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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方法#对农民用水者协会这种制度创新的思路进行可行

性分析和绩效评价#并论证了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一种农村合作组织#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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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主要位于我国经济欠发达的陕西省境 内%
近年来!该流域在农业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出 现

了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而

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如何解决渭河水资源尤其

是农用水资源短缺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传

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的

手段!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工程和技术的手段固

然十分重要!但水资源管理不善也是导致水资源 短

缺问题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世 界 银 行!!AA@$%特 别 是

在农村!农田灌溉用水供给制度由于长期沿袭计 划

经济 的 政 府 供 给 制!改 革 滞 后!造 成 农 用 水 供 给 不

足!水资源缺乏时!农民争水抢水’水资源充沛时!浪

费严重’基础设施有人用无人管!缺乏基础设施的投

资激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呢？本文认为

深层次的原因是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农民之间缺 乏

有效的组织和合作!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而引发 公

共水资源的无效供给%因此现有的农村公共水资源

供给制度急 需 创 新%近 几 年!在 渭 河 流 域 兴 起 了 一

种称为农民用水者协会的农村合作组织!这种组 织

制度是不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创新？能否促成农民们

的集体行动并实现农村公共水资源的有效供给？这

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回顾

公共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传统的公共物品

理论认为!公共水资源一般应由政府提供!但实践已

经证明了完全由政府提供常常又达不到预期理想的

效率和效果%二 十 世 纪A=年 代 初 美 国 著 名 学 者 埃

莉诺(奥 斯 特 罗 姆#c&a48:$;!!AA=$另 辟 傒 径!提

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研究 了

)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
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

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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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共同收 益!的 问 题"她 的 研 究 工 作 给 了 我 们 一

个启示#即在理论上讲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 理

公共池塘资源是可行的#通过公众参与$建立合作组

织能够解决小范围的公共水资源的供给问题"
在奥斯特罗姆提出%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

观点之后#很多学者又从不同视角对公共水资源 供

给问题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对公众参与和合作 组

织等制 度 安 排 进 行 了 深 入 探 讨"_.,30%B&_L:.D
+$#]%$>$QL+Z&].;$+$6.1&<==!’认 为 在 传 统 的 水

资源管理活动中#僵化的管理体制&包括法律$政 策

和管理机 构’是 实 现 水 资 源 有 效 管 理 的 最 大 障 碍"
他们提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水资源管理活动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包

含水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水资

源管 理 决 策 中 的 公 众 参 与 问 题"(0MMYLN8$+I
($*+4$+&<===’$(L1$>7&d.e+0&<==!’$c48*0:7&
Y3+,3;L:$#’QL%L*TL9&_LQ3%3&<==@’分 别 从 墨

西哥$巴基斯坦$坦桑尼亚三国的案例研究了农业公

共水资源的供给问题#他们分析了水资源管理过 程

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强调了水资源综合管理需 要

公众成员的参与才能实现"上述研究从不同国度公

共水资源管理现状出发#讨论了在公共水资源管理制

度创新方面#提倡公众参与$发展用水者协会是综合

水资源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必要的步骤#但在组织机制

和集体行动逻辑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研究还较少"
我国学者对水资源供给和管理问题也进行了较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赵保璋&!AAF’$冯尚友&<===’$
吴季松&<==<’$林 洪 孝&<==@’等 学 者 研 究 了 我 国 的

水管理体制#分析了水资源管理现存的问题#提出在

水资源供给和 开 发 利 用 过 程 中#应 运 用 法 规$行 政$
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对人们的

涉水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以保障水资源合理开 发

利用和有效供给"他们的研究虽然涉及了公共水资

源问题#但只是讨论了水资源管理中的一些宏观 问

题#未对公共水资源的组织供给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具体到农村合作组织和公共水资源供给的关系问题

研究上#国内学者的观点有点杂乱#不管是理论还是

实证方面#都 没 有 形 成 一 个 完 整$统 一 的 分 析 框 架#
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缺乏可比性#结论也经常出现 相

