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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农业节水体系
——对话康绍忠、王景雷、赵斌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5%，节
约用水是解决我国水安全问题的关键举措。5月1日
起，《节约用水条例》正式实施，其中针对农业领域提
出了一系列综合性节水措施。农业是用水大户，也
是节水潜力所在。如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
宜、分区实施，建设节水型农业生产体系？如何在灌
区开展以节水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造？以提升用水效
率为目的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临哪些瓶颈？农业
节水如何实现共联共建？本期对话邀请康绍忠、王
景雷、赵斌等专家和地方代表展开交流讨论。

农业节水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措施

主持人：我国水资源短缺形势严峻，农业节水对
我国有怎样的意义？当前农业节水有何成效？

康绍忠：水是农业的命脉，近 10年，我国在灌溉
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农业灌溉用水基本实现零
增长，农业节水增效取得显著进步。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从 2014 年的 0.530 增加到 2023 年的 0.576，单
方灌溉水的粮食生产力从 1.58公斤左右增加到 1.88
公斤左右。耕地亩均灌溉用水量由 2014年的 402立
方米下降到 2022年的 364立方米，降低了 9.5个百分
点。过去20年通过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
造、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农艺
节水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形成了 1100 亿立方米以
上的年农业节水能力，其中工程节水与农艺节水的
比例分别为 54.24%和 45.76%，对提升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

王景雷：农业节水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如通过
提高灌溉效率和减少水分浪费，有助于保障农作物
的产量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实施节水措施能够
有效减少农业用水量，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通过
节水技术的应用，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
经济效益，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农业节水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
动农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农业节水有助于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率，促进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和水环境健康具有重
要作用；农业节水可以缓解水资源的短缺，提高农业
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综上所述，农业节水不仅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推动现代农业
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应对
气候变化挑战的关键措施。

主持人：我国水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的空间分
布不匹配，强化适水种植在农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中意义重大。在您看来，应如何以水而定、量水而
行，因地制宜、分区实施，建设节水型农业生产体
系？实际工作中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康绍忠：在水资源严重紧缺的条件下，要保障食
物安全和农产品生产用水，必须发展节水的高水效农
业，减少单位食物生产的净耗水和灌溉用水，这既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维护生态安全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选择，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的战略要求。我们在2017年2月提出了“关于京津
冀一体化背景下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发展适水农业的
建议”，适水农业是指通过地表水、地下水、非常规水的
优化配置和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最大限度满足农业
用水需求，以水定农业规模、以水定种植结构、以水定
作物产量，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利环境影响，保障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例如针对华
北蔬菜产能过剩的现状，可压减蔬菜种植面积20%—
25%，在稳定蔬菜价格和提升蔬菜品质的基础上，保障
农民收益，同时可减少灌溉用水10亿—12亿立方米，

对减少地下水开采效果显著。

赵斌：近年来，甘肃省民勤县实施种植结构调
整，在稳定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基础上，推广粮
菜兼用型节水作物马铃薯的种植，扩大瓜类、茴香、
食葵、辣椒等高效节水作物的播种面积。推广作物
科学灌水技术，最大限度实现灌水与作物需水规律
相吻合，实现全种植作物、全生产过程推广应用节水
技术。同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成立专项考核组，
采取一季一考核一评分一公示的考核模式，将考核
结果纳入各镇年度实绩考核。制定印发《民勤县高
效节水灌溉设施资金奖补实施方案》，对 2022 年、
2023年自筹资金配套滴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
溉设施的农户进行奖补，共计 2048.83 万元，激励群
众自筹资金配套高效节水设施面积29.51万亩。

我国灌区节水还有较大潜力，需要
继续加大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应
用、农业节水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的投
入力度

主持人：刚刚也提到，在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二
十连丰”的同时，灌溉用水总量实现零增长，我国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30提高到0.576。怎么
看待这 0.046 的提升？这一指标在国际上看处于什
么水平？有何差距？

