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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水权确权方法研究与实践探索

马素英，孙梅英，付银环，贾兆宾，李　森

（河北省水利科学研究院，石家庄０５００５１）

摘要：在分析河北省水权改革现状基础上，结合河北省地下水超采综合试点推进进度，采用“边研究边示范边总结”

的研究思路，从分配方法、关键问题、确权步骤三方面对河北省水权确权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河北

省水权确权方法，开展了河北省水权确权实践探索，分析总结了水权确权工作的意义。研究成果可为河北省开展水

权改革提供技术支撑，为华北乃至全国层面推进水权确权工作提供可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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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对水权制度改革工作作出明

确部署，水权确权、水权交易等均是水权制度改革工

作的主要内容。根据科斯定理，水资源配置选择一

种合适的产权制度，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

关键所在，这种产权制度的初始设置至关重要，可

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１］。可以说水权确权是

开展水权交易的重要基础，而水权交易是实现水

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２］、是促进水资源节约

和保护的重要激励机制。截止２０１４年，我国对水

权确权的研究，多为在若干种水源、某一层级、若

干用水户组合下的研究，未实现水源、层级、用户

的全覆盖，且多数停留在理论研究或典型区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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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阶段［２１０］。为此，２０１４年水利部在系统内部印

发了《水利部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提

出在宁夏、江西、湖北、内蒙古、河南、甘肃和广东７

个省区开展水权试点，为全国推进水权制度改革提

供经验借鉴和示范。

河北是农业大省，也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省份，

地下水长期超采已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解决好地下水超采问题，对于保障华北地

区水安全、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长足而深远的

意义。２０１４年国务院确定在河北省开展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试点以来，全省各级相关部门把试点工

作作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民生工程、命脉工

程来抓，力争试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把创新

体制机制、建立超采治理长效机制作为河北省地下

水超采综合治理“节、引、蓄、调、管”［１１］中“五措”之

一。针对河北省水资源匮乏与浪费并存、用水结构

不合理、地下水超采严重、水资源权属缺失［１２］等问

题，积极推进水权确权十分必要。

考虑到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受水资源条件、产业

结构、管理水平、基础设施条件、节水水平等因素影

响，具有一定地域性。同时鉴于河北省水资源严重

短缺和水资源系统相对复杂的水资源现状、高耗水

产业比重过大的产业现状，水权确权涉及多水源（地

表水、地下水、外调水、非常规水等）、多层次（省市

区、行业、用水户）、多用户（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环

境），很有必要在借鉴其他省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寻求适合河北省水资源条件及产业结构的多水源、

多层次、多用户的水权确权方法。

１　河北省水权确权方法研究

本次研究的水权为水资源使用权，指使用权人

依法对国家所有的水资源享有使用并获取收益的权

利［１３］。根据我国现有水权制度法律法规、实践经

验，从水权的分配方法、关键问题、确权步骤三方面

对水权的确权方法进行研究。

１．１　水权分配方法

针对我国及河北省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

结合［１４］，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水

资源管理体制特点，将水权分配分为２个主要层级：

第一层级为从流域到省行政分区、各地级市、各县级

行政区，主要体现的是水资源的宏观配置［３］，各级政

府发展计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

资源进行总量控制、水量分配、跨流域调水指标分配

等［２］；第二层级为从各县级行政分区到不同的公共

供水部门、用水户，主要体现的是水资源的微观配

置［４］。考虑到水权分配对象最终是各行业的各用水

户，实现全省水权分配的用水户全覆盖。如果由县

（区、市）直接分配到各直接用户，需要大量的基础

信息和繁重的协调工作，而且鉴于技术和工程等

因素，实际上难以将水权分配到实际用水户，只能

分配到由这些非农生产、农业、生活、生态用水户

构成的最小分配单元，再由上述分配单元向具体

的各用水户进行再次分配。本次水权分配方法以

河北省为分配范围，采用层层分解法，分层级、分行

业、分用水户进行水权分配。河北省初始水权分配

层级结构见图１。

１．１．１　第一层级水权分配方法

第一层级水权分配，以地级市为分配单元，以国

家、省、市三级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评价）及江河

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河北省引黄工程规划及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河北省配套工程规划为基础，以国家、

