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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农业、城市、环境用水的分配： 

社会科学与解决方案 

玛丽露·史密斯 斯蒂芬·史密斯 

多部门配水方案的制定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农业发展、城市用水以及环境用水对水的需求是大于

供给的。在美国西部，农业用水常常被挪作他用，对粮食安全以及农民的生存

与发展造成了威胁。要扭转这种趋势，工程师们需要与社会学家合作，推动农

业、城市、环境等部门的协作，有效增加水的供给，从而惠及所有人。工程解

决方案的出台是必要的，但同样需要关注的还有法律和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通

过其他途径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际上的成功范例 

在玻利维亚，水利工程师胡安·卡洛斯·阿鲁拉德在九十年代末曾经让反

对水务民营化的社会团体参与到他的研究中去，而该研究正是玻利维亚新的水

资源管理法的基础。阿鲁拉德相信，建立在扎实科研基础上的对话可以帮助找

到一种公平高效、且受到各方认可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但是，如果社会团体对

研究本身并不信任，它们可能就不会接受研究成果。在阿鲁拉德的研究中，他

使用丹麦水利研究所（Danish Hydraulic Institute）研发的水模拟模型为玻

利维亚的水系统建立了一个计算机化复制品，来模拟并对比各部门间水权分配

的不同方案的有效性。农民与来自灌溉公司的代表参与了该研究的设计、数据

收集以及结果发布。研究最终发现，政府的水务民营化将导致用水效率的降低，

增大不同群体和部门间水资源可利用量的差距，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缺

水。玻利维亚政府参考了这一研究的结果，最终出台的水权法得到了广泛支持，

这是一个科技与基层交流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在 2006年的世界水论坛上，迪派克·吉阿瓦利谈到了欧盟的水资源综合

管理项目。这 67个项目主要产生了三个研究结果，而这三个研究结果均与社

会科学有关。第一个研究结果：从研究设计到研究结果解读，任何一项研究都

应该保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全程参与。而且，研究者应该积极吸收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建议，而不是放任不管。第二个研究结果：研究者应该采用更好的方式

把研究结果传达给政策制定者。第三个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来说，最紧要的不

是提出更多的技术解决方案，而是提出社会与政治的解决方案。吉阿瓦利提出，

研究中要综合考虑相关法律、经济学、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 

在美国，斯蒂芬·斯奈德对俄勒冈州卡拉马斯流域渔民、农民和伐木工人

之间如何解决用水纠纷进行了调查。他认为，如果各利益相关方能够和立场中

立的专家一起参与到研究中去，并进行互动交流，将加深他们对通常没有明确

答案的复杂问题的理解。斯奈德称，许多围绕科学的辩论实际上是关于价值观

的辩论。无视不确定性的存在，或是佯装科技能够解决价值观引起的问题，都

无益于困难的解决。 

南佩雷特河流域的水分配模型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东北部，用水需求预计将于 2030年大大超出水的供给，

