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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度建设、经济建设、工程建设、科技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经过4年多

的节水建设，已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运行机制。指出张掖市农业用水数量大、节水潜

力也大，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点。从节水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三者统一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节水型社会

建设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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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市地处黑河中游，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

  加，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使黑河下游的来水量明显减少、生态环

  境严重恶化。2002年水利部正式批复张掖市为全国第一个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通过4年多的建设，张掖市基本形成

  了“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运行机制，为

  干旱缺水地区解决水资源矛盾、建设节水型社会积累了经验。

  1 水 资 源开 发 利 用 状况

  1.1 水资源概况

    张掖市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边缘，南依祁连山

  与青海毗邻，北靠合黎山与内蒙古接壤。区内年均降水量为

·  127.5 mm，年均蒸发量为2 047.9 mm。境内有可供开发利用的

  大小河流共26条，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24. 75亿 m3，其中：黑

  河干流莺落峡站15. 80亿 m3，梨园河梨园堡站2.37亿m3，其

  他沿山支流6.58亿m3，不重复地下水资源量1. 75亿 m3，水资

  源总量为26.50亿m3。近几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1 250 Ill3，

  比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少1  150 m3。

  1.2 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张掖自汉代进入农业开发和农牧交错发展时期，汉、唐、西

  夏年间移民屯田，唐代在甘州修建了盈科、大满、小满、大官、加

  官等 5渠，清代开始开发高台、民乐、山丹等地灌区‘̈。*20世纪

  50年代初对主要河道进行合渠并坝 ，疏浚旧蓑嚣 篡蓦蘸 茎莩

  试验推广卵石干砌、草皮衬砌和压柳护渠等，

  遍由原来的10%提高到30%；60年代开始有计划、有重点地进

  行渠道混凝土板及浆砌石衬砌；80年代末，已衬砌的渠道占运

  行渠道的62.6%，渠系水的利用率由30%提高到 50%。2001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在张掖进行了大

  规模的渠道改造和节水工程建设Ⅲ，渠系水利用率提高到

  60%。截至2002年底，张掖市已建成干、支、斗渠6 100条，长

  9 961. 36 km，提灌站141座，配套机井4 836眼。

2 节水型社会的内涵与建设内容

2.1 节水型社会的内涵
    节水型社会建设本质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

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建立起自

律式发展的节水模式，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

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国内有关专家将其定义为：人们

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贯穿人
们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意识，以完备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和法律体系为保障，在政府、用水单位和公众参与下，通过法

律、行政、经济、技术和工程等措施，结合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

实现全社会用水在生产和消费上的高效合理，保持区域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3]。

2.2 节水型社会建设 内容

    1999年统计资料表明，张掖市用水量占黑河流域用水总量

的82.6%。因此，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主要有2个目标：一
是保证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目标的实现，完成国务院批复的

黑河省际分水方案；二是维持张掖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2.2.1 节水制度建设

    节水制度建设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核心[4]，主要包括法规

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三个方面。

    (1)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了《张掖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试行）、《张掖市水价管理办法》（试行）、《张掖市农业用水交

易指导意见》（试行）、《张掖市农业、工业、生态用水定额指



  标》、《张掖市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和《张掖市种植业结构调整

  规划》等。

    (2)管理体制建设。成立了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领导小

  组、高效节水现代农业办公室、节水型社会试点建设办公室，分

、  别履行试点建设的组织指导、高新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职能。

  各县（区）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严格考

  核奖惩制度。

    (3)运行机制建设。形成了“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

  与”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水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

  宏观调控作用，制定规划，建立制度；明晰各级水权，层层实施

  用水总量控制，将全市用水总量（水权）逐级分配到各县（区）、

  乡（镇）、村、社及农户，配水到地；明确工业、农业、生活和生态

  用水总量和比例；实行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打破城乡分割管

  理体制，将各级水利局组建为水务局，对全市水资源实行统一

  规划、调度、发放取水许可证、征收水资源费、管理水量水质。

    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水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