互冲突"有的肯定用水者协会在公共水资源供给问

题上的显著成效&张陆彪$刘静$胡定寰#<==@’(也有

的认为用水户参与分配模式在现实中实施难度很大

&雷玉桃#<==W’(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水资源必须

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庄之间合作 与

互补的供给机制&贺雪峰$罗兴佐#<==F’"
近年来#有学 者 通 过 经 济 社 会 学 特 别 是 社 会 资

本的研究视角给合作组织和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解

释"乔纳森)艾沙姆&($+L8*L+K4*L;’和 萨 托)卡

科内&]L83dL*̂$+0+’研 究 了 印 度 尼 西 亚 供 水 系 统

工程时#认为社会资本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了村民

组织和管理公共水资源的能力"本文试图也从社会

资本这个视角出发#把合作组织自主治理作为一 种

制度安排#试图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理解如何通

过合作组织达成集体行动来实现公共水资源的有效

供给"
二&农村合作组织" 和公共水资源的供给

!一"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社会资本#很 多 学 者 有 不 同 的 界 定 和 认 识"罗

伯特)普特南&f$>0:8Z38+L;#!AA@’将社会资本定

义为社会组织 的 特 征#如 信 用$规 范 和 网 络 等#它 们

能够给整个社区创造外部性#它们能够通过促进 协

同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詹姆斯)科尔曼&(L;04)$%0D
;L+#!AA=’从更广泛的层次对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进

行了分析#他 把 社 会 资 本 定 义 为%一 系 列 不 同 的 实

体#这些实体都具有社会结构的特征#并且能够促使

结构内部 的 参 与 者 行 使 某 种 行 为!(福 山&93̂3NLD
;L#!AAW’的定义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相

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互惠性规范潜

在地存在于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交 往 之 中!"尽 管 不 同 的

学者给社会资本下了不尽相同的定义#但这些定 义

具有相同的内核#那就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可以 带

来收益和价值的资本形态"本文把社会资本界定为

一种社会关系网络和制度资源#是社会组织中能 够

通过促进协同提高社会效率的各项特征#如信任$互

惠和共享等#它是集体行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 定

因素"它有如 下 作 用 机 制*经 济 行 为 人 之 间 通 过 社

会网络的重复交往将增加行为人之间的信息#减 少

交易 成 本#提 高 信 息 流 通 并 提 高 合 同 的 实 施 效 率"
最终社会资本 通 过 增 加%囚 徒 困 境!中 的 合 作 机 会$
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财产资源的可能性 来

增加福利"
!二"社会资本的特征和测量

社会资本是 一 种 资 本#有 一 些 不 同 于 其 他 资 本

的特征"首先 它 能 够 在 使 用 中 得 到 积 累#它 既 是 集

体行动的投入又是集体行动的产出#一方面可以 产

生互惠互利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可能增加社会性 互

相作用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其次#社会资本活动

至少需要两个人#它具有公共商品的特征#具有生产

水平的最优 点"当 然#社 会 资 本 也 具 有 资 本 的 一 般

特征#它也需要 投 资#即 使 不 投 资 金 钱#至 少 也 要 投

资时间 和 精 力"维 持 社 会 资 本 需 要 花 费 一 定 的 代

价#一般花费的是时间"归结起来#社会资本的主要

特征是一个具有积累性质的存量#并能形成利益 关

系"本文研究的案例和其他经验文献表明社会资本

能够直接提高集体行动的能力"
社会资本和 人 力 资 本 一 样#直 接 测 量 即 使 非 常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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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研究方便!需要

使用各种替 代 指 标"很 久 以 来!人 们 使 用 受 教 育 的

年限和工作年限来代表人力资本!无数的经验研 究

已经证明了这种替代指标的价值!但在社会资本 的

研究中!还没有找到类似的能得到大家一直认可 的

指标"本文尝 试 用 信 任#互 惠 等 指 数 来 替 代 测 量 社

会资本!而信任互惠等是可以通过积累获得并不 断

得到提高的!即社会资本可以表示为信任#互惠等一

些因素的函数"
!三"引入社会资本的模型

农村公共水 资 源 供 给 具 有 正 的 外 部 性!它 对 私

人行为的激励有限!从而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就 显

得很重要了"有 一 个 问 题 引 发 我 们 思 考$为 什 么 有

的村庄能够很好地组织这类公共物品而另外一些村

庄却不能？

下文我们将追随布莱克%莱维&\06.’和德%梅

茨&Y0_0JL’&!AA@’使用一个表示提供公共物品的

初始模型"我们假设发起者提议为村民们考虑建立

一个公共水资 源 供 给 的 管 理 系 统&用 水 者 协 会’!前

提是要有为数众多的村民参与"村民们进行成本收

益分析来决定是否参加用水者协会!同时他们意 识

到自己的决定将影响到组织用水者协会建成系统的

概率"
@代表村庄里的村民数!$代表参与建立用水者

协会的初 始 村 民 数!"是 每 户 参 与 村 民 所 花 费 的 成

本"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协调行为变 得 更 加 容 易!
加速了信息的流动!结果是每户村民所花费的成 本

