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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生态用水价值作为环境水价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计价依据，基于不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确

定塔河流域环境水价的计价内容和方法，构建环境水价的计价模型和纳入农业水价中的环境水价

调整模型。利用塔河流域的相关数据资料，基于上述模型，确定在维护生态环境用水目标下塔河流

域环境水价为 %N%C!% 元 L F!；在恢复重建生态环境用水目标下环境水价为 $NC$C% 元 L F!；纳入农业

水价的环境水价为 %N%$A" 元 L F!。提出了农业水价调整的农户承受力与水价补偿的问题及相关水

权制度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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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元水价构成理论，环境水价是农业水价

的重要构成部分［"!M］。目前环境水价研究主要是基

于城市污水处理的费用作为环境水价的价格形成机

制和计价依据，实际中也是以此作为依据核算城市

水价中的环境水价［"!$］。农业用水中环境水价并未

作为水价的构成部分，主要原因在于生态环境用水

及其破坏损失的计量相对比较困难，尤其是在塔里

木河流域（以下简称塔河流域），有关环境水价的价

格形成机制、计价依据、计价内容、方法和模型的研

究比较少［!!M］，这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主要内

容。本研究对塔河流域未来农业水价调整具有一定

的理论和实际的指导意义。

= 塔河流域环境水价计量依据、内容和方法

=>= 流域环境水价的计价依据和内容构成分析

尽管塔河流域生态环境价值计量相对困难，但

是如果把生态用水作为流域生态环境维持保护与恢

复重建的重要保证，那么只要保证生态用水价值能

够补偿，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重建的生态用水

就应当能够保证，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就能够

实现［#!A］。因此，塔河流域环境水价是以流域生态用

水的价格计量作为基准的。

塔河流域环境水价确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基

于不同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确定不同生态用水价值计

量的内容。目前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目标有 $ 个［#］：

"立足塔河流域水资源配置的现状，保障现有生态

环境的生态用水。虽然此时并不存在生态环境退化

或破坏，但是这部分生态用水量必须保证，否则生态

环境必然退化或破坏。这部分生态用水量的价值是

现状水资源配置下的环境外部成本。#以生态环境

恢复重建作为生态建设目标。应急输水的实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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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只要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塔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就

