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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度在节水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一 、节 水 型 社 会 制 度 及 其 体

系的概念、作用与特点

制度是指 “社会游戏的规则 , 是

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们交流行为

的框架”。制度作为经济理论的重要

基石 , 是经济增长与发展重要的内生

变 量 , 土 地 、劳 动 、资 本 、技 术 等 要 素

只 有 在 有 效 的 制 度 框 架 下 才 能 发 挥

作用。节水型社会制度是指与节水型

社会建设相关的社会约束规则。节水

型 社 会 制 度 体 系 是 指 与 节 水 型 社 会

建设相关的社会约束规则的总称。

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消除水市场

的限制性因素, 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高效利用。完备的制度体系是节水型

社会四大支撑体系之一, 是政府主导、

市场引导与公众参与的载体, 也是连接

其他三大体系建设的纽带, 即统一、高

效的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体系、与水

资源优化配置相结合的节水防污工程

与技术体系以及与水资源和水环境承

载力相协调的经济结构体系 , 如图 1

所示。从根本上看, 节水型社会制度建

设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手段的

运用以及需求控制与管理, 是提高水

摘 要: 制度是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和核心环节。制度安排的适当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节水型社会

建设的成败。从节水型社会建设制度及其体系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分析入手, 剖析了节水型社会制度体系的层次

结构 , 并构建了节水型社会的一般制度矩阵 , 提出了节水型社会的三大支撑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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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节水型社会建设制度的层次结构

图 3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一般制度矩阵

资源利用的效率、效益和可持续性的

关键, 也是节水型社会建设与传统节水

相区别的主要特色所在。

按系统论的观点 , 系统是由具有

特定功能的、相互间有机联系的多种

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节水型

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大系统 , 具有如

下几个特点:

①制度的关联性。制度是构成节

水型社会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在制度

体系内部, 有着众多、各种类型的制度,

它们往往相互制约与反制约, 从而形成

制度之间的直接联系或间接联系。

②制度功能的整体性。节水型社

会 制 度 体 系 内 部 各 个 制 度 功 能 的 发

挥 , 往 往 受 到 其 他 制 度 的 影 响 和 制

约。因此 , 制度体系的整体效应是指

制度体系中各个制度的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的结果。一般而言 , 制度的整

体效果大于各部分叠加的效果。

③制度体系的阶段性。节水型社

会制度体系服务于社会需求 , 具有一

定历史阶段性 , 不同阶段由不同内容

和形式的制度所构成。

④制度体系的层次性。节水型社

会制度体系具有不同的层次 , 存在着

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不同层次的制

度 在 制 度 体 系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是 不

同的, 其变化的规律也有所差异。

二、节水型社会制度体系的

层次结构与一般制度矩阵

节 水 型 社 会 制 度 体 系 的 内 涵 相

当丰富 , 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 , 如图 2

所示。

①从 范 围 上 看 , 当 前 的 研 究 表

明, 节水型社会建设具有三个基本模

式, 即国家模式( C 模式) 、区域模式( R

模式) 和基层模式(L 模式) 。相应的, 节

水型社会制度体系也包括国家节水型

社会建设制度、区域节水型社会建设

制度以及基层节水型社会建设制度。

②从广度上看 , 节水型社会建设

的制度体系 , 可以分为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制度、水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以

及水生态修复的相关制度。

③从深度上看 , 节水型社会的制

度体系可以分为水法律、水政策与水

文化三个层次。其中 , 前两者属于正

规制度 , 后者属于非正规制度。

④从功能上看, 根据政府的作用

及与市场、公众的关系, 节水型社会制

度可以划分为命令与控制、基于市场

的经济激励、信息与公众参与三大类。

在广度上 , 重点考虑水资源开发

利 用 制 度 以 及 防 污 与 水 环 境 保 护 制

度 , 将其与节水型社会制度在功能方

面 进 行 组 合 , 并 予 以 细 化 , 构 建 的 节

水型社会一般制度矩阵如图 3 所示。

三 、节 水 型 社 会 的 三 大 支 撑

性制度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本质特征是建

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

源管理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水资源

配置中的导向作用, 形成以经济手段

为主的节水机制, 不断提高水资源的

利用效率和效益。在其过程中, 政府的

宏观调控和主导作用在现阶段必不可

少。此外, 积极推进以自主管理为代表

的农业用水制度改革和管理模式 , 有

利于培育和提高农民自主管理意识和

水平, 建立现代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 是实现农业和灌区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所在。基于以上认识, 并综合

考虑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特点 ,

本研究认为节水型社会建设具有如下

三大支撑性制度组合, 如图 4 所示。

①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制度类。

该 制 度 组 合 可 以 具 体 细 分 为 取 水 许

可、排污许可、用水定额、污水排放标

准控制等制度。

②水价、水权与水市场制度类。

其中 , 水价制度是指包括水资源有偿

使 用 制 度 、水 利 工 程 水 价 制 度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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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节水型社会的三大支撑性制度组合