而为了满足城市用水需要，农业用水将被大大减少。 

为了帮助农民在农业用水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农业生产，该州一些研究人员

正在试用一种模型，以协助农民评估其他可供选择的灌溉及耕种方法。尽管改

变灌溉及耕种方法可能会对产量造成不良影响，但是，通过向城市调水，农民

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上的补偿。在美国西部大多数州的水法框架下，从理论上来

讲，农业用水是可以调为他用的。 

合理的休耕就是一种可以使农业向城市调水成为可能的做法。农民可以选

择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在其农场的部分土地上实施休耕，从而把省下来的水调作

他用。 

使用南佩雷特河流域研究的最优化模型可以得到作物产量、作物种植净利

润以及单价方面的预测。农民可以将净利润预测与农场往年的净利润进行对

比。这一模型在模拟农场经营时依靠的是农民用户输入的数据，从而从数学上

将未来的农业经营最优化。模型运算结束时，农民可以得到一张电脑生成的农

场地图，地图上提供的信息可以作为农场未来规划和经营的基础。 

最优化算法可以用来评估一系列用来代替当前灌溉耕种方法的做法，比如



调亏灌溉、种植新型作物、种植旱地作物、永久性休耕或是轮流休耕、轮作以

及升级灌溉系统等。年供水量预测与耕种计划一起可以帮助农民决定如何更好

地利用水资源，以及如何更加便利地把省下来的水转售给城市。 

然而，要通过重新配水来防止农场和河流永久性干涸，技术并不是唯一的

问题。我们需要社会学家来评估其他可能遇到的障碍和机遇。在科罗拉多州等

西部地区的水法框架下，水交易十分困难。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些问题和隐患，

比如是否所有灌溉者的权利都得到了保护，农民是否愿意改变原有的灌溉耕种

方法，改变将会给依赖农业收入的群体带来何种影响等。 

美国西部各部门共商水事 

“各州应该与利益相关方一起探索一条创新道路，在从农业向城市调水的

同时避免或减轻对农业经济和环境价值的损害。”这是 2008年美国西部各州州

长联盟在回复西部各州水理事会报告时提出的艰巨任务。 

面对这一艰巨任务，科罗拉多州水利研究所于 2010年召集了来自大自然

保护协会、家庭农场联盟、西部城市水联盟等二十多个组织的代表来商讨是否

应该搁置长期以来相互敌对的态度，并成立新的联盟，为创新性共赢配水策略

的实施扫清障碍。这次会议最终发布了名为《农业、城市、环境用水的分配：

科罗拉多河流域与西部地区的创新策略》的报告。其中多部门配水的例子包括：

亚利桑那州的农民与城市互相交换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使用并达到了双赢；环

保组织向俄勒冈州的牧场主支付一定的报酬，而后者放弃三分之一草料的收

割，从而保证夏末鱼群到来时河里有足够的水；新墨西哥的一家灌溉输水企业

同意以与农业供水相同的条件向新墨西哥奥杜邦协会供水，以保护鸟类栖息

地；在科罗拉多州，7家输水公司通过轮流休耕的方式省出一部分水来供给城

市，但同时保留了农业对水权的所有权。 

“尽管这些策略听起来像是常识性的，但是实施起来都面临着很大困难。”

科罗拉多州水利研究所所长里根·瓦斯科姆说。西部各州水理事会一致认为，

想要通过配水惠及所有人，就需要更大的灵活性。在灵活性方面，该理事会向

西部各州州长联盟提出了以下建议： 

 通过设计一个稳固的流程，让环境、城市、农业等方面的利益相关方

有机会提前共同进行规划，而不是一方提出方案之后其他方再进行反

对； 

 鼓励采用一种灵活且以流域为基础的方法，追求基础设施的跨行政区



划分享和输水时间的协商决定，促进水资源管理的先进化，以达到城

市、农业、环境受益的最大化； 

 如果某项目受到农业、城市、环境部门的广泛支持，应加快其审批流

程。 

结论 

无论是在科罗拉多州的南佩雷特河流域，还是在玻利维亚，无论是在美国

西部，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水的供给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科学家和工

程师们采用何种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将决定涉水冲突将会顺利得到解决还是

会不断加剧。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技术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对经济学、法律、

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知识的利用也非常关键。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研究和相关政

策的制定能够提高解决复杂水资源挑战的成功率。为了全人类的生存，我们不

能只专注于个人得失，而是要保障大家的利益。 

（本论文于 2014年第 22届国际灌排大会上获得 2014年 Wiley-Blackwell最佳论文奖） 

联合国粮农组织：缺水威胁巴西粮食安全 

据 BBC巴西频道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格拉齐亚诺表示，巴西全国

多地遭受的干旱缺水不仅影响到各大城市的生活用水，同时也对全国的粮食市

场供应形成威胁。 

来自巴西的格拉齐亚诺在接受 BBC巴西频道采访时说:“全国所有的作物

产量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即使是对雨水要求不是很高的甘蔗也承受不住今年的

干旱。这无疑将使各种农产品价格上涨。” 

