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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交易中第三方回流问题研究※ 

刘红梅 王克强 郑 策 

[内容擒要】在水权交易中，第三方回流问题的存在使得水权交换市场的有效性受到了 

质疑。本文从第三方回流的定义入手，比较详细地阐速 了第三方回流问题在水权市场 

建立过程中的影响，同时介绍了国外一些第三方回流的测量方法和解决回流问题的经 

验。希望能够借此阐速第三方回流现象，对我国水市场建立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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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市场是在水权的初始分配完成的情况下，基于市场机制对水资源的再分 

配，具体来说是水权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再分配和交换。水权市场通过经济杠杆调 

节水的供需关系，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运用。市场的作用优化了各区 

域、各部门之间的用水。 

在水权市场的建立过程中，有几个因素制约着水市场的有效运行。这些因素 

包括：如何衡量用水；如何在水流量变化的情况下界定水权；如何建立水权市场 

的退出机制；低收入农民的 “水权换现金”问题；外部性和第三方问题；等等。 

国外的水权市场建设比较早，水权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一系列有关第三方问 

题的出现促使国外学界对于水权交易的第三方问题有了较多的研究，其中，第三 

方回流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Paul Holden，Mateen Thobani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 

告中提及回流问题，认为要提高水权市场的效率必须正视回流问题。Ellen Hanak 

阐述了加利福利亚洲在第三方回流效应的解决办法。Ramchand和 Michael则是根 

据科罗拉多州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定量的方法。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中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有效性及政策绩效评价研究) (批准号： 

o4cz~15)、中国博士后基金 <中国农村非营利组织运行绩效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博基 

[2OO4]13号)等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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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水权市场建设还基本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实践比较少。国内研究还 

基本处在水市场建立的作用和我国建立水市场的现实可能性层面。在水资源短缺 

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吸取国外在水权市场的交易中取得的经验，完善对于水市 

场存在的问题的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迫切的课题，对于下 
一 步水权市场的建立有着重要而深刻的作用。 

一

、 理论基础——第三方和回流的界定 

第三方是最早出现在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案例中，指的是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时，与污染者没有直接契约关系的受害者。因为第三方没有契约的保护，因此在 

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第三方受害者很难通过市场机制给予污染者市场压力，因 

此也很难得到补偿。 

在水权市场中第三方也同样存在。水权交易涉及的第三方的定义是：在存在 

水权市场的条件下，买卖双方进行水权交易，对非当事人享有的水权产生了影 

响，此时受到他人水权交易影响的水权拥有者即被定义为水权交易中的第三方。 

第三方的水权受到影响的这一种情况被称为第三方效应。 

有效的市场要求水权交易中的第三方效应能够被识别和定量化确定。只有当 

所有相关成本都能在交易过程中得到体现，市场才能被称为有效的市场。第三方 

效应实际上是一种外部成本的体现，第三方问题的存在是对水权市场的挑战。从 

经济学的有效性角度来看，第三方的外部成本必须考虑进入交易费用才能达到最 

优；从公平角度来看，对第三方受到的损害应该进行补偿。 

在第三方效应中，回流 (1~t'gI'rl flows)越来越多地被提及 ，相对而言，国内 

关于水权市场的理论论述中却少有涉及到。水权交易对于第三方现在已占用的水 

权以及将来得到水权的可能性造成的潜在影响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专门的提 

出，回流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回流的定义是：水作为一种 自然资源具有流动 

性，在水资源消费中水资源未被完全使用，而以某种可以被接受的水质标准进入 

地表水或地下水，继续为其他水使用者使用的情况。 

二、第三方回流问题的影响 

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常常涉及第三方效应和回流问题，基于这个事实，我 

们将二者合并起来作为第三方回流问题进行研究。第三方回流问题，就是由于水 

权交易对回流的流量或者水质造成影响，从而使得第三方利益受损的情况。 

由于在水权市场有效存在的情况下，第三方回流问题几乎不需要什么交易成 

本就能够造成。然而，第三方回流的影响却往往是不可逆的，或者说如果要消除 

第三方回流影响的社会成本相当高。因此这个现象往往成为反对水权市场化的论 

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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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回流问题对各个方面的影响讨论如下： 

