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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走廊节水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探索 

车宗贤，张立勤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甘肃河西走廊荒漠与绿洲共存，水资源总量缺乏，低降水高蒸发，属典型的灌溉农业区和资源型缺水区域。由于 

水的供需矛盾突出，导致地下水位以0．57 m 1速率下降、防风固沙林衰败枯死、绿洲萎缩、沙尘暴增多。依据 “限用地 

下水、适用地表水、用足天上水”、“开源节流、严防蒸发、提高水效益”的发展节水农业思路 ，采用“工程节水、农艺节水 、 

生物节水、管理节水”四大并举的节水技术措施，筹措和整合各种涉农项目资金，对四大措施的各个环节增加投入部分， 

进行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积极地从补偿政策制定、补偿资金筹措、补偿执行监督、补偿效果确定等方面，探索甘肃河西 

走廊节水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激励水管单位和农民2个节水主体的积极性，有效落实各项节水技术措施。3年累计示范 

推广高效农田节水技术66．67万 hm2，节水 1O亿 mz，增收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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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 echanism of W ater-saving Agriculture in 

Hexi Corridor of Gans u 

CHE Zong—xian，ZHANG Li—qin 

(Soil and Fertilizer and Water-Saving Institute，Gan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Lanzhou 730070，Gansu) 

Abstract：In Hexi corridor of Gansu，the desert and oasis are coexistent，lack of water resources，scarce rainfall and very inten— 

sive evaporation．It belongs to a typical area of irrigated agriculture with short of water resource．The conflict between water re- 

quirement and supply is very obvious，which led to the ground water latitude coming down rapidly with the speed of O．57m。a～， 

the sand fixation forests dying，the oasis shrinking and the sandstorm increasing．Based on thought for developing water-saving a— 

griculture by limiting the ground water usage，suitable using the surface water，full use of the rainfall，exploring the water resource 

and water conservation，strictly defending the evaporation，improving the water efficiency through four kinds of water—saving 

technological measure of engineering water—saving，agronomy water-saving，biology water-saving and management water-saving， 

raised and integrated all kinds of project fund which related to agriculture to giv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to the 

part of increased input for four kinds of measures．Explore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water-saving agriculture in 

Hexi corridor from the aspects of laying down the compensation policies，raising the compensation fund，supervising the compen- 

s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ascertaining the compensation results；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two water-saving subject，that is the 

water management unit and farm ；implement all kinds of water-saving technical measures effectively．Th ree-year demonstration 

study gave an evidence of extending the high efficiency technology of water saving farmland 6．667xllY hm ．saving water with lx 

109 m 。and increasing income with 5x10。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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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河西走廊，位于祁连山脉以北 、合黎山和龙 