省、市三级地下水总量及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为

约束，确定各地级市不同水源可利用量，并分配至下

辖各县级单位。本层级水权分配工作已依托相关江

河水量分配方案、河北省引黄工程规划、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河北省配套工程规划、各级水资源评价及水

资源综合规划、省市两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

施方案等初步完成，全省各县（区、市）不同时期、不

同水源可利用量均已确定，并以批准的评价、综合规

划或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等予以体现。本次不再赘

述，分配过程详见图２。

１．１．２　第二层级水权分配方法

第二层级水权分配以县域为水权分配单元，首

先对县域内各种水源情况进行分析，并以“三条红

线”控制指标及第一层级分配指标（第一层级确定的

县级不同水源可利用量）进行双重约束，确定可分配

水总量。其次，在全面分析县域内现状社会经济情

况、水资源情况、供用水情况、水利工程、水资源管理

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根

据近几年各行业的用水情况、用水特点以及未来经

济发展相关规划，确定合理的生活、非农生产、生态

环境用水量、预留水量［１５］及农业可分配水量。最后

将确定的各行业合理用水量、农业可分配水量及预

留水量，层层分解至生活、非农生产、生态环境、预留

水量和农业等各行业最小分配单元、用水户。县域

（第二层级）水权分配过程详见图３。

１．２　关键指标确定方法

１．２．１　可分配水总量确定

　　立足河北省水资源严重短缺、供不应求导致地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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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河北省初始水权分配层级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２　第一层级水权分配过程

Ｆｉｇ．２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下水严重超采的现状，本次可分配水总量确定过程

中坚决实行“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的“四水四定”措施［１６］，把“水资源承载能力、用

水总量控制红线”作为刚性约束，把较用水总量控制

红线更为严格的水资源可利用量作为可分配水总量。

同时考虑到《水法》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

水和地下水”，对雨洪资源、再生水、海水淡化等是否

属于水资源并未明确界定，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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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县域（第二层级）水权分配过程

Ｆｉｇ．３　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ｃｏｕｎｔｙａｒｅａ（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ｅｖｅｌ）

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

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

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对雨洪资源、再

生水、海水淡化等二次利用的水资源是否需要进行

确权未做明确规定。结合河北省实际及内蒙古自治

区、山东、黑龙江等地水权改革经验，本次将依法需

获得取水权方可开发利用的常规水资源，包括当地

地表水、浅层地下水、外流域调水列入水权分配范

畴，未将深层地下水（仅作为应急和战略储备水源）

和二次利用的水资源（雨洪资源、再生水、海水淡

化等）列入本次水权分配范畴。故将县域内浅层

地下水可开采量、当地地表水可利用量及域外可

调入水量之和作为可以分配的水资源量，将用水

总量控制红线作为不可逾越的约束条件，可分配

水总量一旦超过上述红线，则以红线指标为准，对

相应的可分配水量进行核减，最后确定可分配水总

量。确定过程详见式（１）、（２）和图４。

数学表达式：犙＝∑
狀

犻＝１
犌犻＋∑

犿

犼＝１
犛犼 （１）

约束条件：∑
狀

犻＝１
犌犻≤犠ｇ；∑

犿

犼＝１
犛犼≤犠ｚ （２）

图４　可分配水总量确定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式中：犙为可分配水总量；犌犻为可分配地下水量；狀

为地下水类型，主要是浅层地下水，定量分析近期县

域地下水补给及排泄条件的变化情况，对县水资源

评价或水资源综合规划中的多年平均浅层地下水可

采量计算成果进行修正，作为可分配地下水量；犛犼

为可分配地表水量，充分考虑“水资源可利用量受来

水条件、用水条件、工程条件等制约”的客观事实，通

过相关工程规划、分水方案及近几年实际平均供水

量综合确定；犿为地表水类型，包括当地地表水引江

水、引黄水、引卫水、引水库水以及方案实施年份工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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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条件下新增的地表水供水量等；犠ｇ为地下水总