在村庄内社会资本水平中下降了!村民-从公共水资

源供给中获得的 个 人 收 益 为F&!由 于 村 民 的 社 会 资

本G&而得以增加!他参与公共水资源供给系统&用水

者协会’获得的总个人收益为7&G&!F&’"村民社会资

本对村庄从公共水资源供给系统&用水者协会’中获

得的总个 人 收 益 的 影 响 依 赖 于 村 庄 社 会 规 范 的 性

质"如果互惠规范强大!在村庄内有较强纽带的村民

&G&更高’可 以 从 合 作 中 获 得 更 高 的 回 报&或 净 回

报’"而通过强化他们的地位和参与村庄的创新活动

!7&G&!F&’$="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假设

这些收益是G&和F&的一个附加物!因此!如果互惠规

范得不到提高!那么!一个村民和村庄有较强的联系

纽带而不关心村庄的公共水资源建设!而另一个 村

民十分关心村庄的公共水资源建设却与村庄的联系

不紧密!这两个村民能够从公共水资源供给系统 中

获得一样的收益"我们还假设7&G&!F&’%"&G’对所

有的-H!!<!((@都成立!这样一来!没有一户村

民愿意采取单独行动"
假设在参与公共水资源系统&用水者协会’的村

民数中从中获得的收益是线性的!于是第-户村民从

参与公共水资源系统&用水者协会’中获得的额外收

益等于每户额外参与系统村民获得的收益F&"因此!
如果+个其他村民参与其中!那么第-个村民的收益

会 增 加 F&+"+ 个 其 他 村 民 参 与 系 统 的 概 率 是

I+&+︱@J!!G’!它是村庄内其他村民&@J!’和村

庄内社会资本水平&K’的函数"如果第-个居民参与

&没有参与’!只有当+&$J!&+&$’时!公共水资源

供给系统&用水者协会’才能成立"假设参与系统的

初始人数$由提供建设计划的发起者决定!因此!它

外生于村民的参与决定"如果第-户村民参与系统的

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那么!它将会参与其中$

F&’
@H!

+H$J!
+I+&+)@ J !!G’L *7&G&!F&’J"&G’+M

’
@H!

+H$J!
I+&+)@J!!G’$F&’

@H!

+H$
+I+&+)@J!!G’!&!’

表达式!中第一项代表了至少&$J!’个村民同

意参加该系统!则第-个村民参加系统的期望收益"
因此!系统建成了!公共水资源就得到 了 有 效 供 给"
表达式的第二项表示第-个村民对自己的贡献的直

接期望净收益"不等式右边项表示假设第-个村民决

定不参加系统 而 该 系 统 又 建 立 了 的 期 望 收 益&不 具

备排他性’"
!四"其他一些变量的分析

公式&!’也可以用来说明其他一些变量是如何

影响建立这类系统的概率"这里主要分析两个变量$
群体规模和村民的同质性#"小规模表示成员数量有

限!有利于发挥协同性!同质性意味着有较好的社会

资本!容易形成较好的合作文化!能增加农民用水者

协会的内聚力!这都是影响农民用水者协会成员 效

用函数的 重 要 参 数"比 如!如 果 随 着 参 加 人 数 的 增

加!协调行动变得更加困难!那么村庄内的村民数将

会降低建立公共水资源供给系统的概率"另一方面!
规模较小的村庄意味着可能有更多潜在的村民参与

到系统建设中!因此!一个给定的初始人数$就更容

易达到"如果教育能够提高人们从公共事务中获 得

的期望收益!那么教育也能提高合作的概率"村庄中

村民的同质性程度也可能影响合作水平!可能是 正

面的$由于有强大的社会纽带!合作的 可 能 性 更 大,
也可能是负面的$同样的纽带可能强化人们的思 维

惯性!难以改变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但 总 的 来 说!
正面影响要大于负面影响"由于村民的同质性!即共

同的语言#道德标准和收益期望等!同一村庄村民之

间的相互了解!对本地区水源在一年的不同时期 的

时空信息也很清楚!在共同行动中的成败得失利 益

攸关!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危害现象的发生!
村民们更易于达成协议和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了 农

民用水者协会制度的凝聚力!使小而有凝聚力的 农

民用水者协会就成为公共水资源供给系统管理的有

效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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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公式"!#中我们还不能得到社会资本影