康绍忠：过去10年，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了
0.046，这是我国大力推进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
造、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大农业
节水技术研究和推广的体现，大约相当于 10年减少
了从灌溉水源到田间的水量损失1700亿—1800亿立
方米，这些节约的水量大部分用于扩大灌溉面积，为
提升我国粮食产能和实现“二十连丰”作出了重要贡
献。但仍与先进国家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目前
普遍达到的 0.7—0.8 有差距，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灌区节水还有较大潜力。挖掘这些潜力，还需要继
续加大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高标准农田建
设、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应用、农业节水关键技术与产
品研发的投入力度。

王景雷：10年来，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升了 0.046，显示出我国在节水灌溉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为了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
差距，还需要进一步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全面提升农
业用水效率。然而，农业节水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
农业用水计量设施的不完善导致难以精确计量和控
制用水量，这对于实施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造成了
困难；节水技术研发投入相对不足，与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的融合发展尚不充分，节
水设备成套化、系列化、标准化水平较低；在水资源
丰富的南方地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推进遇到了
较大阻力，这影响了农业用水总量指标的细化分解
到村组、用水合作组织等用水主体；有利于促进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水价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市
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尚不健全，节水领域民
间投资活力还需进一步激发；我国节水型企业总体
呈现小、少、散的特点，缺乏具有广泛认知度、品牌影
响力和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等。

主持人：大中型灌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也是主要的用水部门。在您看来，灌区节水挖潜任
务完成到了什么程度？

王景雷：大中型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基础。到 2022 年，我国大中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
为 5.2 亿亩，灌溉用水量约为 2085.6 亿立方米，约占
全国灌溉用水量的 61%，粮食单产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2000—2021 年由于灌区现代化改造、田间灌排

渠系的完善和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形成了年
节约 508.43 亿立方米的能力，约占农业节水总量的
54.24%。但是，目前大中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与设
计灌溉面积仍存在一定差距，可新增（恢复）灌溉面
积8600多万亩，粮食增产潜力非常可观。

赵斌：民勤县主要有大中型灌区 4个，其中红崖
山灌区为大型灌区，属于井河混灌区，水源为地表水
和地下水，通过骨干渠系、田间渠道和地下管网进行
输水灌溉；昌宁、环河及南湖灌区为中型灌区，属于
纯井灌区，水源为地下水，通过机井沟和地下管网进
行输水灌溉。近年来，依托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高
效节水灌溉、红崖山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项
目，对灌区内破损严重的骨干渠系、田间渠道进行了
改造提升，目前运行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77.16 万亩。
后期将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灌区高效节水面
积全覆盖。

主持人：农业节水技术要求高，前期成本投入
大，节水农业推广进程缓慢。目前，灌区以节水为中
心的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存在哪些问题？您认
为，未来我国灌溉科技和装备应重点攻关哪些“卡脖
子”技术难题？

康绍忠：我国的灌区工程设施大多建于 20 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大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但由于长期投入不足，灌
区工程仍然标准低、配套差、管理不畅，特别是中小
型灌区工程坏损率高，末级渠道毁坏严重，灌溉“最
后一公里”不通畅，效益降低。具体来说，缺乏统一
管理不同类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行政管理体制，灌区
现代化改造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缺乏有效联通，影响
工程效益正常发挥；灌区工程量大面广，灌排工程设
施不配套，灌溉除涝保证率低，工程建设标准偏低，
工程设施薄弱仍然是影响灌溉效益的最大“硬伤”。
解决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与水资源
短缺矛盾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走“藏水于技”之路，
即通过高水效农业理论与方法创新，开发高水效农
业核心关键技术与重大关键产品，构建可持续的区
域高水效农业新模式，大幅度提高灌溉水利用率，在
农业总用水量少增加或不增加的条件下，获得粮食
或其他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大幅度增加。

