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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流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缺水地区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由跨流域调水引

发的生态补偿问题是制约调水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目前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

机制设计主要是沿用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导致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主体缺失、

补偿对象不全面、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方式单一，极大地限制了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开展。通

过比较分析流域内生态调水与跨流域调水在受工程影响、水权转移形式、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生

态补偿主导部门、生态补偿核算标准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以区域水权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补偿客

体、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以及补偿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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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进展

我国水资源夏秋多冬春少、南方多北方少、东部多西部少、山区多平原少，与国民经济布

局不相匹配。水利部陈雷部长在２０１０年“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通过适
当的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合理配置，解决水资源短缺地区的供水问题［１］。目前我国已建

成的跨水资源一级区调水工程８８处，现状情况下工程年调水能力２２７×１０８ｍ３，其中大型调
水工程４６处，年调水能力２０７×１０８ｍ３，占总调水能力的９１２％［２］。正在建设和规划建设的

跨流域调水工程包括山西引黄入晋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新疆的引额济克和济乌工程、辽宁

的东水西调、南水北调东、中、西线工程和陕西的引汉入渭工程等［３］。近３０ａ来，虽然跨流
域调水量随受水地区降雨年际变化而变化，其在地表水取水中的比重也在２％ ～４％之间波
动（图１），但作为解决我国缺水地区水供给不可或缺的手段，其在全国水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意义重大。因此，跨流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我国解决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问题和提高水

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手段。

实践经验表明，跨流域调水工程本身会对调水区、蓄水区、调水沿线、受水区生态环境产

生影响，改变原有的生态环境系统［４］。同时，由于调水区域水资源蕴藏量减少，以及由调水

而衍生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亦会制约调水区社会经济发展。而目前重行政命令、轻生态补

偿的跨流域调水管理模式，客观上造成调水区水资源产权缺失，跨流域调水存在巨大外部

性，形成不利于水资源保护和利用效率提高的激励－约束机制［５６］，其势必会扩大工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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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水资源一级区之间的跨流域调水占地表水取用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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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于调水区而言，如果水资源产权得不到保障，由此衍生

的发展机会损失得不到补偿，会使调出水量和水质都无法保障［７］。而对于受水区，纯粹的

行政调水管理模式，会造成调入水水价定价过低，刺激人们对水的需求，并降低水资源利用

效率，使受水区对气候的依赖性增强，水资源系统的自我适应能力降低［８］。因此，生态补偿

作为最大程度实现跨流域调水工程社会、经济目标的保障措施，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

定者的广泛关注。

目前跨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基本沿用流域内生态补偿的理论和方法，生态补偿

也只考虑了调水区水源地水环境权损失，以及由此衍生的发展权损失［９１１］，补偿金额的核算

也相应只考虑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的生态环境损失［１２１３］，补偿的方式也仅局限于工程补偿，

且补偿的主体亦是以中央政府为主。但是，跨流域调水工程影响不仅仅是调出区的水源地，

其对调出区下游的影响更是评价的重点，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的影响［１４］。而

且，调水区所损失的不仅涉及水环境权这一项权利，还涉及取水权、航运权等其他系列权利。

这些权利的损失既不能运用现有的核算方法来体现，也不能通过现有的补偿机制来实现。

国外跨流域调水研究表明，以区域分水为基础的区域水权的设立，以水市场为媒介的区

域水权交易，是解决跨流域调水外部性的重要手段［１５］。所谓区域水权系指区域利益主体对

于本区域内或流经本区域的水资源所拥有的使用或避免受损害的权利，它是区域利益在水

资源使用权中的反映［１６］。我国学者也开始逐步注意到建立跨流域调水的水权分配和水市

场机制，并以此作为生态补偿必要补充的重要性［１７］。因此，区域水权清晰界定是跨流域调

水工程管理和生态补偿实施的基础［１８］。

但由于关于流域水权的研究和实践刚刚起步，跨流域调水管理也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尚

未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流域内生态调水与跨

流域调水的特征，提出了以区域水权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以及

补偿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２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与流域内生态补偿的对比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与流域内生态补偿相比较，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区别：

２１　在受工程影响程度方面
相对于流域内的水源地环境保护而言，跨流域调水工程对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更

为复杂。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例，其是我国目前为止工程量最大、影响范围最大的跨流域

调水工程。而为了解决跨流域调水影响的引江济汉和兴隆水利枢纽工程，亦将对兴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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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段和兴隆以下河段分别产生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

２２　在水权转移形式方面
流域内水生态环境保护和跨流域调水过程本质上都是对流域水权的重新配置过程。流

域内生态补偿，如水源地生态补偿，是根据水质、水生态保护的需要，重新界定了水源地和流

域下游不同断面的排污权，并对水质、水生态的主要保护者———水源区给予补偿，对水质、水

生态的受益者———流域下游征收费用。因此，流域内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对非消耗性水权