量控制红线；犠ｚ为总量控制红线。

１．２．２　合理的预留水量确定

为支撑河北省经济社会生态持续健康发展，预

留一部分水量用于应对未来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不

确定性十分必要。针对河北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较高、地下水超采严重的事实，水权改革过程中只预

留为保证水权证有效期内基本生活和生态环境需水

增长的水量，工农业生产新增用水量，通过水权流

转、使用非常规水或新建地表水供水工程解决，不再

预留。基本生活和生态环境需水增量充分考虑水权

证有效期内城镇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等［１７］对计算基数及用水定额

的影响，采用定额法进行预测。生态环境需水增量，

严格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河北省水

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优先使用再生水。

１．２．３　各行业可分配水量确定

本次以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和难度、维

护大多数用水户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为出发点，以

尊重历史、适当调整为原则，以近３年实际用水量为

基础，以相关标准规范为约束，确定了各行业的可分

配水总量。

（１）合理的生活用水量确定。生活用水量的确

定关系到生活的基本保障和生活质量。合理生活用

水量确定，充分考虑纵向历史用水情况、横向相邻县

域用水水平、行政管理层面的政策约束、技术统计层

面的标准规范约束，以近３年平均用水量为基础，以

相邻县域用水水平为参照，以《河北省用水定额》中

的生活用水定额及《河北省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

用水阶梯水价制度的实施意见》中的保障居民基本

生活用水需求的第一阶梯水量为约束，根据计量设

施安装情况，选择调查统计法、定额分析法、类比法、

政策约束法等方法，分别确定城镇生活、农村生活

（含散养牲畜）合理用水量。合理的生活用水量确定

方法详见图５。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量以自来水厂（公司）供水为

主，计量设施较健全，以城镇生活用水定额校核水厂

（公司）近３年人均日实际供水量，并不得高于河北

省居民生活实施阶梯水价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需求的一级阶梯水量基数。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的

确定分两种情况：有计量设施的，以农村生活用水定

额校核集中供水站或供水井近３年人均日实际供水

量；无计量设施的，以用水定额校核类比法确定的取

水量。

图５　生活合理用水量确定方法

Ｆｉｇ．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２）合理的非农生产用水量确定。非农生产用

水量，为工业、建筑业、采掘业等各用水企业合理用

水量之和。非农生产合理用水量确定方法与生活合

理用水量类似。本次以工业合理用水量确定为例。

以近３年平均用水量或水平衡测试成果为基础，以

同类地区同类行业相近规模用水水平为参照，以《河

北省用水定额》中的单位产品用水定额及水行政主

管部门核准颁发的取水许可证许可水量［１２］为约束，

根据取水许可证办理情况及计量设施安装情况，选

择调查统计法、水资源论证法、取水许可证法、水平

衡测试法、定额法、类比法（产值）等方法，综合确定

工业合理用水量。

根据河北省取水许可制度落实情况，按照有取

水许可证（含过期）和无取水许可证分类进行合理用

水量的核定，采用两两校核法，按照计量设施的安装

情况确定不同的核算方法。①取水许可证在期。有

计量设施的以近３年实际用水量校核取水许可水

量，无计量设施的以定额法计算的水量校核取水

许可水量。两者误差小于１０％，取取水许可量，反

之取小值；②取水许可证过期。有计量设施的以

定额法校核近３年实际用水量，无计量设施的以

定额法校核近３年实际用水量，两者误差小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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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取近３年实际用水量，反之取小值；③无取

