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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与水权交易的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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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管理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对科罗拉多河管理历史及当前发展现状

的研究，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对我国水资源管理的启示：水权的明晰对水资源利用的

重要性，相关利益主体参与的必要性和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路径应该选择自下而上的渐进改革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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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罗拉多河的水权分配历史：稀缺性与产权

! ,! 科罗拉多河简介

科罗拉多河起源于落基山，是由山顶融化的雪

水汇聚而成。流域面积接近 $" 万 /0!，覆盖 ( 个州

和 !# 个印第安部落。虽然科罗拉多流域面积广阔，

但仍是一条小河流，年平均流量只有密西西比河的

&1左右。

科罗拉多河在科罗拉多高原间盘绕流动。古老

西部的农场、山矿和保留地与新西部的国家公园、滑

雪胜地和郊区风景共同享受这河水的滋润。但是问

题也随之而来。科罗拉多河奔流出亚利桑那大峡谷

后，又转流入索诺兰沙漠，流经墨西哥，最后注入加

利福尼亚湾。

! ," 科罗拉多河水权纠纷的起源和解决

由于美国西部水资源的稀缺，科罗拉多河成为

美国水权纠纷最多，并且争议持续不断的河流。&.#
多年前由淘金热带来的西部大开发，使加利福尼亚、

内华达和亚利桑那等三个下游州对科罗拉多河水的

使用量突然大幅度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科罗拉多、

怀俄明、犹他、新墨西哥等 " 个上游州的严重不满。

为解决争端，( 个州的代表开始举行马拉松式

的谈判，对科罗拉多河水的使用权进行分配。&’!!
年 && 月在联邦政府商务部长的主持下，( 个州的代

表再次开会，经过 &. 天的 &( 轮谈判，最后达成具有

历史意义的《科罗拉多河契约》以下简称《契约》，根

据当时各州实际所需的用水量和将来的发展需求，

对科罗拉多河水的使用权进行了首次州际分配。州

际分配协议的达成使上下游州之间明确了各自的水

权，为科罗拉多河今后的水资源管理奠定了重要的

基础。

根据《契约》，上游 " 州（怀俄明州、犹他州、科罗

拉多州以及新墨西哥州）和下游 % 个州（亚利桑那

州、内华达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各分得 ’!2.. 亿 0%

的水权，即上游各州必须保证科罗拉多河在进入下

游地区时每年提供的水量不少于 ’!2.. 亿 0%。

《契约》签订了，纠纷并未了结。上、下游各州就

内部水权的分配爆发了新的一轮争端，这一轮争端

的解决主要是靠联邦政府的司法干预［&］。

从上游来说，就在批准《契约》的当年，上游的怀

俄明州就将科罗拉多州告到美国最高法院。经过长

期的争论，最终上游各州在 &’") 年达成了《科罗拉

多河上游契约》，根据契约规定建立了科罗拉多河上

游委员会负责协调上游各州之间的水务，同时分配

了 &’!! 年《契约》赋予的 ’!2.. 亿 0% 的份额。科罗

拉多 州 占 .&2(.1，新 墨 西 哥 州 &&2!.1，犹 他 州

!%1，怀俄明州 &"1。

而在下游，亚利桑那州没有按时批准《契约》，因

为该州认为其利益未在《契约》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而且《契约》没有将水直接分到每个州。亚利桑那担

心下游 % 个州分到的水权会被当时发展迅速的加州

抢先占光。此后亚利桑那州多次将加州置于最高法

院的被告席上。

&’$% 年，最高法院对亚利桑那州告加州一案做

出判决，将加州对科罗拉多河水的使用量限制在

."2!’$ 亿 0% 以内，亚利桑那州分到 %"2..! 亿 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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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这场官司才告一段落。