  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允许水权自由交易，培育水市场；实

  行“水票制”，即由用水户持水权证向水管单位购买每灌溉轮次

  水量，以确保总量控制，促进水价到位，方便水权交易。

    建立多部门协作制度和各级用水户协会，由用水户协会负

  责村级涉水事务和田间工程管理维护、水费收缴、水事纠纷调

  处、渠系内部水权交易，配水到户；水利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区

  域水资源状况、供需预测、水价信息、灌溉制度。

  2. 2.2 节水经济建设

    节水经济建设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关键吲。张掖市把经

  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放在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基础地位来抓，坚

  持“以节水定产业、以节水调结构、以节水增总量、以节水促发

  展”的经济工作原则，初步形成制种、草畜、果蔬、轻工原料四大

  支柱产业和生产加工基地，建成草粉加工、番茄酱、浓缩果汁、

  葡萄酒、麦芽、高烹油、马铃薯全粉、真空冻干食品等一大批农

  产品加工企业。通过结构的调整，全市粮经草比例由2000年

  的48：50：2调整到42：46：12，农业、生态、工业、生活用水

  比例由2000年的87.7：7.4：2.8：2.1调整到80.2：13.1：

  3.8：2.9，经济增长率提高到 10%。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

  加强了两部制水价、季节性水价、阶梯式水价等研究，以促使用

  水户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2.2.3 节水科技建设
    积极开展新作物、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推广工作。开展玉米

  制种、蔬菜花卉制种、葡萄、啤酒花等试验；各县（区）建立番茄、

  苜蓿、中药材、林草等新品种、新作物灌溉定额试验基地。全面

  推广垄作沟灌、小畦灌溉、膜上灌溉、地膜覆盖等灌溉节水技术

  和喷灌、滴灌等高效节水技术，发展管道输水等。

  2. 2.4 节水工程建设

    张掖市节水工程措施以《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安排的

  工程建设内容为主，包括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引水口门合并改
  造、河道治理工程、用水取水计量设施建设、生态建设与退耕封

  育保护、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回用等。

  2. 2.5 节水文化建设

    节水文化建设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灵魂‘”。利用广播、电

  视、报刊等新闻媒体，通过录制专题片、开辟专栏、张贴标语、发

放宣传单、制作工艺广告、出动宣传车、举办知识竞赛、开展广

场文艺表演和举办节水培训班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进行节水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节水意识。

3 节水型社会建设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科学设置评价节水型社会建设效果的指标体系是客观反

映节水型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依据‘6]。根据建立节水型社会

的内涵与目标，结合构建指标体系的一般原则，在建立节水型

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科学性、代表性、综合性、系

统性、动态性、可获性和地域性等原则‘7]。在深入调研、理论分

析的基础上，从节水状况、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三者统

一的角度出发，构建节水型社会建设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将评

价指标体系分解为评价要素层和评价因子层，见表 1[5]。

    表 l  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4 节水型社会建设重点

    1999年张掖市农田灌溉用水占总用水量的90%，没有农

业灌溉的高效用水，就不可能建设节水型社会。（下转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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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页)目前在张掖市仍存在大水漫灌的粗放式灌水方

式，灌概水利用率低下，是节水潜力所在。因此，无论从用水比

重考虑，还是从节水潜力考虑，"农业节水"都应优先发展，是节

水型社会建设重点。

5 结 语

(1)科学、合理的水价机制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要经济

措施。张掖市已制定了相关的水价管理办法和制度，但在实施

上还存在一定困难。张掖市现状农业水价水平是成本水价的

50%左右 ，水费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在5.04% - 8. 36% ，占农业

产值的 3 . 95% -6.499岛 ，灌区水价偏低[ 8] 。 城镇生活用水水价

与国内同等城市水价水平相比偏低，过低的水价很难对节水起

到促进作用。因此，下一步在进行制度建设的同时，应加强节

水措施方面的研究，保障节水制度的顺利实施。

(2)完善的计量设施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 部分

地区现有计量设施不配套，水量不能准确计量到户，水费计收

方式粗放。因此，应完善计量设施改造工程，以推动节水型社

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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