价模型；&超额用水价值的计量和计价

模型。

!" 生态需水的价格计量和计价模型。生态需

水的价格确定和计量又可分为两部分："维持现有

生态用水目标的生态用水价格计量；#基于目前生

态恢复重建目标的生态用水的价格计量和环境损失

计量。

#" 工程水价的计量和计价模型。塔河流域工

程水价的确定和计量，主要是在现有成本水价调整

基础上，进一步核定成本，使水价调整到成本水价。

目前工程水价调整的理论、方法和实践已经相对比

较成熟，而且塔河流域水价的调整已经接近了成本

价，显然在塔河流域的农业水价调整中，水资源费和

环境水价的研究是今后应当重点探讨的内容。

$%( 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的效应与补偿

机制

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在不断进行，但是水价

调整是个敏感问题，涉及用水户的负担能力和节水

补偿问题，这不仅影响现行塔河流域的水价调整，而

且必将成为塔河流域农业水价进一步调整的重要因

素。另外，对落后的塔河流域地区，农业水价调整尤

其应当加强基于水价调整效应、农户用水负担机制

和节水补偿效应的研究，以便指导未来农业水价调

整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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