! 南加州的水权交易：水权交易与配置效率

水权分到州里后，还需要分给用水者。为在州

内的水权分配上占有优势，农民和城市用户纷纷组

成水区或灌区，以一个声音说话，增加讨价还价的实

力。例如，成立较早的加州南部的帝国灌区就分到

了 !"#$%& 亿 ’! 的水权，占加州科罗拉多河用水配

额的 ()*。

帝国灌区获得水权后，首先是修建渠道。在联

邦政府的资助下，一条长 +&) ,’ 的全美运河建成

了，可以免费地将科罗拉多河水引入灌区。灌区是

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管理。

要负责维护全美运河和兴建所有的分支渠道，将水

分配给农民，自然需要一定的运营开支。所以，农民

从帝国灌区取水是要收费的，价格为 )#)+! 美元 -
’!，基本上能使灌区收支平衡。

帝国灌区的水源充足，但加州南部其他地方却

十分缺水，如洛杉矶和圣迭戈等地区人口迅速增长

的大城市。这 $ 个城市的本地水源只占其总供水量

的 %* . +)*。为缓解水荒，洛杉矶提出帮助帝国

灌区节水，使帝国灌区减少从科罗拉多河调水，帝国

灌区将节约的水权转让给洛杉矶。经过谈判，双方

签订协议，洛杉矶投资 $#!! 亿美元，为帝国灌区的

水渠加水泥防漏层，每年为帝国灌区节约 +#!%( 亿

’! 的灌溉用水。在工程结束后的 !% 年内，洛杉矶

每年可从科罗拉多河调用 +#!%( 亿 ’! 的水。

最近，帝国灌区还与圣迭戈达成类似协议。由

圣迭戈出资将从科罗拉多河引水到帝国灌区的运河

的河壁用水泥加固并进行防漏处理，根据协议，圣迭

戈将在今后 (% 年中每年按规定从科罗拉多河调用

一定量的水［$］。

虽然最终协议的达成十分困难，但通过这些协

议我们看到了水资源利用的帕累托改善，在不影响

帝国灌区的前提下，使周边紧张的城市用水也得以

缓解，水权的确定与水权交易使水资源得到了有效

的配置。

" 科罗拉多河水权分配和交易对我国水权

市场建设的启示

" /# 明晰产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从科罗拉多河水权的分配历史中我们可以看

出，水权的出现是由稀缺性所致。当使用河水者在

使用的过程中感觉不到别人的使用对其使用的影响

时，对河水产权的争议就不会出现。只有当其中一

方感到其他人对资源的使用威胁到自己的使用，且

对方的行为不可预期时，界定产权就会成为必然的

选择。

因为在资源稀缺和产权不明确的条件下，每个

资源使用者的收益和成本是不对称的。他的收益来

源于对资源的占有，而相应的成本则不由他直接承

担，而是由其他人或包括他在内的一个群体承担。

例如，如果科罗拉多河没有在各州之间达成资源分

配协议，那各州就会担心其他州对河水过多的占有

会影响今后本州水资源的份额，导致对水资源的掠

夺，形成恶性循环，而由此产生的对下游州和环境的

影响，各州则会放在次要地位。因此产权的不明确

会带来巨大的外部性。

对各方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互相协调明确产

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掠夺资源的恶性循环。

因为产权的作用可以使资源的所有权明确，同时使

各个所有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由此带来的收

益和成本。这样的制度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

率，并且使整个资源使用量得到控制。

正如北京天则研究所对水权问题研究得出的结

论：“水资源的宏观稀缺是建立全国性的普遍的水权

体系的前提，若无宏观稀缺，无需建立这样的水权体

系。在宏观稀缺的情况下，若无水权体系，就会出现

宏观意义上的过度用水和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而

过度用水又可能导致从长期来看的水资源供给的

萎缩。”

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占全球的 0*，而我国人口

却占全球的 $!*左右，因人口众多，我国人均水资

源量仅有 $$))’!，只有世界平均值的 + - &，在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统计的 +%!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在第 +$+ 位，并且还被列为世界 +! 个人均水资源最

贫乏的国家之一。

我国的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极不均

衡，还造成了局部地区的严重缺水。南方多，北方

少，华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只有 &))’! 左右，黄淮海

流域人口占全国的 !&#(*，而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

的 (#0*，人均水资源量仅有 &(& ’!，属于严重缺水

地区；而首都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 ’!，是世

界上最严重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北京的人均水资

源总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 - !)。

在这种缺水的条件下，管理体制的落后更会加

剧缺水的状况。以黄河为例，虽然我国在 +1"( 年实

行了对黄河水量分配方案，将 !&1#0 亿 ’! 的水分配

给沿黄 " 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和权威的

统一管理机构，无法对实际引水量实行有效监督、控

制和对个别超额用水地区、部门进行制裁，分水方案

并未有效落实，一遇枯水年份或用水高峰季节，沿黄

引水工程都争相引水，造成分水失控。黄河水量分

配方案得不到有效实施，反映了指令配水模式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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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失效，体制失效又称为财产权失效。指令配置模

