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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研究※ 

王克强 黄智俊 

[内窖摘要]灌溉用水市场均衡是理想状态，非均衡是经常状态。本文首先构建节水灌 

溉市场均衡模型，然后再构建了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非均衡模型，并提 出节水灌溉市 

场非均衡度指标以衡量非均衡程度。造成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有： 

国情、水质恶化、水的使用效率低、节水灌溉设施落后、节水灌溉技术落后、认识上 

的落后、水市场还未建立起来、缺乏激励机制等。对此，我们要努力解决农业灌溉市 

场的非均衡。 

[关键词]节水灌溉；水市场；非均衡 

作者简介：王克强．男，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上海 200433 

黄智俊．男，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一

、 引 言 

经济学上的市场均衡是供给价格恰好等于需求价格时，市场所处的状态。由 

于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现实经济中不应该存在所谓绝对的均衡。一般说 

来，市场均衡意味着特定市场上的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在数量上大致相等或相 

近。也就是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现象，在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维 

持在所谓均衡价格上，厂商提供的商品的价值都能得到实现。 

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经济过程实际上是供求之间、供给者之间、需求者之 

间的相互博弈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供需并不总是均衡的，供大于需或供小于 

需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均衡是理想化的、暂时的，非均衡才是经济中的常 

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唯一途径是改变非均衡的性质，把经济非均衡程度降到 

最小，从而实现非均衡条件下资源的优化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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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C D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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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节水灌溉市场供求的均衡模型 

(一)农业节水灌溉市场供求的均衡分析 

为了说明农业节水灌溉市场供求的非均衡，我们首先分析农业节水灌溉市场 

供求的均衡。农业节水灌溉市场供求的均衡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消费者愿意并且 

能够购买的水的数量和供水企业能够并且愿意提供的数量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 

态。二是指对农业节水灌溉设施、节水技术等的需求与对农业节水灌溉设施、节 

水技术等的供给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以第一层意思为例进行分析，这时的 

数量叫做均衡数量，形成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如图1所示，农业用水市场在供 

给s和需求D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供给曲线s为上扬的一条 

曲线，需求曲线 D为下斜的一条曲线。当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时，s与相交于 

E，农业水市场达到均衡，并得到价格 Pn。此时任何价格的短期偏离都会再次回 

复到均衡价格P0。若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 Pn时，则农业用水的需求减少，出 

现供过于求，价格下降；若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 Pn时，则农业用水的需求增 

加，出现求过于供的现象，从而又使价格上扬。由此，可以认为，市场均衡的条 

件是在一定价格下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 

Q- Qo Qz 

农业水市场供求的均衡 

Q 

假定由于灌溉面积的增加，使农业用水的需求由D0增加到 D2，而农业用水 

不能立即供给，因此价格上升至 P2。在P2价格水平下，需求和供给的农业用水 

数量 Q2实现新的均衡。如果需求曲线由D0移至 D ，导致农业用水价格跌落至 

P ，这时农业用水供给量较少，农业用水供求均衡的水数量是Q 。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农业用水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包括两层含义， 

即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表示为农业灌溉用水总供给量与总需求量 

的均衡；在微观层次上表示某特定地区，或某特定组织农业灌溉用水的均衡。 

(二)农业节水灌溉市场供求的均衡模型 

农业节水灌溉市场供求的均衡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D=plxD+alP+ l 

S=fi2)(s+a2P+ 

Q=D=S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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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模型中，D是农用水需求量，s是农用水供给量，Q是市场交易量，xD 

和xs表示影响需求和供给的除价格P以外的外生变量的向量。P表示农业灌溉 

用水的价格，a 、Ct2、p 、 是待估参数， 、 是随机变量。在均衡条件下， 

市场交易量等于供给量也等于需求量。 

三、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非均衡模型 

根据非均衡理论 ，农业节水灌溉市场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是一种理想的 

状态，而非均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在通常情况下，研究市场供需的计量模型都 

假定供给与需求是均衡的。但在现实经济中，供需并不总是均衡的，供大于需或 

供小于需的非均衡情况才是常态。为了反映实际的供需情况，就要采用 “非均衡 

模型” (disecplilihrium mode1)。非均衡模型最早由Fair和 Jaffee(R．C．Fair and 

D．M．Jaffee，1972)提出，但其应用却一直较少，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模型 

