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经济，第 !" 卷第 # 期，!$$% 年 & 月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作者简介］马占宝（’()#—），男，新疆石河子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水利工程管理工作。

新疆玛纳斯河灌区农业水价承受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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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介玛纳斯灌区水量分配与逐级水价现状及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用玛纳斯河灌区农业水

价承受力调查获得的数据对农业用水户水价承受力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灌区末级水价承受

能力的上、下限区间为 $,’# - $,’)% 元 . /"。此时，水费占净收益的比重为 ’+,$%0 - !’,!&0，占总

成本的比重为 &,+"0 - (,!"0，占总产值的比重为 %,#)0 - ),##0。提出提高农户水价承受能力

的对策：农业用水户对水价的承受能力是很低的，虽现行水价水平仍可以承受，但提价空间已不大。

因此，在推广节水措施的同时，深化水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改革，加快水价进入成本的速度，利用

价格这一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使农民进一步惜水、节水，逐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水利管

理单位尽快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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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纳斯河灌区水量分配与逐级水价

玛纳斯河水量分配的管理采取流域与行政区划

相结合的逐级管理模式，即流域、县、乡（镇）、村或流

域、师（市）、团（农场）、连（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水利厅玛纳斯河管理处管理上游枢纽工程并负责按

《玛纳斯河章程》规定的分水原则向下一级水管单位

分配水量，以下各级渠系和大中型水库按行政隶属

均有专职水管部门负责，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

简称“兵团”）农八师玛纳斯河管理处负责管理以团

为单位成立的下属国营农场（以下简称“团场”）水量

计量点（以下简称“场口”）以上水量，各团场水量由

团场水电公司负责管理，水量分配至连队后再由接

配水员分配到户。一、二级管理单位对计量点水的

计量，一般采用断面量水，并加装自动水位计以实时

监控水量，同时建立、健全了接配水制度和严格的水

量结算制度。对末级渠系水的计量一般没有配套设

备，只能用流速仪不定期校测，但水量结算制度较

完备。

为了强化监督检查，提高水费管理透明度，切实

减轻农民实际的水费负担，玛纳斯河灌区（以下简称

“灌区”）实行了水量、水价、水费“三公开”［’］的办法。

灌区逐级水价的核定是按照 ’(+% 年国务院颁布《水

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进行的，逐级

水价情况如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玛纳斯河

流域管理处供水水价现执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价

局新价非字［’((+］’+ 号文，农业供水计量点单价分

别为：干渠供水 $,$’# % 元 . /"，计划外供水 $,$%! !
元 . /"，大河供水 $,$$&" 元 . /"。二级管理单位供水

价格由行政区划内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兵团系

统农八师国营农场场口综合供水单价执行师、市政

发［’((+］’" 号文，农业定额内用水 $,$& 元 . /"，超定

额加价 %$0；新湖水电公司支渠口水价标准执行场

办发［’(()］#" 号文规定的 $,$+% 元 . /"，各分场根据

自身情况定价。在地方上，玛纳斯县玛纳斯河管理

处农业供水单价执行昌州政办［’(()］"" 号文规定的

支渠口两水统价 $,$#( 元 . /"；沙湾县水利局农业支

渠口供水单价执行塔城地区物价字［’((&］’%+ 号文

规定的 $,$) 元 . /"。

" 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年 % 月，参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价格司、水

利部经济调节司调研组对百家大中型水管单位水价

调研的做法［"］，对农业供水环节和农业末级水价情

况，按照新价非字［!$$$］’) 号文的精神和灌区的实

际，选取了分属不同行政区划、供水关系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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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六户地镇创三村、永二村、六户地王村，兵