(一)部门内部——以农业灌溉为例 

第三方回流可能存在于部门内部。以农业灌溉为例，若上游农民将水权卖给 

其他农民，买方农民具有与卖方农民不同的灌溉方式、或者种植不同的农作物 

(如下表)。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下游农民的回流变化。 

回流在农业部门内部 

种植作物 灌溉方式 回 流 

卖方农民 小麦 滴灌 多 

买方农民 水稻 地面灌 少 

模型设定：假设农业产业内部存在水权市场，农民可以在市场自由地买卖和 

交换水权。市场中农民A、农民B、农民c和农民D，以他们代表农业部门内部 

的水权买卖方和受到影响的第三方。 

初始状态：假定水总额为 T单位；A和 B位于上游，C处于下游。A和 B各 

消耗供应水的50％；C消耗 100％；A，B，C三者的初始水权分配相同，均为x 

单位；考虑到生态目的保留 Y单位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农民 A将水权卖给农 

民 D，农民D消耗供应水 70％ 

销售前： 

UA=Ua=0．5X (1) 

Uc=X (2) 

T=0．5X+0．5X+X+Y=2X+Y (3) 

其中uA、uB、uc为农民A，B，C的耗水量，水资源总量为 T 

销售后： 

UD=0．7X Ua=0．5X (4) 

T= (3)=2X+Y (5) 

Uc=0．8X (6) 

可以看出：第三方 C的用水权从 x降低到了0．8X。 

如果对 x、Y、T赋值，会更加清楚。 

令 T=150，X：60，Y=30 

销售前： 

一 农民A60 v3o 

T=l5o上一 9o]一30 90广 30 

’农民B60 30 ’农民C60 

图 1 农业部门内部回流举例(销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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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后： 

农民D60 回流 l8 

T=150 —’90—广 3o_ _ 1  ’78-r_—’3o 
农民B60 回流3o 农民C=60★0·8=48 

可见在总可利用水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民A将水权卖给 D后，造成回流变 

化 (从 30单位降低到 18单位)，从而该交易影响到了第三方的农民c。在保持 

生态用水不变的情况下，其可用水权从 60降低到48。 

(二)部门问——以农业灌溉和工业为例 

第三方回流问题在部门间也可能存在。农业用户将水权转让给工业用户，可 

能是原本存在的回流受到严重的影响，无论是水量还是水质都有可能出现很大的 

不同。由于回流是下游用户可使用水权的组成部分，如此就会使得下游的农业用 

户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丧失自己的水权，成为水权交易中的第三方。部门间的第 

三方回流问题因此产生。 

同样的，我们采用部门内部第三方回流的分析模型。 

模型设定：假设水权市场不仅存在农业产业内部，也存在于农业和工业部门 

之间，农业部门中的农民可以和工业部门中的企业自由的进行水权交易。市场中 

只有农民 A、农民B、农民 C和供水公司 D。 

初始状态：假定水总额为T单位；A和B各消耗供应水的50％，c完全消耗 

自己的用水；A，B，C三者的初始水权分配相同，均为x单位；考虑到生态目 

的保留Y单位的水。通过水权市场，农民A将水权全部卖给供水公司D，供水公 

司D的水消耗量是 100％。 

水权交易前： 
‘  

UA=UB=0．5X 

Uc=X 

T=0．5X+0．5X +X +Y=2X+Y 

水权交易后： 

Uc=X UB=0．5X 

T= (9)=2X+Y 

Uc=0．5X 

可见，回流减少对第三方c的影响是用水量下降为0．5X。 

对 x、Y、T赋值，令 T=150，X=60，Y=30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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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一 农民A60 30 

T=l5oj_一9o—r3o—L] 78_r_一30 
农民B60 3o 农民C60 

图 3 部门间——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问回流举例 (销售前) 