本身较复杂而使其难于实施，但另一方面也出于很多经济学家对完美的市场可以 

解决一切问题的信仰 (Oczkowski，Edward，1997)。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模型 
一 般有两种形式，即最小原则模型和市场聚合后的非均衡模型。 

(一)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模型之一：最小原则模型 

最基本的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模型由三个方程组成一个联立方程组，即 

需求方程、供给方程和交易量方程。具体形式如下： 

Dt=a0Xdl+ dl (t=l，2，⋯，T) (4) 

S =fiD + 。 (t=1，2，⋯，T) (5) 

Q =min(D ，S ) (6) 

在以上的联立方程组中，(4)为需求方程，(5)为供给方程，(6)为交易量 

方程。这里 D 表示时期 t的农业灌溉水的需求量，S 表示时期 t的农业灌溉水的 

供给量，Xd 、 表示各种影响农业灌溉水的供给和需求的外生变量的向量， 

fiD是待估参数， 、 是随机误差项。Ql表示 t时期的农业灌溉水的交易量。 

在非均衡体系中，需求量和供给量并不相等。在最小原则下，农业灌溉水的 

交易量并不同时等于需求量和供给量，而是等于需求量和供给量中较小的一个。 

即Q =min(D ，s )，该交易量方程也常被称为最小原则方程，其含义是，如果 

Df>Ds，则交易量等于供给量；如果 Df<Ds，则交易量恰好等于需求量。 

(二)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模型之二：市场聚合条件下的非均衡模型 

Burkett于 1988年提出了一种交易函数形式，即双曲线交易函数方程。Bur． 

kett假设有一种商品市场由众多的微观市场组成，其中大多数微观市场最初存在 

不同程度的过度供给，当对这些微观市场同时连续单调地增加商品的需求时，过 

度供给总量 (s—Q)／s会减弱，相对地过度需求总量 (D—Q)／D会增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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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此削彼长的变化即 (S—Q)／s对 (D—Q)／D的曲线。近视于等轴双曲线， 

用公式表示为： 

[(D—Q)／D]× [(S—Q)／s] (7) 

式中 r表示微观市场的聚合程度。解以上方程可得： 

Q=1／2× (D+S)一1／2× [(D—s) +4rZD×S]。 (8) 

对于任意的 r，由上式得： 

Q<min(D，S)，且 limQ=min(D，S) 加 

从以上分析来看，市场越有效或市场结构 “摩擦”程度越低，聚合后的宏观 

市场就越接近信息完备、充分符合短边规则的市场情况。Q<min(D，s)比短 

边规则 Q=min(D，S)更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状况。一般的宏观非均衡模型都是 

以最小原则方程为基础的，但是它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复杂的宏观经济生活。在市 

场存在摩擦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系统存在市场聚合效应。而农业节水灌溉市场具 

有典型的市场聚合效应，即从农业节水灌溉市场宏观角度来看，存在市场结构的 

缺陷，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经常出现短缺和过剩同时存在的现象。因此，经过聚合 

后的农业节水灌溉市场即存在宏观总量的非均衡，而且同时存在宏观结构的非均 

衡，宏观市场不符合短边规则。 
一 般情况下，市场聚合后的非均衡模型可以采用双曲线形式。具体公式如 

下 ： 

Dt=0coxdt+ dr (t=1，2，⋯，T) (9) 

S =p xs + (t=1，2，⋯，T) (10) 

Qt=1／2× (Dt+D )一1／2× [(Dt—D )+4rZDt×St] (11) 

对于任意的 r，由上式得： 

Q<min(D，S)，且 llmQ=min(D，s)广叼。以上各式中符号的含义同最小原 

则模型。 

(三)非均衡度 

以上介绍了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的理论模型，我们也可以对此模型进行 

实证研究。首先收集和整理相关的数据，然后，可以运用计量经济分析软件 E． 

views5．0等软件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一旦获得了相关数据，估计的过程很简 

单。 

假设通过估计，得到 DEM为估计的有效需求量，SUP为估计的有效供给量， 

Q为估计的市场交易量。我们可以进一步计算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非均衡 

度，公式如下： 

z= (DEM—SUP)／Q (12) 

式中，z为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非均衡度。利用这个非均衡度模型可得 

到一个国家历年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非均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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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的原因 

(一)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灌溉水市场的供求非均衡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不足的国家，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为 2．77×10 m3，而人 