团农六师新湖总场一分场一连，兵团农八师 !"" 团

一连，作为此次调研典型对象。用水单位分别处于

流域的中、下游，在各自所在的行政区划内有一定的

代表性。由于兵团与地方农业生产体制的不同，为

了真实反映灌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避免调

查数据的片面性，笔者通过走访、座谈等方式，向有

关水利管理人员和随机抽取的被调查农户多方了解

农业生产的灌溉及投入产出情况，并对所收集的资

料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以反映整个灌区农户灌溉

生产投入及产出的平均情况（表 !）。

! 农业用水户水价承受力分析

! #" 分析方法

衡量用水户对水价的承受能力应首先看农户的

农业纯收益的高低。近几年来，农业生产成本居高

不下，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呈上涨趋势，

因此农户对水价的实际承受能力较弱。为此，首先

从农户农业纯收入（净收益）的角度分析农业用水户

对水价的承受能力，并与国内其他灌区研究成果对

比，分析灌区水费占农业生产各指标适当的比重值。

由于兵团与地方管理体制的不同，将原本属于生产

成本内容的上交利费（即：地方向农民征收的三项村

一级的提留款和五项乡一级的统筹费）单列一栏（表

!），以便于讨论。

! ## 农业生产成本调查

由表 ! 可以看出，兵团系统单位面积水费支出

占单位面积总成本和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比重较

高，分别为 $%&!’ ( )%!*’和 !+%""’ ( !,%+,’，灌

区此次调研平均值为 -%&,’和 !!%+!’；单位面积

肥料支出占单位面积总成本和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

比重分别为 .%!"’ ( !$%)"’和 !"%),’ ( "*%$.’，

灌区平均为 !"%,)’和 !.%$!’。水、肥都是作物正

常生长不可缺少的投入物，而单位面积肥料投入占

单位面积总成本和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比重比单位

面积水费平均高出 ,%!&’ ( -%$+’，因此，在新疆灌

溉农业的背景下，水费占农业生产的比重与对农业

生产的作用相比，其比值偏低。

! #! 灌溉效益分析

由表 " 可知，灌区农业生产（棉花）平均毛收益

为 --,,%*+ 元 / 01"，兵团系统平均毛收益为 .+.,%)+
元 / 01"，与灌区平均水平基本相当，比地方单位平均

水平 略 高。灌 区 农 业 生 产（棉 花）平 均 净 收 益 为

&&&"%,"元 / 01"，兵 团 系 统 平 均 净 收 益 为 * ,)-%*$
元 / 01"，比较对兵团系统的调查分析结果和灌区平

均情况可知，在单位面积上成本投入和单产基本相

同的情况下，兵团系统的每公顷净收益比灌区平均

低 .&,%!$ 元，究其原因，兵团系统的产量、产值虽然

较高，但农工上交的每公顷利费较灌区平均值高

!!-,%-$元，较地方农户高**-.%$$元。

! #$ 灌区农户水价承受能力分析

由表 " 可 知，灌 区 平 均 净 收 益 仅 为 & &&"%,"
元 / 01"，如果考虑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自然因素和

棉花价格市场波动对农业净收益的影响，灌区农户

风险较大。因此，可以说，灌区每公顷平均净收益是

灌区农户承受力的最低限，此时相应的农户末级水

价为 +%!& 元 / 1*。据调查，灌区 & 大农业用水行政

区域内的水管单位是将水供至乡（场）口，即支渠口，

水价为 +%+&) ( +%+., 元 / 1*。支渠口以下兵团与地

方在水价执行中情况有所不同，地方单位要求末级

供水价格与支渠口同价。但实际上，如玛纳斯县，调

查中发现末级水价达 +%+-) 元 / 1*；兵团单位中的团

表 ! 玛纳斯河灌区棉花生产成本

调研单位
种植
面积
/ 01"

生 产 成 本 /元

种子 肥料 农药 地膜 机耕费 水费 拾花费 其他

上交
利费
/元

总成本
合计
/元

水费占成本
的比例 / ’

总成本
生产
成本

肥料占成本
的比例 / ’

总成本
生产
成本

六户地 !+%-* &,$& !*,.. $&++ -+.& )"+) ,*&* !-!** ,!++ !!)+) .+**+ $%$, -%.! !$%)" !)%.$
新湖一连 !+%,* ,$"- !$*.- &*!* ,!&& -"). !+&!" !)-)+ "**%. &&.*" !!&+*$%. )%!* !,%+, !&%*- "*%$.
!"" 团一连 )%-* &&)) ))., &!"" ,.+) !+$)) -..& ",+.! )+*$ &,)"! !"*+*$ $%&! !+%"" .%!" !"%),

平 均 !+%** &.)- !**"+ &)&, $+!" )+$) -.-) "+$$. &-)+ *&""! !+,.+! -%&, !!%+! !"%,) !.%$!