响公共水资源系统建设概率的决定因素$然而个 人

社会资本和村庄社会资本能够影响个人参与系统建

设的成本和收益!这一点已经是很清楚的了$正如前

面所提到的!村庄社会资本的增加会降低参与集 体

行动的成本""G#$另外!如果互惠规范较强!我们希

望村庄 社 会 资 本 能 够 提 高 参 与 的 直 接 收 益7"G&!
F&#$这些影响降低了公式!中参与的期望私人净成

本!增加了村民参与的概率$
另外我们要 注 意 的 是!在 公 共 水 资 源 供 给 过 程

中面临集体行动困境时!合作组织作为被选择的 新

的制度供给!虽然它会使所有人的境况变得更好!但

这种新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需要解决相 互

监督和委托 代 理 问 题$而 只 有 规 模 较 小%成 员 同 质

化程度高且职能单一的合作组织!公共需求偏好 显

示和排序的成本较低!才更容易实现对代理人的 问

责和提高回 应 性$也 就 是 说!小 规 模 农 村 合 作 组 织

在解决相互监督和委托代理问题%实现公共水资 源

的供给方面更具有优势$小规模和同质性给予了每

个农民长期试错和重复博弈的机会!声誉机制和 谋

求长期稳定利益的期望!使农村公共水资源使用 者

的用水策略更接近于长期合作动态博弈!是&讨价还

价’形式!而不是非合作静态博弈$这种长期试错和

长期合作动态博弈的结果!就为长期自主协商灌 溉

合作组织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
三&经验验证及结论

农民用 水 者 协 会 是 农 村 合 作 组 织 中 的 形 式 之

一!是一种新 型 的 参 与 式 管 理 国 际 化 通 用 模 式$在

渭河流域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之前!从农业用水 情

况看!水浪费严 重!水 费 征 收 率 低!用 水 纠 纷 和 矛 盾

较突出!水资 源 利 用 效 率 很 低$农 户 之 间 基 本 上 是

完全独立的!没有组织%合作关系!造成投资浪费%效

益低下$自<===年 来!陕 西 省 先 后 在 渭 河 流 域 交

口%石堡川%冯家山和宝鸡峡等大中型灌区进行了农

民用水者协会的改革试点!开展参与式管理体制 改

革和发展农民用水者协会$目前全省共组建了!=W
个农民用水者 协 会!管 理 斗 渠!="E条!涵 盖 灌 溉 面

积!C=万亩!涉及!F万个农户$以用水户协会为主

要形式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成立后!通过互助合作!
自我服务!民主管水!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灌区田间

工程有人用%没人管%水费计收难%水资源浪费%工程

设施破损严重等问题!增强了农民民主管理意识!改

进了工程维护和田间灌排服务!减轻了农民不合 理

负担!促进了节约用水$通过前后对比!我们可以看

到!由于公共水资源权利落实到具体的农民用水 者

协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之间的用水矛盾!
减少用水纠纷!也有效地解决了水费征收困难%维修