水许可证。有计量设施的，按要求开展水资源论

证，并采用近３年实际用水量进行校核，取水资源

论证报告书（表）确定的水量；无计量设施的，按要

求开展水资源论证，并采用类比法（以用水规模、

产品结构相似的企业为标准，用工业增加值、年收

入或年产值等类比计算用水量）进行校核，取水资

源论证报告书（表）确定的水量；对于零星分布的小

微企业，由于缺少计量设施、又不具备开展水资源论

证和水平衡测试的经济条件，采用定额法核算用水

量，以类比法进行校核，取两者中小值。工业合理用

水量确定方法详见图６。

图６　工业合理用水量确定方法

Ｆｉｇ．６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３）合理的生态环境用水量确定。在进行从流

域到河北省、各地级市、各县级行政区的第一层级水

权分配时，已立足保护河流健康生态需求，对各级可

分配水量进行了界定。故在第二层级水权分配过程

中，生态环境用水仅考虑城镇景观河湖生态、市政绿

化、环境卫生等用水。针对河北省生态环境用水不

足的实际，本次以近３年平均用水量作为合理用水

量，以相关标准规范核算实际需水量，严格贯彻落实

国家和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政策，提出优先利用再生

水解决生态环境现状亏缺部分，确保生态环境用水

得到有效保障。

（４）农业可分配水量确定。农业可分配水量为

确定的可分配水量扣除合理的生活、非农生产、生态

环境等用水量和预留水量后的剩余水量［１８］。

１．２．４　用户水量分配
基于河北省水务管理体系及计量设施体系实

际，本次确定将生活用水量分配到供水厂（站、公

司），非农生产中工业用水量分配到企业，建筑业、生

态环境用水量分配到相应管理单位，农业用水量分

配到农业用水户［１２］。其中，生活用水，城镇生活按

人口及城镇生活人均合理用水量分配到供水厂（公

司）；农村生活按人口及农村生活人均合理用水量分

配到供水厂（站）。非农生产用水及生态环境用水，

按确定的合理用水量分配到企业或相应管理单位。

农业用水，将农业可分配水量按耕地面积确权到各

用水户，做到水随地走，分水到户。

１．２．５　水权确权形式
按照《水法》规定，取水权的主体是直接从江河、

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取用水户，对于使用公

共供水用水户，重点是灌区用水户和城市供水管网

内的用水单位的用水权，可以采取发放水权证或下

达用水计划指标等形式进行确权［１９］。可见，水权证

和取水许可证都是水权的表现形式，是以法律文书

的形式确定用水户的用水量、用途和期限。基于河

北省非农用水取水许可制度落实较好的实际，本次

确定对生活、工业企业、生态用水核发取水许可证，

对农业用水核发水权证。水权证经县级人民政府盖

章后，由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发放。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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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水权期限设定

本次分配的水权额度是能立即兑现的水量，受

降水条件、上游来水情况、供水工程条件和经济用水

需求等影响较大。同时，河北省水权制度改革尚处

于探索阶段，探索提出的分配方法是否合理，还有待

在推广应用中进一步验证。为保障各用水户的即期

利益，取水权设定为短期水权，期限暂定为３年，期

满后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水权分配方法进行优化、对

水权额度进行调整［１２］。

１．３　水权确权步骤

结合当地实际，确定通过编制方案、技术审查、

确权公示、县级审批、上报备案、确权发证、登记造册

“七步走”，推动水权确权工作顺利实施［１２］。

２　河北省水权确权实践探索

２．１　实施路径

借鉴近年来国家推行有关政策的实施经验，采

取“试点先行，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逐步推广”的模

式，逐步推进水权确权工作。

首先，选择代表性强、地方积极性高、工作基础

好的邯郸成安和沧州东光县作为水权确权登记工作

先行先试县，进行确权方法研究；其次，综合考虑试

点的代表性、地方积极性、工作基础等，选择邱县、任

县、临西县、桃城区、安平县、献县６县（区）作为水权

确权登记工作试点，将先行先试县的成功经验，进一

步示范和验证；最后，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按照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结合各年度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试点方案确定的改革范围，逐步推进水

权确权登记工作，最终实现水权确权的全省覆盖。

具体实施计划安排详见表１。

２．２　具体分配模式

在水权确权工作由低平原区向沿海地区、坝上

地区及山丘平原结合区的逐步推广过程中，出现了

试点示范过程中未曾遇到问题，如：耕地面积较大

（旱地占地较大，实际灌溉面积较小）导致农业用户

水权过小、鱼塘用水量较大合理用水量确定方法未

明确、散养畜禽用水量过大导致农村人均生活用量

超《河北省用水定额》标准等问题，就上述问题一一

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征求了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