首山以南、乌鞘岭以西是连接新疆和中原的要道。东 

西长约 900 km，南北宽窄由 10～300 km不等，面积 8．9 

万 km2。海拔 1 500 m左右，年降水量 30～260 mm，蒸 

发量 2 000～3 000 mm，年日照在 3 000 h以上，无霜期 

约260～230 d左有。河西走廊低降水高蒸发，荒漠与绿 

洲共存 ，即“有水则绿洲，无水则荒漠”，属典型的灌溉 

农业区，中国大西北的粮棉基地之一。发展节水农业、 

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已成为保证河西走廊经济可 

持续发展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关键所在。启动补贴 

机制，是推动节水农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措施，强化保 

障措施，是节水农业补偿机制有效落实的根本保证。 

1 认清水资源紧缺状况，感知缺水造成的生 

态后果 

1．1水资源状况 

河西走廊 52条大小河流全发源于祁连山地，汇 

合为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水系，实际可以利 

用量 67．36x108 m3 Ill，人均占有量约为 1 440．59 m3，不 

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2／3，世界平均水平的 1／6，土地分 

摊水资源也仅为全国平均值的 1／3121。水资源总量缺乏， 

属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区域。水不仅决定着走廊内农业 

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整个河西地区的农业生态环 

境安全，是该区最具战略意义的资源。 

1．2缺水造成的生态问题 

近年来 ，随着全球气候逐渐转暖，祁连山冰川退 

缩 、雪线上升速度加快，水源涵养功能弱化，走廊内河 

源来水量逐渐减少，再加上当地工农业经济的快速发 

展，缺水问题 日益凸现。超采地下水已成为弥补水资 

源不足的主要途径，走廊内黑河流域和石羊河流域水 

资源利用率分别高达 150％l31和 172％[41，在缺水严重的 

石羊河流域，年超采地下水量已达 4．32亿 m。。与20 

世纪 50年代相比，在石羊河下游的民勤盆地，地下水 

位平均下降 10～12 m，下降速率 0．57m·a～。干旱、缺水 

和地下水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致使走廊内土地盐碱化 

加重，耕地沙化、草场退化速度加快 、沙尘暴频发，造 

成走廊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例如民勤县 自1950年以 

来，北部沙漠向前推移了 50～70 m，侵吞耕地约 400 

hm ，西部沙漠东移 3O～60 m，约470 hmz耕地被迫弃耕， 

48 一 浮 参冀 ； 

5 300 hmz耕地不同程度沙漠化 ，近 1．33万hm 的人 

然林和人工防风固沙林相继衰败甚至枯死。盐渍化面 

积由 20世纪 70年代的不足 1．33万 hm2增加到日前 

的4．0万 hm 。强沙尘暴 日数达到37 d 151。 

2 发展节水农业，遏制河西走廊生态恶化 

2．1农业节水的思路和目标 

在河西走廊，农业灌溉用水比重占水资源总量的 

80％～90％，所以节水关键要从农业抓起。河西走廊灌 

区高效农业节水 ，在水源利用上的思路为“限用地下 

水、适用地表水 、用足天上水”；在节水的核心方向上 

的思路为“开源节流、严防蒸发、提高水效益”。甘肃省 

委省政府确定的节水 目标为：在 2010—2012年的 3 

年内，累计示范推广高效农田节水技术 66．67万 hm!、 

节水 10亿 mz、增收 5亿元 。 

2．2农业节水的主要措施 

为了实现河西走廊的节水 日标，结合当地实际， 

总结出“工程节水 、农艺节水、生物节水、管理节水”四 

大并举的节水措施。通过工程和农艺措施，减少水资 

源的蒸发和渗漏 ，提高水分的利用效率；通过生物措 

施，改善种植结构，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收入，提 

高单方水生产效益 ；通过管理措施，摆平和均衡用管 

水各方利益关系，约束和激励水管单位和农民 2个节 

水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节水意识。四大节水措施由水 

利、农技、农机、基层政府等部门分工负责 、密切配合、 

联合行动、确保到位。 

3 启动补贴机制，推动河西走廊节水农业快 

速发展 

3．1农艺节水的效果及生态补偿 

根据《甘肃省推出高效农田节水技术推广扶持办 

法》 和不同节水技术自身的应用特点和成效，针对性 

推广应用膜下滴灌、垄膜沟灌和垄作沟灌_二大节水技术，． 

膜下滴灌技术重点应用于在井灌区的 H光温室 

瓜菜、葡萄、啤酒花、棉花等特色优势产业 卜，集灌水 、 

施肥于一体，相对于地面灌溉节水 3 000 ·hm 以 

上，节水率 50％左右，节肥、节药率达 20％，增收 3000 

元·hm-2 ，增加成本 18 000冗 ·hm 2，其中首部15 000 

元·hm ，滴灌带 3 000元·hm 2。3年共累计‘示范推厂‘2 

万 hm2，生态补偿办法为：核心 范区补贴 15 000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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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Z，统一建设一井一套首部系统，滴灌带有农民自 