经费不足等问题!还增强了农民的水商品观念和 用

水户的节水意识$用水者协会这种农村合作组织有

助于促成农民集体行动开展合作!有助于实现公 共

水资源的有效供给$
当然!农民用 水 者 协 会 由 于 自 身 的 不 完 善 在 发

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内在规范不健全!机制

不完善等!使农民用水者协会在一些地方发展缓慢!
甚至停滞不 前$探 究 其 中 的 原 因!有 学 者 认 为 主 要

是在于农村公共水利灌溉设施的产权不清!仝志 辉

"<==W#把根源归结为在离开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

合作制度后!村 庄 的 合 作 文 化 在 逐 步 丧 失$家 庭 承

包以后形成的独立分散的农民个体!组织成本"协调

费用#高昂!在农村公共水资源供给上达成合作的协

议非常困难$本 文 认 为!农 民 用 水 者 协 会 虽 然 在 一

定程度上能够节省交易成本!但是如果协会成员 的

异质性较强!协会成员的组织规模较大!协会成员缺

乏社会资本!这种松散的自愿组成的组织就缺乏 足

够的强制力和 约 束 力!它 就 不 能 有 效 克 服&搭 便 车’
行为$作为一 个 合 作 组 织 的 群 体!必 须 有 适 当 的 监

督和制裁!他们必须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激 励

他们自己"或 他 们 的 代 理 人#去 监 督 人 们 的 活 动%实

施制裁!以保 持 对 规 则 的 遵 守$而 现 有 的 农 民 用 水

者协会在监督%制裁和激励的机制方面还不完善!有

待不断进行 改 进$事 实 上!目 前 大 多 数 成 功 组 建 起

来的用水者 协 会 要 么 是 有 一 个 高 声 望 的 团 体 领 导!
要么该村庄有 着 较 好 的 合 作 文 化"社 会 资 本#!也 有

学者称之为强有力的村庄社会关联$
综上所述!渭 河 流 域 公 共 水 资 源 供 给 问 题 给 我

们的启示是(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一种农村合作 组

织!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它能促进农

民在公共水资源供给上的集体行动!它能够改善 目

前农村地区公共水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可以为 社

会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务$在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时期!我们应该根据各地环境条件和社 会

资本 的 差 异!村 庄 合 作 文 化 的 不 同!村 民 群 体 的 特

征!对农村公共水资源投资和供给主体进行有效 的

制度创新!对 农 民 用 水 者 协 会 积 极 引 导%合 理 规 范!
要在规模较小的村庄试点并逐步普及合作组织!要

培育村民良好的合作文化!并注重村庄社会资本 的

积累!才能实现农村公共水资源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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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F页$
另一个现象是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支出率一直处于

基本稳定的状态!例如美国!!AC=年时国家支出率是

@EX!"_34,:L60!!ACF#!到!AA"年时!如前所述!
美国的国家支出率是@@&@X$这就使我们对政府参

与经济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美国和英国不是信 奉

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吗!那为什么他们的 国

家支出率并 没 有 相 应 地 减 少 呢？ 法 国%外 交 世 界&
!AAE年第<期曾刊载过这样一句话’(德国和英国都

属于相信自由贸易的国家!就像儿童相信圣诞老 人

一样$)果 真 如 此 吗？ 曼 昆"_L+̂.T#在%经 济 学 原

理&"Z:.+1.S%04$Mc1$+$;.14#一 书 中 引 用 了 亚 当*
斯密!"WW年的一段评论’(除了和平+简易的税收和

可容许的司法管理之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变 为

一个最富裕的国家并不在需要什么$)实际上这种片

面摘引亚当*斯密话的做法!并没有全面反映亚 当

*斯密的 思 想!因 为 在 这<!年 之 后!即!""E年 的

%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才更加全面$朱绍文教授通过

与格拉斯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的交流!两人都坚 定

地排除了传统的看法!提出(斯密的经济理论不仅仅

是经济自由主义!同时斯密还是一位政府干预论者!
在%国富论&中随处可见"朱绍文!<===#)$这种对斯

密经济理论的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对我们今天不 求

甚解的学界来讲是一个有力的刺激$正是在这些前

辈的指点下!我 们 重 读%国 富 论&会 避 免 新 自 由 主 义

对斯密经济理论所造成的扭曲$例如斯密在论述君

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

关和公共工程时!强调指出’(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

人或少数人 出 来 创 办 或 维 持$并 且!随 着 社 会 发 达

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的大小也 非

常不同$)再例 如!斯 密 在 研 究 了 从 希 腊 罗 马 各 共 和

国到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的教育问题后!提出了 青

年教育设 施 的 费 用 问 题!他 认 为(在 文 明 的 商 业 社

会!普 通 人 民 的 教 育!恐 怕 比 有 身 份 有 财 产 者 的 教

育!更需要国 家 的 注 意$)因 此 他 建 议 国 家 在 各 地 所

设立的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

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基本 的

教育了$)还例 如!在 退 税 问 题 上!斯 密 强 调(只 有 输

出品真正输出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 时

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又例如!在对待制造业

问题上!斯密强调(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

需!那么靠邻国提供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

法$如果这一 种 制 造 业 非 奖 励 即 不 能 在 国 内 维 持!
那么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制造业!
亦未必就是不 合 理 的$)因 此!面 对 市 场 的 失 灵 和 资

本的垄断!是 需 要 政 府 干 预 的$特 别 是 像 中 国 这 样

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要有力地纠正市场扭曲 或

市场缺陷!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四 大

优势’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交易成本"斯蒂格利

茨!!AAC#$在(市场神话)方面!我们不能过于天真$
曼昆的说法值 得 注 意’_L:̂08M$:10!S:$S0:%N:0Q.D
:0180Q!L:0$M80+8*0>048:0;0QNM$:;L:̂08ML.%D
3:0&"’&G:0,$:N_L+̂.T !1*LS80:!=#"只 要 适 当

地重新调整方向!市场的力量往往是解决市场失 灵

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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