均占有量仅为 2300m3，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4，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列世界 

109位，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是世界上 13个贫水国家之一。目前，全国每年缺 

水360亿 m3左右，因缺水造成的损失达 1800亿元。若水资源总量能在中常期保 

持基本稳定，人口高峰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还将减少25％一30％，水资源供需 

矛盾更加突出。9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缺水范围大、程 

度加剧，全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的耕地面积约为4亿亩，正常年份全国灌溉区每 

年缺水300亿 m3。从粮食安全看，我国北方产粮区水资源条件是不富余的，2050 

年前国家需要增加 1．4亿吨粮食的需求，必将导致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加严 

峻。 

我国农业灌溉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我国工业、城市的发展、城市地 

区供水水源不足，不得不转向依靠农业灌溉水源，势必减少农业灌溉可用水量； 

另一方面，对食物和纤维需求量不断增加，因而要求不断增加农田面积来提高产 

量。因此，今后扩大农田灌溉面积任务非常艰巨，而农业节水灌溉的任务更加繁 

重。农业用水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 (朱立志、邱君、魏赛，2005)。 

(二)农业灌溉用水市场水质恶化供求导致非均衡 

灌溉水量的减少和水质的恶化，加剧了农业用水的矛盾。全国每年排放污水 

总量600亿m3，其中8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在700多条重要的河流中，有 

近50％的河段、90％以上的城市沿河水域遭到污染，已使70％的地面水源遭到 

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3o％—40％的水源已不符合灌溉水质标准，灌溉用水因 

水质性缺水而更趋紧张。在水源性、水质性及结构性缺水较严重的形势下，必须 

更加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才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低效率用水加剧了全国水资源供求非均衡 

我国一方面供水不足，另一方面用水浪费。用水效率低下 (王晓娟、李周， 

2005)，大大加剧了全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80％，而且 

农田灌溉普遍采用漫灌方式，利用系数平均在0．3_-0．4，和先进国家的0．7_-0．8 

相比，我国灌溉效率落后了3 0年。我国的水分利用效率为0．6__1k 舶n3。以 

色列通过节水和高效用水，水分利用率已从 1955年的 1．2 kg／m3提到 1998年的 

2．6 kg／m3。我国山东桓台县 l997一l998年实施综合节水措施后，水分生产率已 

提高到2．02 kg／m3。北京南邵乡1994—199r7年冬小麦的水分生产效率已达到2．3— 

2．4 kg／m3。山西留屯，河南商丘、清丰等实验田、示范区的水分利用效率也都 

接近或超过2 kg／m3。这些资料说明，农业节水的潜力还很大，同时说明供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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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矛盾也很突出。 

(四)农业节水灌溉设施落后加剧非均衡 

我们也可以从农业节水灌溉设施的供求方面来看中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的非 

均衡。我国的灌溉设施大都建于五六十年代，且建设标准较低，工程配套较差， 

经过四五十年的运行，工程普遍老化，失修严重，机电设备长期带病运行，处于 

低能高耗状态，灌区已有 10％的工程丧失了功能。60％的工程设施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坏。据统计，各地农田水利事业费 “六五”比 “五五”平均每年减少 

5．16亿元，灌溉工程的基建投资减少 2、65亿元。“七五”期间水利投入有所回 

升，但农田水利费比 “五五”期间仍然少 3、3亿元，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实际 

完成量只相当于过去同样投资的一半。在水利基础设施减少的情况下，各地对灌 

溉基本建设投资减少幅度都比较大，以致灌溉工程占水利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下 

降到 18％，使农田灌溉工程经费不足的状况更加突出，新增灌溉面积增不抵减。 

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实现全国节水灌溉发展目标，每年至少需要投入 60亿元。 

目前，节水灌溉的主要投资渠道是农业银行发放的节水灌溉贴息贷款。每年只有 

20亿元贷款规模，不能满足节水灌溉的发展需要。 

(五)节水灌溉技术落后导致非均衡 

我国从60年代开始进行节水灌溉技术的试验、研究和推广；70年代，渠道 

防渗、平整土地、大畦改小畦等节水措施大面积推广应用；80年代，重点推广 

了低压管道输水并在较大范围内进行了喷灌、滴灌、微喷灌和渗灌等节水灌溉技 

术的试点和示范；90年代以来 ，各地提高了对发展节水灌溉的认识，不断增加 

节水灌溉投入，开发、研制和生产了适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节水灌溉技术和 

设备，使节水灌溉的普及推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节水灌溉普及 

推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截至 1998年底，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已达 2．3 