造成干旱的原因，格拉齐亚诺认为还是气候变化，他说以前大约 100年重

复一次的干旱,现在每 20年就会发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不规律。粮农组织认

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比预期的更来势凶猛,因为往年都没有达到威胁城市供

水的情况。而从 9月份开始的下个农业生产季要想恢复正常，必须要有更多的

降雨。 

格拉齐亚诺还建议，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会带来经常性的干旱或其他灾害，

巴西应该加大粮食库存，并优先种植抗旱作物。他分析说，巴西的玉米存量不

错，但是其他作物库存都不理想，小麦甚至要进口。 

格拉齐亚诺说:“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抗旱作物，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农牧业

研究公司已经启动了相关项目，并着手培育多种抗旱作物，包括抗旱稻米等。



同时还可以找出替代作物，比如藜麦就比稻米需要的水少很多，但其营养价值

却更高；我们也在推动热带地区恢复一些传统作物，如几乎被巴西人抛弃的木

薯，在加勒比地区的产量很高，木薯粉加到面包生产中就可以减少对进口小麦

的依赖。” 

此外，格拉齐亚诺还认为要加强灌溉，并统筹各个水库的使用，因为虽然

圣保罗的水库见底了，但其他水库是满的。格拉齐亚诺说:“从 1987年起我在

巴西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有一个小庄园，以前那里的水井从未干涸过，但今年

干了，我的几棵果树都死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因为巴西很多地方没有大规模

的灌溉，而是依靠有规律的降雨，今年的干旱对产量的影响自然就很大。” 

持续一年的干旱让世界上可再生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巴西陷入严重的水

危机，据称这是 84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已经开始限

量供水。巴西是世界最大的甘蔗、牛肉、咖啡和橙汁生产国，在圣保罗所在的

东南部地区，这四种产品的生产都受到了干旱的影响。 

（摘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04/c_127456459.htm）  

泰国粮食生产将遭遇 15 年来最严重干旱 

泰国皇家灌溉局称，泰国今年将面临 15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泰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此次干旱将危害泰国的粮食生产。 

据泰国内政部消息，目前泰国 76个省中有八个正在经历干旱，还有 31个

省有干旱风险。内政部在去年和今年已经分别拨款 1319万美元和 2.0865亿美

元用于减轻干旱带来的危害。拨款将主要用来在干旱地区安装水泵、提供移动

水箱等。 

泰国皇家灌溉局称将做好供水管理工作，泰国民众无需担心出现缺水问

题。 

根据泰国农业经济办公室的最新数据，由于此次干旱影响，泰国 2015年

小季作物将减产 30%。泰国小季水稻的种植时间通常为每年 11月到次年 4月。

在这期间，由于降雨稀少，需要对农作物进行灌溉。泰国政府已经宣布将不会

对第二季水稻种植提供灌溉用水，并已经说服农民将第二季的种植减少 50%。 

根据泰国农业部的预测，泰国 1.3%的水稻种植面积（约 16万公顷）将受

到此次干旱的影响。 

（摘译自路透社网站：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2/05/thailand-drought-idUSL4N0VF4HN20150205）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04/c_127456459.htm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2/05/thailand-drought-idUSL4N0VF4HN20150205


阿联酋地下水告急 

科学家警告，由于来自农业的大量需求，阿联酋的地下水供给将于 2030

年告罄。 

阿联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阿联酋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下降达 60米。 

地下水是阿联酋传统的主要水资源。农业用水量最大，占用水总量的 34%，

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共占 32%，林业用水占 15%，生活福利设施用水占 11%，

各个环节损失的水占 8%。 

联合国粮农组织地区负责人艾德·斯皮克斯说，“由于农业活动对水的大

量需求，阿联酋北部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已经从 60米下降到 80米。另外，根

据阿布扎比环保局提供的数据，阿尔卡兹那地区的地下水位从 1999年的 56米

下降到 2014年的 96米，斯威汉地区的地下水位从 1998年的 46米下降到 2013

年的 104米。” 

阿联酋 51%的用水需求是由地下水满足的，其中大部分都用于灌溉，只有

少部分用来满足北部各酋长国的饮用水需求。经淡化的海水满足了 37%的用水

需求，其中大部分用于饮用水和灌溉。再生水满足了 12%的用水需求，主要用

于灌溉。 

（摘译自阿联酋《国家报》网站：

http://www.thenational.ae/uae/groundwater-at-danger-level-in-u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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