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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is based on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
ment, continue to emancipate the mind, deepen reform, and firmly establish a sense of politics, responsibility and suffering to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Closely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safeguard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good an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ordinate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ordin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bine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 
incom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enriching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y, an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stabilize agricultural acreage, focus on per unit yield, improve conditions, innovate mechanisms, and improve policies. 
We will improve the level of scale, intensific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chieve connotative devel-
opment,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a steady in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Strive to make China’s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an better ser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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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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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牢固树立服务全局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与
忧患意识，紧紧围绕发展粮食生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服务经济社会义好又快发展的大局的前提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把发展粮食生产与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富民强县结合起来，通过农田水利建设，稳定农业种
植面积、主攻单产、改善条件、创新机制、完善政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标准化水平，实现内涵式
发展，逐步建立起粮食生产稳定增加的长效机制，努力使中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能够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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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田水利建设与农业的基本关系

1.1 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内涵

农田水利建设主要是指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事

业。基本任务主要是通过水利工程的兴建、技术措施的改进，

来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为农业高产高效服务。就是通过修理和兴建为农业生产服务

的一些水利设施，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定的基本农田，其

中包括灌溉、排水、除涝和防治盐等。

1.2 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特征

从以上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概念来看，农田水利建

设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迁移，它也会

出现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只有正确认识农田水利建设的基本

特征，才能使之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2 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

大，人均耕地面积少，水资源相对较为贫缺。多年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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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中央、中国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特别是高度重

视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

自然谐调发展，以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为中心，以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强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几年，中央连续下发的 1 号文件都把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放在非常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使之更好的为农业生产服务，

其中，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2.1 促进了粮食高产稳产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水旱灾害频繁斗争的历史。

特别是在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还是以种地为主，灌溉总

体面积呈现稳定增加的趋势且灌溉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中

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对农村所进行的体制改革，

极大地调动了广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过去在

农业基础设旋、农田和水利科学研究等方面所积累的能量得

到了集中的利用和释放，使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艰难局

面得到了彻底的扭转 [1]。

2.2 提高了农民种植收入，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贫困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多数，农民的生活较为贫困，

因此，种田收粮，用买粮食所取得的收入来购买其它商品，

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粮食的高产稳产和质量的

提高，则直接影响着农民种地经济效益的增减。因为农田水

利建设的发展，为农业种植创造了旱能灌、涝能排的基本条件，

配合农业种植结构的市场和销售渠道的调整，就可以发挥更

好的经济效益，适地的调整所需的种植品种，高质量的农田

水利建设可以提高大幅度灌溉保证率，降低是否有水或者是

否可以排水的自然条件制约。

3 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现存问题原因

分析

3.1 农田水利建设主体不明确

3.1.1 政府是公益性工程的建设主体

水利作为一种基础性的设施，其中有许多公益性工程。

所谓公益性，就是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公众性和非排他性。这

一类工程，其受益者除了农业和农民以外，农村中的各行各

业以及所有非从事农业的单位和个人无不受益 [2]。因此，仅

仅要求农民投入大量的资金兴建是不正确的。农业是一个经

济效益较低的弱势产业，国家和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

给予一定的扶持，随着公共财政政策的推行，公益性基础设

施就应当由公共财政来承担。

3.1.2 农业生产者是生产性工程的建设主体

所谓生产性工程，主要是指田间工程，是直接与农业生

产紧密相关的一系列工程。如引水工程、田外排水工程、田

间配套工程等，这一类工程建设的主体应当是直接从事农业

生产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和其他经济组织。他们用于水利工

程建设的投入实际上是农田种植业的必要成本。

3.1.3 经营者是经营性工程的建设主体

水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商品，农田水利工程

供水是一种经营性行为的工程。应当由其经营者负责建设和

管理。根据市场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法则，可以由

多种资金组成股份公司建设，经营利润按股分红。可以由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并负责经营。也可以由农民或农村中其

他个人单独或联合出资兴办 [3]，自主经营，自负营亏。

3.2 农民群众对农田水利建设认识不够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存的中小型水库几乎都是三四十

年前建成的。在当时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靠人民群众

的力量却建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水利工程，并使人群众从中得

了真正的实惠。就目前来说，中国还没有全面管好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的雄厚实力，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

步建立，粮价已经开放，农民增收缓慢，则从更大程度上

影响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使农民群众对农田水利投入缺乏

主体的意识。所以，过早地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直接受益

者——农民退出办水筹资投劳的历史舞台，还是太早，这样

做的结果将会导致农民虽基本的利益难以得到保证，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承办主体的严重缺位。

4 健全和完善农田水利建设服务农业生产的

对策

4.1 要清醒的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水利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不论

是在什么时候，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惠民政策，如果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问题解决不好，农业生产则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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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更是难以实现小康的生活。

4.2 加大农田水利服务农业生产的投入力度

农田水利基本建没的直接目标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根本目标是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打好坚实的基础。无论是为

了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还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努力使水资源向生态环境、城

市和工业转移，最大的受益者都是国家、农村和农民；农业、

农村和农民已为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

贡献和牺牲，当“三农”已成为突出问题时，在农业、农村

和农民有困难的时候，国家财政应该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工

业和城市也应该支持农业和农村。

4.3 深化水利改革，提升管理水平

要加快建立和创新专业化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和运行管理体制机制。正确的处理好水利工程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既要确保水利工程社会效益的充分

发挥，又要将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降低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成本。要坚持分级负责的原则，进一

步明确各类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主体，正确处理水利工程建设

与管理的关系。要从根本上解决“重建轻管”问题。

4.4 增加投入是实现水利信息化的保证 

水利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地方各级财政部门的

投入。水利是以社会效益为中心的基础性产业，在各级财政

部门应编制水利基本建设计划，水利信息化资金在水利投入

中应占有一定的比例，每年的财政预算中要有水利信息化科

目，应采取逐年投入，分步建设，逐步完善的方式。在兴建

水库、河道、灌区、等一批工程中，要根据工程的性质和规

模来确定该项目信息化建设的投入资金，并要按照有关规定，

加强资金管理和运用，以“工程带动水利信息化”。使其更

好的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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