可以逐渐恢复。这部分生态用水价值是此环境保护

目标下的环境外部成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此时，环境

水价中还应当包含生态环境损失的价值。因此，基

于不同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环境水价的计量也涉

及 ! 个部分：!维护现有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用水

价值的价格计量；"恢复重建流域生态环境的生态

用水价值及其环境损失的价值计量。而塔河流域环

境水价确定的重点在于维护目前生态环境用水的价

值补偿，在此基础上才是流域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的

外部成本的经济补偿。

!"# 流域环境水价的计量方法选择

目前环境外部成本的评估方法有 " 种：直接市

场法、替代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而其中直接市场法

是比较客观的、通常实际中都采用的方法［#］。直接

市场法又包含 " 种方法，分别是市场价值和生产率

法、人力资本和生产力损失法与保护和恢复费用法。

由于塔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关键是生态用

水量的保证，而且相应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费用

主要是生态用水价值。因此，在塔河流域环境水价

计量方法选择中，采用直接市场法的保护和恢复费

用法比较适合。

# 流域环境水价的计价模型及其计算

#"! 基于不同环境保护目标的环境水价计量模型

及其计算

环境水价的计量依赖于生态用水价值的计量，

但是生态用水量的价格本身仍然缺少直接的价格计

量方法。而且，塔河流域生态用水不能保证的根本

原因是源于这部分水资源被挤占，这使环境水价可

由这部分被挤占生态用水的新用途水价作为参考计

价标准进行计量，即具体可由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

的价格作为环境水价的计价依据；对各种用途用水

的价格进行加权平均作为环境水价的计量方法。为

此，基于维护现有生态环境用水的目标，可以建立塔

河流域环境水价的计价模型：

!$%&’ " !(!( #!)!) #!*!* （’）

式中：!$%&’为维护现有生态环境目标的环境水价，

元 $+"；!( 为农业水价，元 $+"；!( 为农业水价的权

重因子；!) 为工业水价，元 $+"；!) 为工业水价的权

重因子；!* 为生活用水水价，元 $+"；!* 为生活用水

水价的权重因子。!(，!) 和!* 可以依据国民经济

产业用水结构确定，以综合反映用水结构及其变化

对环境水价的影响。

基于恢复重建的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环境水价

可以采用维护现有生态环境目标的环境水价计价模

型，但是必须考虑生态环境损失的价值计量。因此，

生态环境恢复目标的环境水价计价原理是在生态用

水价值计价的基础上，加上被挤占的这部分生态用

水用于生产的产值收益的部分价值作为生态环境损

失价 值。 具 体 假 定 单 方 水 的 灌 溉 收 益 为 %,

（元 $+"），工业用水的单方水的产值为 !-.（元 $+"），

而生活用水部分的收益以农业用水为基准，则在式

（’）基础上构建基于塔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目

标的环境水价计量模型：

!$%&! "!(（!( # %,）#!)（!) # !-.）#

!*（!* # %/） （!）

式中：!$%&!为恢复重建生态环境目标的环境水价，

元 $+"。

进一步根据式（’）和式（!），构建塔河流域综合

环境水价 !$%&的计量模型：

!$%& "
!(!( #!)!) #!*!*
!(（!( # %,）#!)（!) # !-.）#!*（!* # %,{ ）

（"）

依据环境水价的计价模型，利用塔河流域近期

用水结构资料及工农业和生活水价，塔河流域环境

水价 在 维 护 现 有 生 态 环 境 用 水 的 目 标 下 为

0102"0 元 $+"，在恢复重建生态环境用水目标下为

!12!20 元 $+"。与当前农业水价相比，环境水价高，

有利于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尤其是恢复重建生态环

境需要较高的环境水价，这符合流域生态环境用水

的需求特征，但同时也使农户水价承受力大幅度降

低；另一方面，环境水价征收的主体不明确，无法保

证环境外部成本补偿的资金来源，因而难以实施。

#"# 未来流域农业水价中的环境水价调整模型及

其计算

由于塔河流域源流和干流都存在生态用水的保

障问题，而且流域生态环境是大家共有的生态环境，

需要大家共同承担，因此只有把上述环境水价纳入

农业水价中，才能真正实现对流域环境外部成本的

补偿。为此，从环境水价征收的角度，根据塔河流域

环境水价计量模型、流域生态用水量和流域可利用

水资源量，进一步把环境水价计量的环境外部成本

分摊到全流域的可利用水资源量上，构建可纳入农

业水价的环境水价计量模型：

!$%&& "

（!(!( #!)!) #!*!*）’%’
’3

［（!(（!( # %,）#!)（!) # !-.）#!*（!* # %,）］’%!
’










3

（#）

式中：!$%&& 为塔河流域农业水价中的环境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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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和 "#%分别为塔河流域维护与恢复重建的

生态用水量，!"；"& 为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量，!"。

依据已有资料，在维护生态环境用水目标下，塔

河流域四源一干的生态环境用水约为可利用水资源

量的 "$’()# ，可 纳 入 农 业 水 价 的 环 境 水 价 约 为

*’*%)$ 元 !!"。把环境水价纳入农业水价可以降低

环境水价，同时保证环境水价的征收，更有利于基于

环境水价的农业水价调整的实施。但是，流域环境

水价仍然较高，尤其是在恢复重建生态环境用水目

标下，生态环境恢复重建用水难以估算和保证，且农

户水价承受力很低，自然恢复重建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下纳入农业水价的环境水价的估算较为困难。因

此，实际上纳入农业水价的环境水价应当是在维护

现有生态环境用水目标下的环境水价，即通过经济

手段保证这部分生态环境用水更为现实和急迫。

! 结论与讨论

"# 确定了塔河流域环境水价的价格形成机制

和计价依据，并基于不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确定塔

河流域环境水价的计价内容和方法，构建了环境水

价的计价模型。实际中，塔河流域下游生态环境不

断恶化、流域绿色走廊的消失和应急输水生态环境

恢复都表明生态环境用水对于流域生态环境维护的

重要作用。然而，生态用水无价，农业水价未能充分

发挥调节水资源配置和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作

用［+!,］。为此，水资源费和环境水价应当成为未来塔

河流域农业水价调整的主要研究内容［"］。目前虽然

对环境水价的作用已有研究，但是有关环境水价的

形成机制、计价依据、计价方法和计价内容尚不是很

明确，影响了环境水价计价模型的建立。因此，本研

究对未来塔河流域环境水价的调整具有一定的理论

和现实指导意义。

$# 在维护现有生态环境用水目标下塔河流域

环境水价为 *’*," * 元 - !"，在恢复重建生态环境用

水目标下为 %’,%, * 元 - !"，纳入农业水价的环境水

价为 *’*%)$ 元 - !"。未来环境水价很高，仅纳入农

业水价的环境水价就基本与当前水价相同。显然，

环境水价不仅能够使流域环境外部成本得到补偿，

还能够提高流域未来农业水价，促进灌溉节水［,］，尤

其是纳入农业水价的环境水价可以保证环境水价的

征收，维护流域当前的生态环境［.］。为此，环境水价

能够成为流域生态环境外部成本补偿的重要经济手

段［/!+］。但是，今后环境水价的调整将大幅度提高农

业水价，降低了农户水价的承受力，影响水价的征收

和实施，因此环境水价的补偿机制与补偿效应研究

非常必要。环境水价的实施需要加强生态水权界定

及其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和政策的研究，

否则环境水价实施缺少相应的制度环境保障。此

外，目前农业水价中相应的农业用水有一部分是渗

漏入地下水，这成为生态环境用水的一部分，而这部

分水价却由农户承担，是不合理的，为此今后环境水

价的水量计量中应当考虑扣除这部分，这成为塔河

流域未来环境水价进一步调整的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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