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和用水户意见，最终确定了各类

问题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区分用水行业特点、灌溉

条件、水源条件等提炼了四种分配模式：低平原区分

配模式、坝上地区分配模式、沿海地区分配模式、山

丘平原结合区分配模式，详见表２。

２．３　水权确权登记进展情况

河北省１６３个县（区、市）按照研究提出的水权确

权方法，全部完成了水权分配工作，基本实现了河北

省水权确权的地域、行业、用水户、水源全覆盖。考虑

到非农行业用水在水权确权之前已采用取水许可形式

予以规范，故本次重点对农业水权确权结果进行分析。

经统计分析，河北省农业确权水权亩均１２８．９ｍ３，从行

政区划来看，石家庄市亩均水权额度最高为１９０．３ｍ３，

唐山市、秦皇岛市次之分别为１８０．２ｍ３和１７２．３ｍ３，

张家口市、廊坊市较低分别为１８０．２ｍ３和１７２．３ｍ３，

沧州市最低为７９．４ｍ３；从地域分布来看，水权额度较

低的县市主要集中在水资源较匮乏的坝上地区和黑

龙港低平原区，如张家口市的察北管理区（３４．８ｍ３）

和塞北管理区（３６．０ｍ３）、沧州市的沧县（４４．２

ｍ３）和青县（４４．８ｍ３），水权额度较高的县市主要

集中在山区及丘陵区，如石家庄市的平山县

（３３５．０ｍ３）和井陉县（２６２．７ｍ３）、邯郸市的涉县

（３１２．０ｍ３）；从水权额度分布来看，水权额度≤

１００ｍ３以下的县市占总县数的２７％，水权额度

１００～１５０ｍ
３ 的县市占总县数的３３％，水权额度

１５０～２００ｍ
３的县市占总县数的３５％，水权额度＞

２００ｍ３的县市占总县数的５％。河北省农业用水户

水权额度分布情况详见图７和图８。

３　河北省水权确权工作的意义

３．１　促进了“最严管水制度”的实施

依据《河北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办法的通知》和《河北省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知，正常

年份河北省２０２０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２２１亿ｍ３）

大于可供水量（２１４．３亿ｍ３），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１１９．０亿 ｍ３）同样大于地下水可开采量

（９９．０亿ｍ３），这是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缺水省份的

一个显著特点。在进行水权可分配水总量确定过程

中，把“水资源承载能力、用水总量控制红线”作为刚

性约束，取用水总量控制红线、水资源可利用量两者

中的较小值作为可分配水总量。在进行工业合理用

水量（水权分配量）确定过程中，把用水效率控制红

线指标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作为不可逾越的约束

条件。可见，本文提出的水权分配方法是基于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水权分配。河北省水权确权工

作的全面推开，有效促进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的实施，截至目前，完成水权确权工作的１６３个县

（区、市），在２０１７年市级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中考核等级均为合格以上。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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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河北省水权确权登记工作实施计划