式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其资源配置

效率很低，对利益主体的约束性也极差，直接后果就

是流域水供求矛盾更加突出，水质水环境趋于恶化，

断流状况愈演愈烈［!］。

因此，完善我国水资源的管理体制成为当务之

急。而科罗拉多河水资源的管理使我们看到，建立

以法律规定产权为基础，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

水资源管理体制的优越性。我国有我国的国情，我

们不可能照搬他们的体制，但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

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规律，这对我国水资源管

理体制的改革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 "" 相关利益主体参与河流的管理

明确产权的优点之一就是使各相关的利益主体

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相互之间制约

和协调中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科罗拉多河

上游的用水者使河流造成了无法忍受的污染，下游

用水者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相

互间的制约中水资源能够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就我国来说，目前要做到以产权的形式来管理

利用水资源是不现实的。但迫切需要形成利益主体

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

出的一期节目中报道了这样无奈的情况，河南省沈

丘县周营乡黄孟营村坐落于淮河最大的支流———沙

颍河畔，该村由于上游河水的污染造成了大量的人

患癌症致死。根据村委会对 #$$% 年到 &%%’ 年全村

死亡情况的统计，#’ 年中共死亡 &%’ 人，在死亡人

中，癌症 #%( 人，占死亡总人数的 (#)(*，正常死亡

++ 人，占 !+)+*，不明死因的 && 人，占 #%),*，癌症

的患病率明显偏高。记者通过专家证实如此高的癌

症患病率与饮水有直接的关系。但该村的村支部书

记却向记者哭诉：“得癌症，吃污水和每天起来要洗

脸一样，这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埋死人，办丧事，这个

都习惯了，不再讲了，讲也没办法，不讲也没办法。”

由于下游的用水者无法参与到整个河流的管理中，

即使自己的生存权利受到威胁也毫无办法，而上游

的使用者则为了自身利益给下游使用者造成巨大的

危害，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这只能说是我们

的管理机制有问题。只有建立起各利益主体广泛参

与的问题解决机制，才会使管理机关及时地发现和

解决问题，避免一阵风式的解决问题［’］。

更进一步说，如何使管理机关在了解问题后能

积极采取措施呢？从制度角度看，应该赋予各利益

主体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权力，因为这样就能在基

层产生强大的推动力，督促管理机关去积极解决问

题，在制度上给予保障。产权制度的优点也在于此，

公共利益是抽象的，它是由各个具体的利益主体组

成的，因此，在明确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后，各主

体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即在维护公共的利益。

只有在协调好各相关利益的行为，才会有利于社会

的公共利益。

! "! 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路径的选择

科罗拉多河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在美国特定政

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的，有它

自身的特点，我国不可能照搬。但是可以从其发展

过程中认识到超越具体特征的资源配置规律来。它

的历史过程表明，在明确水权之法律地位后，循序渐

进地通过协商、讨论和不断的修正，可以形成有效的

水权分配方案。

科罗拉多河的水权分配并非基于某一部特定的

法律，而是针对每一种具体问题制定法律、法规、协

议和协定。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其水资源法律法规

在内的自然资源法，是一个独特的经验体系，从所谓

“问题解决”的独特政治法律传统发展而来。当然，

这种经验体系的演变形成，是以前述对水资源使用

权的法律定位为基础的。在以法律保障的坚实利益

主体以及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之间，经过长期的博弈，

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稳定、兼顾各方利益的水权分配。

其中的内在逻辑，完全是经验主义和“就事论事”，并

自然地采取了渐进的模式。

因此，我国水市场建设必须在建立一定的法律

基础上，进行自下而上的自发生长过程逐步形成适

合我国国情的规则，完善资源配置的机制［(］。虽然

科罗拉多河的水权配置比较先进，但现如今也面临

一些新的问题，如目前有的印第安部落提出水权的

分配忽视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提出了水权要求。

问题是解决不完的，关键是在确立水权的法律框架

下，建立利益集团广泛参与、民主协商的开放模式以

不断自发地解决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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