的转移与配置。而跨流域调水的调出区水源地需要牺牲排污权，调出区的下游还需要牺牲

部分河道内用水权以及取水权。因此，跨流域调水是同时对消耗性用水权和非消耗性用水

权的转移与配置。

２３　在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方面
流域内生态补偿涉及的为水源地与流域中下游两方利益主体关系，而跨流域调水往往

涉及到调入区与调出区，上游用水区与下游用水区，原有用水区与新发展用水区等多方利益

主体关系。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与受水区之间的

关系，还涉及到水源地与汉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受水区三方利益主体关系。在修建了生态补

偿工程后，各方涉水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２４　在生态补偿的主导部门方面
目前开展的流域内生态补偿，本质上是旨在涵养水源，保护水质，为流域下游提供洁净

的用水。因此，生态补偿往往是由环保部门主导，并采取监测断面水质的形式保证流域内生

态补偿的实施。我国第一个关于生态补偿的专门正式文件是由环保部门颁发的，各地的流

域生态补偿政策也是由环保部门单独或者由环保部门联合财政部门颁发的。而跨流域调水

主要是水权的转移过程，因此，相应的生态补偿是由水利部门为主导，但同时要涉及到环保

部门的相关职能。

２５　在生态补偿核算标准方面
流域内生态补偿核算标准包括，上游地区为水质水量达标所付出的努力，上游地区为水

质水量达标所丧失的发展机会以及为改善流域水质和水量上游地区需要新建的水环境保护

设施、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等。而跨流域调水的“生态补偿核算标准”除此之外，还包括调

出区中下游由于流域水量减少而造成的水环境容量减少、取用水量减少，以及航运能力降低

等对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为维持原有水体功能所需要新建的水环境保护和水利工程

设施的投资成本和运行费用。

２６　在生态补偿过程方面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次性补偿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补偿

过程。因此，在制定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资金凑集来源时，都要体现其动态性和可持续性。

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将洪水调到干旱区，如“引沂济淮”并没有对调出区的水权造成损失，

此种类型不用支付任何的生态补偿费用。

３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比较分析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和流域内生态补偿，跨流域生态补偿模式需要在如

下几个方面存在创新：

３１　以区域水权为核心明确界定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主客体
《水法》第２０条明文规定：“水资源开发利用，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地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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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这一法律条款本质上赋予了调出区和调入区相应的

水资源利用权力与义务。流域内各区域水权的分配和取得是水权建设中不可逾越的必要阶

段［１９］。通过赋予调出流域滨水地区相应的水资源权力可以明确跨流域调水中的补偿与被

补偿的主体。由于调水获得了额外权力的区域，就应该承担支付生态补偿金的义务。同时，

区域水权可视为水资源开发利用或避免受损害的权力束，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的客体就是

针对由于调水导致的权力转让而衍生的相关收益损失或需要额外支付的成本。

３２　以核算为基础，协商为依据构建跨流域生态补偿标准体系
建立“以核算为基础，以协商为依据”的新型生态补偿评估标准体系。对于跨流域调水

生态补偿核算要体现两大特性，即核算的全面性和动态性，所谓全面性是指生态补偿核算不

仅要包括调水对水源地水生态与环境的价值，还要考虑调水区中下游水资源的环境、社会、

经济价值，以及对潜在发展权的影响。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中应体现三个方面的

内容：①水环境容量价值损失补偿标准；②水资源社会经济价值损失补偿标准，主要包括直
接社会经济价值损失，垃圾处理厂建设、改造及运行成本，农业机井、泵站、涵闸改造投入，企

业关停与搬迁损失，航运经济损失，以及发展权限损失；③生态环境功能价值损失，包括气候
调节功能价值损失、河流输沙功能价值损失、水土保持功能价值损失等方面。

所谓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水资源机会成本的变化上。衡量一个区域水资源价值的重

要因素为当地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即这部分水资源如果不被外调，在当地可带来的最大收

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资源在当地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就会越来越

高，因此，需要对生态环境的补偿额度定期评估，调整生态补偿的额度。另外，全球环境变化

和气候变化亦将影响到水资源的机会成本。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点解决南丰北枯的水资

源格局问题，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当出现南北同枯或南北同涝时，势必会影响到南水北调的

水量调度模式，因此，需要与之相适应调整生态补偿规则和补偿金额。

但是仅仅依靠核算并不能完全体现水资源的价值，因此需要通过协商，来协调由于跨流

域调水而造成的区域利益不平衡［２０］。博弈理论表明，如果各方利益不能充分体现，并达到

均衡，集体理性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需要通过调入区和调出区协商的方式，在生态补偿