Ｔａｂ．１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ｉｎＨｅｂｅｉ

实施阶段 实施年度 地级市 水权确权实施县（市、区） 数量 合计

先行先试 ２０１４年度
邯郸市

沧州市

成安县

东光县

１

２
２

６个试点 ２０１４年度

邯郸市

邢台市

衡水市

沧州市

邱县

任县、临西县

桃城区、安平县

献县

１

２

２

２

６

推

广

应

用

２０１４年度

２０１５年度

２０１６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衡水市

沧州市

邢台市

邯郸市

石家庄市

沧州市

邯郸市

辛集市

石家庄市

张家口市

唐山市

廊坊市

保定市

邢台市

邯郸市

定州市

石家庄市

承德市

张家口市

秦皇岛市

唐山市

保定市

邢台市

邯郸市

冀州市、饶阳县、深州市、武强县、阜城县、武邑县、景县、枣强县、故城县

新华区、运河区、青县、黄骅市（含中捷、南大港农场）、沧县、海兴县、孟村回族自治县、

泊头市、南皮县、吴桥县、盐山县、河间市

宁晋县（含大曹庄农场）、巨鹿县、南和县、平乡县、南宫市、广宗县、威县、清河县、隆尧

县、柏乡县、新河县

临漳县、肥乡县、馆陶县、大名县、魏县、曲周县、广平县、永年县、鸡泽县

藁城区、栾城区、元氏县、高邑县、晋州市、无极县、深泽县、赵县、正定县

肃宁县、任丘市

邯郸县、磁县

辛集市

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鹿泉区、新乐市

张北县（含察北管理区）、沽源县（含塞北管理区）、尚义县、康保县

路南区、路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润区、丰南区（含汉沽管理区）、曹妃甸区、滦南县、

乐亭县（含海港经济开发区）、玉田县、滦县

安次区、广阳区、霸州市、三河市、文安县、大城县、永清县、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固

安县

竞秀区、莲池区、清苑区、徐水区、涿州市、高碑店市、安国市、雄县、蠡县、高阳县、安新

县、定兴县、容城县、望都县、博野县

桥东区、桥西区

邯山区、丛台区、复兴区

定州市

灵寿县、赞皇县、井陉县、行唐县、井陉矿区、平山县

承德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滦区、隆化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宽城满族

自治县、滦平县

万全区、怀来县、阳原县、崇礼区、怀安县、赤城县、涿鹿县、蔚县、桥东区、桥西区、宣化

区、下花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

抚宁区、海港区、北戴河新区、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

遵化市、迁西县、迁安市

满城区、涞源县、易县、曲阳县、顺平县、唐县

内丘县、邢台县、沙河市

武安市、涉县、峰峰矿区、冀南新区

９

１２

１１

９

９

２

２

１

６

４

１１

１０

１５

２

３

１

６

８

１３

５

３

６

３

４

４１

１４

５２

４８

合计 １６３

３．２　为开展水权交易提供了前提

水权确权是推行水权交易的前提，是降低交易

成本的关键。河北省从交易平台、交易形式、交易程

序等方面探索建立了水权交易体系，以水权确权为基

础出台了《河北省农业水权交易办法》和《河北省工业

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选择邯郸市成安县作

为水权交易试点。目前该试点开展的政府回购水权

模式已取得明显成效。河北省的水权确权实现了全

省常规水源、用水户的全覆盖，为下一步行业间、跨行

业、用水户间的水权交易的探索和开展提供了前提。

·１０１·

马素英，等　河北省水权确权方法研究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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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河北省水权分配模式