负。 

垄膜沟灌技术重点应用于在河水灌区的玉米、马 

铃薯、蔬菜、瓜类等稀植作物上。其中全膜沟播沟灌节 

水 l 800～2 250 m3·hm之，增收 1500元·hm-2；半膜垄作 

沟灌节水 1 500 m3·hm-2，增收 1 200元 ·hm-2。增加成 

本 1 200～1 525元·hm-2，其中地膜 600～l 125元·hm-2， 

机械费600元·hm-Z。3年示范推广垄膜沟灌 24-3万 

hmz，其中玉米垄膜沟灌 10万hm2，马铃薯垄膜沟灌 

3．33万 hm ，瓜菜垄膜沟灌 11万 hm2。补偿办法为：核 

心示范区，补贴地膜 375～600元·hm-~(全膜 600元、半 

膜 375元)、补贴机械作业费 300元·hm-2。 

垄作沟灌技术重点应用于在灌区的小麦、啤酒大 

麦等密植作物上。节水 900 m3·hm-Z，增收750元·hm-Z 

左右，增加成本 600元·hm-2(机械费)。3年示范推广 

8万hmz，其中小麦垄作沟灌 2．67万hm2，啤酒大麦垄 

作沟灌5．33万hmz。生态补偿办法为：核心示范区，补 

贴机械作业费 225元·hm之；面上推广区，补贴机械作 

业费 111．75元·hm-2。 

3．2工程节水的效果及生态补偿 

河水管区的渠系以农、毛渠的衬砌防渗改造，发 

展沟灌为主，以低压管道输水改造、适当建调蓄水池 

发展滴灌为辅 ；井灌区渠系以管灌输水 ，发展沟灌、 

小管出流和滴灌为主，综合节水 13％，平均增加成本 

4 500元·hm 。补贴方案为：政府设立专项，负责解决 

农毛渠的衬砌、低压输水管道、调蓄水池等大型永久 

性设施的建设或材料的供给，农户解决所用人工田和 

田间滴管带等一次性材料的筹措。 

3．3生物节水的效果及生态补偿 

围绕节水增效的目标 ，按照“面积调小 、水耗降 

低、效益增高”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有序发展 日光温室 

蔬菜、鲜食葡萄、酿酒葡萄、枸棘、大枣等高效作物，增 

收7．5万元·hm ，综合节水 35％，平均增加成本 5．25 

万元·hm-2。生态补偿办法为：日光温室建棚户补助 7．5 

万元·hm—z嗍，拱型温室补助 45 000元 ·hm-Z，种苗补贴 

5 250元 ·hm-Z。 

3．4管理节水的效果及生态补偿 

按照“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原则 ，坚持依法管 

水、科学配水和节约用水相结合 ，完善水资源管理体 

制、运行机制和水价制度。探索推行水资源与决算管 

理，落实水资源预算和年度分配方案，制定《甘肃省推 

出高效农田节水技术推广扶持办法》嘲、《地下水计量 

控制设备管理办法》、《以水定电、控水以点控水管理 

办法》、《水票使用与交易管理办法》、《节水技术推广 

补贴和节水奖励理办法》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确保节 

水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综合节水 15％，平均增加成本 

150元·hm-Z。生态补偿办法为：农户节余的水，按0．12 

元·m-3政府收购，也可以转让；探索水管部门人员由 

差额拨款向全额拨款过度，由卖水养人向管水节水转 

变，全部人员纳入财政供给，收取的水费全部上缴财 

政，解除水管单位后顾之忧，提高节水的积极陛。 

4 强化保障措施，保证节水农业补偿机制有 

效落实 

4．1制定补贴政策 

通过对河西走廊农业节水的 4种有效措施认真 

研究 ，确定各种措施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的数量、农民 

的承受能力和技术措施持续性等问题，制定补贴标 

准、对象、方式和环节等切实可行的政策，激励水管单 

位和农民2个节水主体的积极性。 

4．2筹措补贴资金 

通过协调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投 

资向农业节水倾斜，统筹农业、水利、发改、扶贫、科技 

等相关部门设立农业节水专项经费，整合各个渠道涉 

农项目资金，经统一策划和设计，科学合理地用于河 

西走廊生态补偿。 

4．3监督补贴执行 

制定物资使用与管理办法，对补贴物资和补贴项 

目工程实行统一招标采购、统一调配使用、统一造册 

发放，对享受扶持的农户建卡登记，实行公示制度，接 

受群众监督。同时委派各市县农调队相互交叉抽样调 

查，确保补贴政策人村到户和节水农业面积的落实。 

4-4确定补贴效果 

通过政府职能部门逐级检查汇报、科研推广部门 

定点监测、农户问卷调查等不同的形式和渠道 ，确定 

节水农业生态补贴的增产、增效、节水等效果和农民 

的积极性，为技术和政策的持续改 (下转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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