中充分体现各方利益，这样跨流域调水才是可持续的。

３３　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补充构建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运行形式
在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过程中，对于外部性较大、涉及的补偿和被补偿对象较多、调水

　 图２　政府主导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运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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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ｄｂ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影响不是很直接的情况，生态补偿谈判和协商

过程中的组织和交易成本较高，不容易达成协

议。因此，需要以政府或相应的区域水权代表

为主体，以区域水权为基本，采取纵向或横向

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补偿（图２）。
对于用水户为大型企业，且调水区影响明

显、涉及的机构不多、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况，可

设计由政府出面组织，构建交易平台，用水户

自行交易的运行形式。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的汉江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受水区地方用水

户可向当地的调水公司提出申请，由受水区流域机构和国家南水北调办公室审批，并由国家

南水北调办公室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下达计划，并向汉江公司下达调水许可。由汉江公司与

受水流域水公司达成水权交易，并由汉江公司向中下游和丹江口库区提供补偿（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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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市场主导的跨流域调水工程生态补偿运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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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构建政府补偿体系
纵向转移支付是指中央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进行的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

付主要是指同级的各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资金的相互转移，在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中是受水

区与调水区之间财政资金的转移。纵向支付通常具有支付力度大、执行效率高的特点，可以

针对调水中出现权益损失进行及时的补偿。但是纵向转移支付是基于行政命令，补偿额度

往往具有随意性，不能充分补偿跨流域调水带来的权益损失。因此，由调水区和调入区以水

权交易的形式，协商决定补偿金额，是纵向转移支付的重要补充，也是保护区域水权的重要

措施。

３５　以谈判协商为基本手段构建跨流域调水市场补偿体系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的协商机制就是遵循“共享共建，利益协调”的原则，建立调出区

与调入区之间的谈判和投票机制，各区域水权主体通过广泛参与反映地方利益，实行地方投

票、民主集中，在一定游戏规则下达成合约。建立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协商机制的目的，就

是将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协调，各区域之间的关系从封闭、分割专项开放、合

作，实现跨流域调水的可持续运行。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中的协商机制首先需要有相应的

法律依据，明确协商各方的权益；其次要设计协商和谈判的平台，设定协商的仲裁者或调解

者。最后，采取联席会议、协调谈判、听取意见等多种形式实现协商。

３６　以跨流域调水工程管理为基石构建生态补偿的保障体系
按照我国《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要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与管理的体制是“政府

宏观调控，准市场机制运作，现代企业管理，用水户参与”［２１］。而这种管理模式与跨流域调

水生态补偿的模式是基本契合的。跨流域调水工程的管理涉及的调水目标、方式、调水过程

管理，都可为生态补偿提供基础和保障［２２］。而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方式也要基于调水工程

管理的基本模式。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陈雷．陈雷在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ｇｈｊｈ．ｍｗｒ．ｇｏｖ．ｃｎ／ｚｙｈｙ／２０１０ｑｇｓｌｇｈｊｈｇｚｈｙ／

ｚｙｊｈ／２０１００２／ｔ２０１００２０１＿１７３９８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０．［ＣＨＥＮＬｅｉ．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ＣＨＥＮＬｅｉｏｎ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９期 李浩等：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１５１１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ｈｔｔｐ：∥ｇｈｊｈ．ｍｗｒ．ｇｏｖ．ｃｎ／ｚｙｈｙ／２０１０ｑｇｓｌｇｈｊｈｇｚｈｙ／ｚｙｊｈ／２０１００２／ｔ２０１００２０１＿

１７３９８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０．］

［２］　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全国第二次水资源评价［Ｒ］．２００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

［３］　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我国跨流域调水工程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Ｒ］．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２００３（１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ｇｉｍ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３（１８）．］

［４］　李蓉，赵敏，常玉苗．跨流域调水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界定及影响因素分析［Ｊ］．生态经济，２００９（２）：１５５１５７．［ＬＩ

Ｒｏｎｇ，ＺＨＡＯＭｉｎ，ＣＨＡＮＧＹｕｍｉａ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ａｌｌｅｙｍｏｖ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９（２）：１５５１５７．］

［５］　章群，张义佼．跨流域调水之水权制度探析［Ｊ］．生态经济，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７１３０．［ＺＨＡＮＧＱｕｎ，ＺＨＡＮＧＹｉｊｉａｏ．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０７（１０）：１２７

１３０．］

［６］　冉笃奎，李敏，肖博，等．跨流域调水经济补偿机制初探［Ｊ］．人民长江，２００８，３９（３）：２８３０．［ＲＡＮＤｕｋｕｉ，ＬＩＭｉｎ，

ＸＩＡＯＢｏ，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ｂａｓｉｎｃｒｏｓ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２００８，３９