表 " 玛纳斯河灌区棉花灌溉效益分析

调研单位
灌溉定额 /

（1*·012 "）
单产 /

（34·012 "）
单价 /

（元·342 !）
总产值 /

（元·012 "）
总成本 /

（元·012 "）
毛收益 /

（元·012 "）
净收益 /

（元·012 "）
水费 /

（元·012 "）
水费占净
收益 / ’

执行水价
/（元·12 *）

末级相应水
价 /（元·12 *）

六户地 $"., *.", *%,+ !**.-%, -&.$%&) -+!+%.) ,)+!%+! &)$%, .%&! +%+&) +%+-)
新湖一连 ,&-, *)*"%- *%-" !&$")%$, !+.")%-! .+,-%&) *-))%)& ).,%, ",%)* +%+., +%!.+
!"" 团一连 ,&"!%&, *))+ &%+" !$+*)%. !"$&,%+" .!!&%*! **)&%-. .+-%. "*%.+ +%+-+ +%!&)

平均 ,-"-%!, *)!,%) *%-, !&$.&%$* !+"&"%!! --,,%*+ &&&"%," .+!%. !.%+, +%+$. +%!&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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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苍溪县元坝跃进水库试点，按照所有权与经营使用

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可将小型水利工程使用权采取拍

卖、租赁和股份制形式有偿转让。也可将灌区斗渠以

下渠道有偿出让，干支渠建设实行股份合作制。水费

由政府分类确定最高限价。财政、审计、水利、监察要

加强监督，确保水费改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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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场可以确定场内末级水价，且各团场

有所 不 同，如 兵 团 农 六 师 新 湖 总 场 支 渠 口 水 价

%/%+’ 元 0 1&，末级水价 %/!+ 元 0 1&。玛纳斯河灌区

末级平均供水价格 %/!- 元 0 1&，高于地方单位执行

价和实际末级水价，低于兵团系统末级水价，因此平

均水价反映了灌区水价水平。

综合以上分析，取以上灌区平均水价作为灌区

可承受的水价下限值，取兵团农六师新湖总场一分

场一连，兵团农八师 !$$ 团一连支付水价的平均值

%/!.’ 元 0 1& 作为灌区农户所能承受水价的上限值

是合适的。经计算，灌区对水价承受能力的上、下限

区间为 %/!-% ( %/!.’ 元 0 1&。此时，水费占净收益

的比 重 为 !+/%’2 ( $!/$,2，占 总 成 本 的 比 重 为

,/+&2 ( */$&2，占 总 产 值 的 比 重 为 ’/-.2 (
./--2（表 &）。

表 & 玛纳斯河灌区水价比重与其他灌区水价比重比较 2

灌 区
水费占净收

益的比例
水费占总成

本的比例
水费占总产

值的比例

其他灌区 !% ( $% $% ( &% ’ ( !’
纳斯河灌区 !+/%’ ( $!/$, ,/+& ( */$& ’/-. ( ./--

由表 & 可以看出，灌区农户水费支出占净收益

的适宜比重为 !+/%’2 ( $!/$,2，与国内“水费支出

占净收益的比重以 !%2 ( $%2 较适宜”的研究成

果［-］相 比，此 值 偏 高；水 费 占 总 成 本 的 比 重 为

,/+&2 ( */$&2，与国内研究成果“农业水费占农业

生产成本的比重以 $%2 ( &%2为宜”的水平［-］相比

明显偏低；水费占总产值的比重为 ’/-.2 ( ./--2，

在国内其他灌区研究成果“水费占产值的比重以

’2 ( !’2较合理”［-］的范围之内。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衡量用水户对水价的承受

能力应该首先看用水户农业纯收益的高低，即以用水

户的支付能力为基础，而水管单位目前的水价水平只

能简单地维持现行水利工程供水保证率。因此，如何

解决好水价水平与用水户对水价的承受力问题，是今

后灌区水利管理工作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 "" 提高农户水价承受能力的对策

由目前我国农业用水水价现状，可以看出准确

核定供水成本，合理确定用水水价，改善用水计量设

施，是农业水价改革的重点［’］。就灌区而言，影响水

费占农业生产各指标比重高低的因素有 - 个："各

行政区划内水价水平不同；#各地物价水平不同；

$灌区水利工程系统形成较早，水的调控能力与农

业生产的需求有一定差距，制约了农业丰产，使农户

净收益减少；%支渠口以下水的计量管理水平相对

较低，水土矛盾尖锐时，对超定额用水的把握易产生

偏差，造成农户生产成本人为增加。这 - 种因素都

会不同程度地造成灌区水费承受能力的不同。本次

所得上述比重值是以灌区农户的实际调查资料为基

础计算、分析而来，可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灌区

成本、收益的实际情况，是合理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就用水情况和水价水平而

言，农业用水户对水价的承受能力是很低的，虽现行

水价水平尚可以承受，但提价空间已不大。因此，在

推广节水措施的同时，深化水利管理体制和经营机

制改革，加快水价进入成本的速度，利用价格这一经

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促使农民进一步惜水、节水，逐

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水利管理单位尽快走

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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