亿亩，其中喷灌、滴灌和微灌面积 2300万亩，管道输水灌溉面积 7700万亩，渠 

道防渗面积 1．3亿亩；推广水稻节水灌溉等非工程节水面积2亿多亩。1996年9 

月国务院批准 “九五”期间在全国建设 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在有地下水开发 

利用条件的地区打井和建设节水型井灌区。在3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共投入节水 

灌溉资金250亿元，发展节水灌溉工程面积8450万亩，水稻节水灌溉等非工程 

节水面积1．3亿亩，取得了节水 150亿立方米，增加粮食生产能力230亿公斤的 

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虽然我国在节水灌溉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和 

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仍然存在巨大的供求非均衡。这从我国应用先 

进节水技术的低程度就可以看出：我国节水灌溉面积只占有效灌溉面积的 1／3， 

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灌溉等方式仍占主导地位，喷灌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仅占有效灌溉面积的2．8％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节水灌溉设备 

品种和产品质量还不能满足节水灌溉的发展需要，节水灌溉设备的技术监督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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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测工作亟待加强，节水灌溉制度的研究和应用仍是薄弱环节。 

(六)认识上的落后加剧非均衡 

我国广大农民对节水灌溉认识尚未到位。水资源短缺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还远未引起广大农民的足够重视。一些地区为了眼前利益 

和短期经济效益，仍在过量引水或超采地下水，搞大水漫灌。有的流域由于上游 

用水得不到控制，已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些问题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 

农业用水市场的非均衡。 

(七)水市场制度还未建立起来 

水市场是通过经济手段优化配置水资源的根本制度。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制 

度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建立水市场 (于法稳、屈忠义、冯兆忠，2005)，但举步 

为艰。水权制度僵化，水权交易涉及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的基本生 

存权等问题。因此，水市场的建立比较艰难 (沈满洪，2005)。这也就决定了经 

济手段促进节水灌溉市场均衡的难度较大。 

(八)缺乏激励机制 

我国农业面临着水资源日益短缺的状况，发展节水灌溉农业是一种必然的选 

择。节水灌溉激励机制或缺是农业灌溉用水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建立农 

业节水灌溉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节水灌溉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逆向 

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激励农民的节水行为，并提高水的有效利用率，这是解决 

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有效措施 (段永红、杨名远，2003；关 良宝、李曦、陈忠 

德，2002：,韩青，2005；韩忠卿，2005；彭世彰，2005；肖幼，2005)。但我国节 

水灌溉激励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水资源的价值没有充分的体现，水资源的价值 

被低估，从而使水资源在配置中过度使用，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五、结论与启示 

农业节水灌溉灌溉市场是非均衡的，本文构建了农业节水灌溉市场均衡模型 

和非均衡模型。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定量研究节水灌溉市场的非均衡状况。 

导致非均衡是多种原因。本文认为导致我国农业节水灌溉市场非均衡的主要 

原因有：基本国情、水质恶化、低效率用水、节水灌溉设施落后、节水灌溉技术 

落后、认识上的落后、水市场还未建立起来、缺乏激励机制，等等。 

非均衡是客观的、长期的，但非均衡是可以缓解的，即可将非均衡度维持在 
一 个合理的范围。我们要正确认识国情，保护水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利用 

效率，发展节水灌溉技术，改善灌溉设施，提高节水的认识，建立水权和水市 

场，建立节水灌溉的激励机制。这些都有利于缓解灌溉水的非均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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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arket Disequilibrium for A 删 Water—Saving 

Irrigation：Based on Chinese Agricultural Water Market 

Wang Keqial Ituang zhijtm2 

AbsI ：This article first establishes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rrigation water market，then estabfishes two 

disequilibrium models ofirrigationwatermarket．It analyzesthei'eaSOllSthat nlak~,theirrigationwater n'lalr- 

ket be disequilibrium，which aIe the Chinese nadonal reality，the bad water quality，the low rate of water 

usage，the obsolet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frastructure，the developing water—s．vi~g irrigation technolo一 

， thewastingwater habit，the shortage ofwaterm,arket，the shortage ofmechanism encouragingWater 88．~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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