（３）：２８３０．］

［７］　才惠莲．我国跨流域调水水权生态补偿的法律思考［Ｊ］．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９（４）：４５４９．［ＣＡＩ

Ｈｕｉｌｉａｎ．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９（４）：４５４９．］

［８］　贲克平．国外大规模跨流域调水的经验教训与展望［Ｊ］．湖南水利水电，２０００（６）：２６２９，３４．［ＢＥＮＫｅｐ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ｂａｓｉｎ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ＨｕｎａｎＨｙｄｒｏ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０（６）：２６２９，

３４．］

［９］　曹明德，王凤远．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法律问题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库区水源区（河南部分）为例［Ｊ］．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９（２）：５１２．［ＣＡＯＭｉｎｇｄｅ，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ｙｕａｎ．Ｏｎ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Ｌｉ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

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９（２）：５１２．］

［１０］　白景锋．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测算与分配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河南水源区为例［Ｊ］．经济地理，２０１０，

３０（４）：６５７６６１．［ＢＡＩＪｉｎｇｆｅ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

ｓ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ｎＭｉｄｄｌｅＬｉｎｅｏｆ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

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０，３０（４）：６５７６６１．］

［１１］　张郁．我国跨流域调水工程中的生态补偿问题［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４）：２２２６．［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ｏｒｗｅｌｌｈｅａ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Ｎｏｒｍａｌ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４）：２２２６．］

［１２］　史淑娟，李怀恩，林启才，等．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量分担方法研究［Ｊ］．水利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３）：２８６２７３．［ＳＨＩ

Ｓｈｕｊｕａｎ，ＬＩＨｕａｉｅｎ，ＬＩＮＱｉｃａ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ｃ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４０（３）：２８６２７３．］

［１３］　毛占锋，王亚平．跨流域调水水源地生态补偿定量标准研究［Ｊ］．湖南工程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８（２）：１５１８．［ＭＡＯ

Ｚｈａｎ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Ｙａｐ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ｌｌｅｙ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ｕｎ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８（２）：１５１８．］

［１４］　陈春槐．关于跨流域调水问题［Ｊ］．水利水电技术，１９８６（６）：６８．［ＣＨＥＮＣｈｕｎｈｕａｉ．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ｏｕｔ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８６（６）：６８．］

［１５］　才惠莲．美国跨流域调水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２２（２）：６６７０．［ＣＡＩ

Ｈｕｉｌ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２２（２）：６６７０．］

［１６］　李浩．水资源利用中的区际冲突与合作问题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５．［ＬＩＨａｏ．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１７］　黄薇，陈进．跨流域调水水权分配与水市场运行机制初步探讨［Ｊ］．长江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６，２３（１）：５０５２，６０．



１５１２　 自　然　资　源　学　报 ２６卷

［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ＣＨＥＮＪｉ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ｎｒｕｎ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ｄｉ

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６，２３（１）：５０５２，６０．］

［１８］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水权与跨流域调水的法律思考［Ｊ］．水利发展研究，２００１（１）：４９５０．［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１）：４９５０．］

［１９］　李晶，王晓娟，胡昌明．水权不同阶段对比分析［Ｃ］∥敬正书．２００５中国水利发展报告．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２００５．［ＬＩ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ＨＵＣ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ｈｒａｓｅｓ∥Ｊ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２０］　丁四保，等．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研究［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８８１９０，３１０３１７．［ＤＩＮＧＳｉｂａｏ，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Ｚｏｎ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１８８１９０，３１０

３１７．］

［２１］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与管理体制研究简介［Ｊ］．中国水利，２００３（１）：７０７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ｒｅ．Ａ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Ｓｏｕｔｈｔｏ

Ｎｏｒｔｈ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０３（１）：７０７４．］

［２２］　刘强，黄薇，桑连海．我国跨流域调水管理问题探讨［Ｊ］．长江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６，２３（６）：３９４３．［ＬＩＵＱｉ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ＳＡＮＧＬｉａｎｈａｉ．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６，２３（６）：３９４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ＬＩＨａｏ１，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１，ＬＩＵＴａｏ２，ＰＥ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２

（１．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２．Ｈｕｂｅｉ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ｏｌｖｉｎｇ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ｗａｔｅｒ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ｗｈｅｎｗｅ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
ｏｄ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ｉｎｎｅｒｂａｓｉｎｌｅａｄｓｔｏｓｅｒｉ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ｓｉｍ
ｐｌ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ｓ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ｇｒｅａｔｌｙ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ｗｅｈａ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ｎ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ｔｈｅａｓ
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ｗ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ｂａｓｉｎｗａ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ｒｉｇｈ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