供水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在内的综

合集成体系。此外 , 该制度组合还包

括 初 始 水 权 分 配 、水 权 转 让 、排 污 权

交易等制度。

③信 息 公 开 与 参 与 式 管 理 制 度

类。该制度组合主要包括政府信息公

开、宣传教育与公众参与等制度 , 主

要以用水者协会的建设为重点。

上 述 节 水 型 社 会 三 大 类 支 撑 性

制 度 , 从 广 度 上 看 , 综 合 体 现 了 水 资

源 高 效 利 用 与 水 资 源 保 护 两 部 分 的

内容。从制度功能上看 , 总量控制与

定 额 管 理 制 度 侧 重 于 政 府 命 令 与 控

制 手 段 , 水 价 、水 权 与 水 市 场 制 度 侧

重于经济激励手段 , 参与式管理制度

侧重于信息化与社会参与手段。

四、节水型社会制度的变革

节 水 型 社 会 制 度 变 迁 往 往 受 到

多 方 面 因 素 的 影 响 , 如 政 治 经 济 体

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市场经济的完

善程度等。通常 , 一个有效的制度在

一定时期内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 人们

对 既 定 制 度 安 排 和 制 度 结 构 处 于 一

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 , 因而无意也

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对于制度变迁的

发生 , 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认为的

那样 : “资 源 、技 术 、偏 好 与 制 度 等 的

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 , 制度变迁意

在实现更高的效率 , 表现为对制度均

衡的动态搜寻。”从根本上看 , 制度变

革 主 要 取 决 于 制 度 变 迁 的 收 益 和 成

本 , 只 有 当 预 期 收 益 大 于 预 期 成 本

( 包括机会成本和变迁成本 ) 时 , 制度

变 革 主 体 才 会 去 推 动 直 至 最 终 实 现

制度变迁。

节 水 型 社 会 制 度 的 变 革 有 多 种

方式, 包括:

①从制度变革驱动力量看 , 节水

型 社 会 制 度 变 革 是 强 制 性 和 诱 致 性

变革的统一。强制性变革是以政府的

行 政 命 令 和 法 律 法 规 为 主 要 特 征 的

制度变革。如我国 2006 年正式颁布

实施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

理条例》, 就是采用法律强制力推动

制度进行变迁。诱导性变迁主要是指

由 个 人 或 团 体 在 追 求 制 度 外 的 利 润

时推动实现制度的创新和更替 , 如上

游 地 区 对 下 游 地 区 水 资 源 补 偿 制 度

等。考虑到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转型

时期 , 近一个时期还主要以强制性变

迁为主。政府在制度体系构建中发挥

着主导作用 , 是节水型社会制度变革

的主要实施者和重要推动力量。

②从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看 , 节

水 型 社 会 制 度 变 迁 的 主 要 方 式 为 新

制度创新和现有制度改进两方面 : 既

包括单项制度改进 , 也包括制度体系

结 构 的 变 革 , 即 水 法 律 、水 政 策 与 水

文化的相互转化过程。从当前节水型

社会建设的实践看 , 我国区域节水型

社 会 制 度 变 革 以 体 系 的 重 塑 和 优 化

为重点和前提 , 并有针对性地对其中

的一些关键制度进行修订和改进。

③从制度变革的区域范围上看 ,

我 国 节 水 型 社 会 制 度 变 革 采 取 以 区

域 、基 层 制 度 变 革 为 重 点 , 带 动 国 家

制度变革的模式。在区域层次上 , 节

水型社会制度变迁采取渐进方式 , 按

照“点—线—面”的发展思路 , 即首先

在代表性试点城市进行制度变革尝试

( 点: 如张掖、绵阳、大连、西安), 接着在

南水北调沿线受水区试点城市( 线: 如

天津、廊坊、淄博、徐州、郑州和襄樊)

以及省级行政区( 面 : 如宁夏 ) 推动变

革。通过积累经验, 逐步推广到全国。

五、结论

节 水 型 社 会 建 设 是 解 决 我 国 水

问题的战略举措。制度建设是节水型

社会建设的难点和关键所在。为响应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要求。当

前以及未来 15 年 , 是我国节水型社

会 制 度 进 行 根 本 性 变 革 和 创 新 的 关

键时期。科学认识节水型社会建设制

度体系的结构与动态变化特征 , 并进

一 步 对 主 要 支 撑 性 制 度 组 合 进 行 重

点研究 , 是推动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

理 论 和 实 践 逐 步 走 向 深 入 的 重 要 切

入点。 ■

参考文献:

[1] 卢 现 祥 . 西 方 新 制 度 经 济 学 [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6.

[2] 闫敏 . 循环经济的新制度经济 学

探析[J].桂海论丛 , 2005, 21(6).

[3] Ward, A. F. and King, J. P.. R e-

duc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water

conservation. Water Policy, 1998, 1.

[4] 中 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水: 治

理与创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5] 褚俊英等.我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模式研究[J].中国水利 , 2006( 23) .

[6] 胡和平 , 彭祥. 博弈论视角下节水

型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组成结构

与基本表征[J]. 中国水利, 2005( 13) .

[7] Bhatia, R ., Cestti, R . and Win-

penny, J. water conservation and re-

allocation: best practice cases in im-

prov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n-

vironmental qualit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5.

[8] 林旭霞.关于我国物权立法选择的

经济学分析[J]. 东南学术 , 2004( 6) .

[9] 彭德琳. 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李计初

前 沿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