销售后 ： 、 

一 供水公 司 D。6o 

T=150 90—r 3o—_ ]  6o_r_一 30 
农民B60 30 农民C=60*O．5=30 

图 4 部门间——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回流举例(销售后) 

在该例中可以看到，在交易后水权从农业用户转移到工业用户。由于工业用 

户用水是完全耗用，对回流影响极大 (从 3O单位降低为 0)。从而影响下游的用 

户 C。 

三、回流的确定 

研究了回流对于各方面的影响之后，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确定回 

流。从回流的定义可知，回流是没有完全被水权拥有者消耗，而以种种方式重新 

回到供水体系的部分水资源。美国的水权市场建设比较早也比较成熟，在回流确 

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 8O年代，美国科罗拉多流域的一些地区就对回流进行 

了详细研究，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回流测定体系。(1) 

要确定回流量 ，必须首先确定灌溉——回流体系各组成部分的数量。第一 

步，确定未被草坪吸收的供水数量或者比例，也就是确定渗透水的数量和比例。 

然后，确定渗透水中，有多少数量和比例的水最终进入流域和地下水系统，成为 

回流。回流比渗透水更少，因为枝条、灌木和其他植被会吸收渗透水，同时在此 

过程中还存在其他的人为消耗。无疑，回流的量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第一 

步确定草坪消耗水量并不困难，通过对模拟环境的观测，很快就可以确定草坪的 

用水量，确定出渗透水的数量和比例。因为渗透水和草坪消耗用水之和就是供应 

水量。主要困难是模拟环境下的回流不等于实际环境中的回流，因为渗透水会被 

树、灌木、和其他植物吸收。同时，部分流动的地表水也会最终进入回流。 

柯顿坞曲线 (Cottonwood Curve)。这是科罗拉多柯顿坞地区对于回流建立的 

曲线。通过建立模拟环境和观测数据，建立了供应水 (Water Application，简称 

WA)、渗透水 (Deep Percolation，简称 DP)、潜在消费 (potential Consumptive Use， 

简称 CU)三者的关系。通过对三者的分析，模型建立者发现，渗透用水比 

(DP厂WA)和用水消耗比 (wA／CU)，在用水消耗比 (wA／CU)<160％时，几乎 

完全是线性的。基于这个模型的结论，科罗拉多州立工程署 (CosE)接受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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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占用水 15％的比例。 

格洛宁线 (Gm玎ning )。科罗拉多斯普灵 (Spri g)地区认为回流应该远 

远高于 15％，因此该地区对回流做了另外的研究。与柯顿坞地区的研究类似， 

斯普灵也是建立模拟环境对回流进行研究。格洛宁线的表达方式和柯顿坞曲线不 

同，是一条完全的直线，主要是通过有效灌溉量和灌溉回流这两个参数来表示。 

在随后的研究中，科罗拉多斯普灵确定下来的回流占有效灌溉量的比例为大约 

35％。在研究中，为了统一两个模型，便于对比，科罗拉多斯普灵研究小组被要 

求用柯顿坞研究小组使用的参数，也就是用渗透用水比 (DP厂wA)和用水消耗 

比 (wA／cu)来表示其研究成果。于是得出了下面的两个图。 

回流 

图 5 WA／CU和 DP／CU：柯顿坞曲线表示方法 

W A，cU 

图6 水使用量和回流关系图：格洛宁线表示方法 

水量 

CSU检验。由于两种回流确定结论不同，因此需要独立的机构进行研究。科 

罗拉多州立大学 (CsU)承担了这次任务。CSU建立的方程式为： 

El'=I+P—DP—CSM (13) 

其中ET是植物水消耗量，I是灌溉用水量，P是降雨量，DP为渗透水， 

CSM是土壤含水量变化情况。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独立研究结果认为，柯顿坞和斯普灵的研究都体现了土 