王景雷：我们要以提高我国灌溉水利用效率、提
升节水灌溉技术与产品智慧化水平为目标，以数字
化和智能化技术驱动农业发展，突破规模化、集约
化、精良化、智慧化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瓶颈，重点
解决作物耗水与灌溉供水的协同均衡调控问题，研
发智能取水装置、大流量过滤器、智能精量喷灌设
备、墒情一体化监测设备，为保障我国粮食作物综合
生产能力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主持人：节水灌溉设备要建好更要管好、维护
好。农业生产具有特殊性，灌溉设备使用强度大、损
耗高。在建好节水灌溉设备后，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做好设施维护，让设备长久发挥效用，对此，您有何
建议？

王景雷：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节水灌溉设
备要长久发挥效用，建成后的管理维护至关重要。
管护不是简单地看管，也不是使用方、管理方、所有
权方单方的事情，而是需要多方共同参与，还需要了
解节水灌溉设备方面的技术，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多
方参加并且具备专业知识的相对专业的管护团队。
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成立农村合作社、种粮大户
联合体等非官方的管护团队。工程建成后还可委托
具有灌溉技术的专门公司、企业进行节水灌溉设备
的统一管理和维护。节水灌溉设备也可以参加农业
保险，设备的管护由保险公司统一负责，保费根据情
况，可以由使用方、所有权方等支付。此外，管理部
门应针对高效节水灌溉的新技术和智能装备应用中
遇到的操作问题，定期对基层管水、用水和设备维护
人员开展技术培训。

康绍忠：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好后，要做到可持
续运行和发挥作用，必须政、企、管、用多方共同努
力，探索新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需要探索规模
化经营、拓展盈利渠道反哺节水灌溉设施建管的模
式；创新专业化社会力量参与节水灌溉工程建设和
管护机制；充分发挥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管理节水灌
溉工程的实质性作用。

赵斌：以民勤县为例，我们通过制定保养与维
修制度、运行技术操作规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
办法，使用户在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真正做到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安排专人负责高效节水灌
溉设施运行管理，具体负责灌溉制度确定、灌溉系
统运行、维修和日常管护等工作，确保灌溉设备科
学、规范运行。另外，我们还成立了监督领导小组，
负责工程建成后运行和管理的监督检查指导工
作。技术人员实地察看设备使用、维修和管护等情
况，适时提出管护建议，征求用户使用意见，梳理第
二年所需配件，及时采购备货，以保证下年度的正
常运行。

农业节水涉及多方面，需要建立政
府主导、各方协同、市场调节、公众参与
的节水机制，共同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
位的农业节水体系，促进农业节水工作
的深入开展

主持人：我国自2016年启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以综合手段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减少农业用水总量
和强度，有利于缓解我国用水紧张的态势。为什么
必须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当前面临哪些瓶颈？

康绍忠：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薄弱，运
行维护经费不足，农业用水管理不到位，农业水价形
成机制不健全，农业水价总体偏低，不能有效反映水
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价格杠杆对促进节
水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不仅造成农业用水方式
粗放，而且难以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意义深远，首先有利于缓解我国用水
紧张的态势，保障国家水安全；其次有利于从根本上
破解农田水利工程“有人建、没人管”的顽瘴痼疾；还
有利于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与提高农业水价、增加农民种地成本画等号，
这是一种误解。农业水价改革并不是单纯地提高水
价，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是改革需要遵循的原
则。当然，不收费就难以实现农业节水，要在农民承
受能力范围内尽量挖掘价格空间，体现水资源价值，
尤其在节水改造后，用水量降低情况下，适当提高水
价并不会增加农民水费支出。同时，要敢于碰一些
禁区，拓宽思路，通过精准补贴等办法，既不增加农
民负担，又促进农业节水。