Ｔａｂ．２　Ｈｅｂｅｉ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关键参数

确定方法

坝上地区分配模式
低平原区

分配模式

沿海地区

分配模式
山丘平原结合区分配模式

可分配水

量总量
以县为分配单元，确定可分配水量总量

同坝上地区

分配模式

同坝上地区

分配模式

根据水源条件将县域分为地表水及地下水灌

区两个分配单元，分别确定可分配水量总量

各行业可

分配水量

包括生活（城镇生活、农村生活、畜禽）、

非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

同山丘平原结

合区分配模式

同山丘平原结合区

分配模式

包括生活（城镇生活、农村生活）、非农业生

产及生态环境

农业可

分配水量

将确定的可分配水总量扣除合理的生

活、非农生产、生态环境等用水量和预留

水量后的剩余水量作为农业可分配水量

同坝上地区

分配模式

同坝上地区

分配模式
同坝上地区分配模式

农业亩均水

权确权面积
全县灌溉耕地面积 全县耕地面积

全县灌溉耕地面积

（含淡水养殖面积）
全县灌溉耕地面积

图７　河北省农业用水户水权额度分布区间统计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Ｈｅｂｅｉ

图８　河北省各行政分区农业用水户水权额度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ｏｆＨｅｂｅｉ

３．３　为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奠定了基础

水价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水资源开发利用

中，形成以水价的经济杠杆作用促进节约用水的机

制。明晰水权是水价改革开展的前提，是实现用水

分级价格管理的基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都明确提

出要“夯实农业水价改革的基础”、“建立农业水权制

度”。河北省地下水超采治理区各县市以完成的水

权确权工作为基础上，积极探索实施“一提一补”、

“超用加价”等符合当地实际的农业水价改革模式。

截止２０１８年底，农业水价改革范围扩展到水权确权

完成的１６３个县，累计完成农业水价改革面积２０００

余万亩。可以说水权确权为河北省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奠定了基础。

４　结　语

水权确权是开展水市场建设的重要基础。本文

针对河北省水资源短缺、地域辽阔、地区差异显著的

实际，采用“边研究边示范边总结”的研究思路，提出

了具有普适性的河北省水权确权方法，开展了以实施

路径制定、分配模式总结为基础的实践探索，总结提

炼了低平原区分配模式、坝上地区分配模式、沿海地

区分配模式、山丘平原结合区分配模式等四种水权分

配模式，分析梳理了河北省水权确权确权工作的意

义。研究成果为河北省水权确权登记工作全面开展、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全面推进、水权交易的深入探索

奠定了基础，可为华北乃至全国层面推进水权确权工

作提供可借鉴经验，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由于确权

方法是基于现状的水资源情况和近期的供需水条件

研究提出的，从远期来看，当供需水条件发生较大变

化、水资源供需矛盾得到明显缓解后，水权确权方法

与未来水资源情况的符合性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闵祥鹏，徐玉昌，李谢辉．水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

于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现状的分析［Ｊ］．人民黄河，

２０１２，３４（１０）：１６１７．（ＭＩＮＸＰ，ＸＵＹＣ，ＬＩＸＨ．Ｒｅ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２０１２，３４（１０）：１６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杨得瑞，李晶，王晓娟，等．水权确权的实践需求及主要

类型分析［Ｊ］．中国水利，２０１５（５）：５８．（ＹＡＮＧＤＲ，ＬＩ

Ｊ，ＷＡＮＧＸＪ，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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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ｒｏｖａｌ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ｙｐ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５（５）：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１１２３．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４．

［３］　周莉荔．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市场配置研究［Ｄ］．乌鲁木

齐：新疆农业大学，２０１０．（ＺＨＯＵＬ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ａ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ａｒｉｍ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Ｕｒｕ

ｍｑ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林凌，刘世庆，巨栋，等．中国水权改革和水权制度建设

方向和任务［Ｊ］．开发研究，２０１６（１）：１６．（ＬＩＮＬ，ＬＩＵＳ

Ｑ，ＪＵＤ，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ａｓｋ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刘家君．中国水权制度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１４．

（ＬＩＵＪＪ．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Ｄ］．

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马海峰，孙淑华，司建宁．宁夏初始水权分配及水权转

换实践与经验［Ｊ］．人民黄河，２０１３，３５（７）：４４４５，４８．

（ＭＡＨＦ，ＳＵＮＳＨＨ，ＳＩＪ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ｇｘｉａＨｕｉ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Ｊ］．

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２０１３，３５（７）：４４４５，４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３７９．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６．

［７］　陈卫，张伟，冯平．天津市滨海新区初始水权分配问题

研究［Ｊ］．水利水电技术，２００９，４０（１２）：１０１１０４．

（ＣＨＥＮＷ，ＺＨＡＮＧＷ，ＦＥＮＧＰ．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ＢｉｎｈａｉＮｅｗ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Ｊ］．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４０（１２）：１０１１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０８６０．２００９．１２．０２６．

［８］　李秀明，何俊仕，汪洋，等．大凌河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

法比较分析［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２４（１）：１２２

１２５．（ＬＩＭＸ，ＨＥＪＳ，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Ｄａｌｉｎｇ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ｒｉｄ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４（１）：１２２１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４８／ｊ．ｃｎｋｉ．ｊａｌｒｅ．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８．

［９］　尹云松，孟令杰．基于ＡＨＰ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方法

及其应用实例［Ｊ］．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６（４）：６４５６５２．

（ＹＩＮＹＳ，ＭＥＮＧＬＪ．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ｂａｓｉ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ＨＰ［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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