壤质量、草类、人们灌溉习惯的综合影响。而柯顿坞曲线和 CSU结论有着更大 

程度的相似，因此，该研究认为，柯顿坞曲线在科罗拉多地区拥有更广泛的适用 

性 。 

四、回流问题的解决经验 

(一)美国加州的限制输出做法 

由于几乎所有的跨地区交易都会对水资源造成影响，所以应该对可能减少第 

三方回流的水权交易进行限制。这个观点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尤为典型。由于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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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市场的负面效应，加利福利亚州很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通过条例的形式 

限制地下水销售到其他地区。 

加州对于水权市场有着 “无伤害”法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水权市场对第三 

方的损害。这个 “无伤害”法律要比西部很多州都更加的有体系。然而这些法律 

只适用于地表水，占全州供水量 40％的地下水不在法律框架内部。地下水的第 

三方回流问题早已存在。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是 20世纪 20年代，欧文流域向洛 

杉矶大规模地下水输出造成了该地区农业大萧条并对当地的生态造成长久的影 

响。1994年，加州某县的水输出和周围地区井水干涸有直接联系，这个事件直 

接导致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忧虑。 

为了保护当地的地下水用户不受到无节制的获取地下水行为的影响，很多农 

业为主的县采取了出口禁令的办法。经验研究显示，这些禁令有效地限制了地下 

水的输出，并成功地将一些水输出转移到了当地群众手中。 

(二)智利的用水权划分做法 

智利 1981颁布水法，建立起了水权市场。水权必须通过登记方能生效。在 

登记过程中，水权被划分为可消费水权、非消费水权、Il缶时水权、永久水权。永 

久可消费水权被按量划分 (当水资源不够时，水被按比例分配)；I临时可消费水 

权，在所有可消费水权均已用尽时，才可以被使用。非消费水权，主要被水利机 

构使用。 

在回流问题方面，智利的做法是所有的永久性消费水权都被表达为可用比 

例，比例最高可以达到100％。如果产生回流效应，所有的可用水权所有者，都 

必须承担回流减少的后果。 

当然，注意到智利大部分的灌溉体系不存在太大的回流问题 ，相对来说 ， 

Etqui和 Aconcagua两个地 区回流较多，这些地区有着崇高权威 的用水组织 

( )采取的做法是，禁止上游用水者卖水给那些无法将水回流到河里的用水 

者。这些做法在智利收效很好。 

五、结 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管理制度将走向完善，同时水权市场也在逐步 

成熟。正视并着手解决水资源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才能最终在吸取他国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起成熟的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 

吸取其他国家在建立水权市场过程中的第三方回流问题，对于我国的水资源 

管理和农业灌溉节水是有实际作用的。我国对于第三方回流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很 

多。但是，由于水权交易对第三方回流造成影响的事件却已经有所显现。例如， 

2OOO年东阳和义乌有偿转让用水权协议的签订，其交易对嵊州的水资源使用就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第三方回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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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方回流问题，要加快研究，要从经济的角度、生态的角度、社会的 

角度和法律的角度等去研究，从而为建立能和谐发展的水权交易市场创造条件。 

☆ 

注 释： 

①该体系的建立主要基于城市草坪的用水回流，其测量方法仍然具有学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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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turning Flow of 1]drd Party in W ater Right Trade 

Liu Hongmei Wang Keq-咖 嘲喀 Ce3 

Ab醴 ：In water light trade。the validity 0fwater market is queried，due to the !tIⅡrI—flows pguble~Q． 

This paper defines the“lretUlTlflOW"pguble~Q infirst place，and then analyzes the iⅡ 0fretIⅡrI—flow on 

the process 0fwater market．Furthezmo~．this paper re~ewB s0眦 methodologies used by various cities to 

estimate reI[I】m flow．Moreoverit introduces s0眦 exp~ eiN3e8 0fdifferent couE~esto solve the pguble~Q．The 

purpose 0fthe paperis to explain rIm皿 flow problem and do s0眦 favorforthe establishment water marke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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