王景雷：在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过程中，我
国也面临着一些瓶颈。尽管国家已经提出到2025年
基本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目标，但目前实际实
施的面积仍然有限，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很
多。许多改革方案不够细化，方案与实际情况脱节，
保障措施不实，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也存在问
题，这导致整体改革进度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同时，
水价调整落实难度较大。一方面，由于农业产业，特
别是粮食作物的经济效益较低，地方政府在调整农
业灌溉用水水价时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
由于农民的水商品意识不强，他们对水价调整较为
敏感，甚至存在抵触情绪。此外，许多地方配套政策
难以细化，改革还面临着资金方面的问题等。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的面积超过7.5亿亩，成效逐步显现。各地区要根
据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农业水价形成机
制、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管护机制，要有

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时要强化组织保障。具体
来说，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方面，需要充分考虑用水
农户的承受能力，形成合理的农业水价；在精准补贴
和节水奖励机制方面，要可操作性强，同时能够提高
农民节水积极性，也要避免产生矛盾；在健全工程管
护机制方面，要产权明晰，明确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人，并落实管护经费，形成“建有人管、管有其人”的
管理格局；政府牵头抓总，各部门密切配合是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顺利完成的保障。

主持人：长期以来，我国节约用水工作主要依靠
政府推动。《节约用水条例》规定，建立政府主导、各
方协同、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节水机制。在农业领
域，您认为可从哪些方面着手齐抓共管？

王景雷：农业节水涉及多方面，需要建立政府主
导、各方协同、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节水机制。政
府应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框架，为农
业节水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包括出台鼓励节水的
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水权交易制度等，以及确保这
些政策的落实和执行。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
制，为农业节水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实施奖励
机制，对节水效果显著的农户或组织给予奖励。此
外，推动建立水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水资
源的配置。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农业节水工作，包括
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通过公众参与，形成全
社会关注和支持农业节水的良好氛围。通过上述措
施的实施，可以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户有效协
同，共同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农业节水体系，
促进农业节水工作的深入开展。

康绍忠：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节水
设施建设短期内仍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尤其是对
于长期存在水资源短缺的华北、西北、东北西部地
区而言，更应推行较大力度的优惠补贴政策，鼓励、
吸引农民与企业参与到新型节水技术的应用与推
广之中。对于有城镇生活和工业供水的灌区，可以
通过农业节水向城镇生活和工业转移更多的水权，
此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流入的积极性较高，可采用独
资、合资以及股份制等资本导入途径，对灌区节水
设施建设提供充足、持续的资金支持。同时，需要
制定合理的用水价格，以市场化手段确保水资源的
高效利用。以农业灌溉，特别是以粮食作物灌溉为
主的灌区，如果通过节水改造扩大灌溉面积，增加
粮食产能，就应该以政府投入和节水优惠补贴为
主，并且进一步完善国家、集体以及个人三方筹资
的模式，夯实农业节水设施建设与技术推广的资金
基础。

赵斌：就民勤县而言，我认为，应将节水目标和
责任逐级分解到部门、镇、村、社，建立县级领导包
镇、科级干部包村的网格化责任体系，同时各相关部
门主动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节水农业工
作。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持续做好红崖
山灌区续建配套与末级渠系改造。在积极推进水资
源统一管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农
业用水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拓宽资金渠道，逐步建
立政府、社会和农民投入相结合的多元化、多层次投
入机制。还可通过组织培训班、讲座、现场会、发放
资料等多种形式，普及节水知识，增强全民节水意
识，形成推进节水灌溉工作的浓厚氛围。

主持人：在水资源短缺背景下，我国农业节水发
展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推进农业节水增效，既要大力调整种植结构，落实作
物科学灌水技术，构建可持续的区域高水效农业新
模式，也要加快灌区现代化改造，完善续建配套设
施，进一步推广节水灌溉技术，还要加大力度推行精
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政策，调整水价和改革用水管理
体制，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户之间的有效协同，
以此促进农业节水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好助推农业
强国建设。感谢三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
彩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