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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台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管理模式比较与启示 

王娟丽  马永喜 

（１．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经管系，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２．浙江理工大学

经管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农民用水者协会 （水利会）组织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农村基层水利管理模式。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

中很多农民用水者协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该文以台湾云林水利会和浙江诸暨白塔湖水利会为例，总结分

析比较了浙台两地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组织管理模式、运作方式、经费来源、管理绩效和实践经验等，并对大陆健全

和完善农民参与式组织和管理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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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用水者协会 （水利会）组织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农村基层水利管理模式
①~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地区成

立了不同形式的用水者协会 （水利会），来引入在国际上广受重视的 “参与式灌溉管理”模式，以解决我国农村小型水利工程

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⑤
。近年来农民用水者协会在全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对灌区建设与管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 响，但 在 

实 践 中 由 于 制 度 “不 兼容”等原因导致很多农民用水户协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据调查，我国只有１／３的

农民用水户协会能 够 良 性 运 行，１／３ 的 用 水 户 协 会 勉 强 支撑，另外１／３的农民用水户协会运行状况较差，

甚至 “有名无实”
⑥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一些农民对农业收入的依赖越来越少，

农业水费收缴也愈加困难，农村水利服务的对象和目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都对农民水利组织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台湾地区在农村水利管理上实行的农田水利会为主的水利组织管理模式，在推动当地农田水利建设和支持农业生产方

面卓有成效，为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的巨大的贡献，被公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基层民间组织管理实践，并逐渐受到韩国、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效仿与关注
⑦~⑨

。而浙江省诸暨市实行的以农民自治管水用水的水利会组织管理形式，也作为政府和农民之

间联系的纽带，减轻了政府的管理责任，照顾了农民的意愿和利益，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并

已作为先进经验在浙江省全省范围内予以介绍推广。浙江省同台湾地区社会文化背景相同、农业自然条件相似，两地的农民参

与式水利管理组织水利会均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效果，因而总结分析两地的典型的水利会管理模式在实践中取得的经验，

对其两地农民参与式水利组织管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将会为我国健全和完善农民参与式水利组织及其管理带来一些有益的启

示。 

本文分别以台湾云林水利会和浙江诸暨白塔湖水利会为例，对台湾和浙江诸暨两地水利会的组织决策、运作方式、经费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１６ 

作者简介：王娟丽 （１９７６－），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水利经济与管理 ． 

通讯作者：马永喜 （１９７７－），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水资源利用与管理 ．Ｅ－ｍａｉｌ：ｍａｙｏｎｇｘｉ１＠

ｓｉｎａ．ｃｏｍ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１３ＣＧＬ０９３） 



 

 2 

源和管理绩效组等多个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和比较，探讨了浙台两地水利会的管理特点和实践经验。 

１ 台湾水利会管理模式———以云林水利会为例   

台湾根据依水系 （流域）分布、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分别设立１７个农田水利会，管理灌溉面积约３８万 ｈｍ２，占

全台湾有灌溉设施的可耕地面积的７９％。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的统计数据表明，现台湾农田水利会约有农民会员１３０万人，

水利会机构专职员工３０００多人。其中，云林农田水利会作为最大的乡村型水利会，服务区域涉及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

其管辖灌溉面积６４８０７ｈｍ２，列全台湾１７个农田水利会第２位，其实际耕种面积达到１２０２５２ｈｍ２，列各水利

会之首。该会现有会员 约 １９ 万 人， 业 务 执 行 机 构 员 额 编 制 ５８９人
⑩~○11

。 

１．１ 组织模式 

云林水利会根据台湾 《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设立，云林水利会的最高权力机 构为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的所有

会员选举产生会务委员和会长，会务委员会为水利会常设机构。云林水利会会长是的水利会执行组织的最高决策者。农田水利

会会务委员任期为４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水利会组织章程，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审定财务预算，

并确定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等。云林水利会会务委员会现有委员２９人。 

台湾云林农田水利会行政上由 “农业委员会”领导，而 “水利处”指导其技术业务，农田水利会专门负责农田灌溉和水

利设施的经营和管理。农田水利会所属成员可享受水利设施带来的权益，同时对建设和维护水利设施承担相应的义务。农田水

利会负责建设、维护、管理和改善农田水利设施，防范和救助水利灾害，同时会同行政部门推行与实施农业、工业、农村土地

政策和农村建设。 

云林水利会会长会选派一名总干事和一名主任工程师来协助会长处理水利会会务。同时，另设置了若干名专员和秘书协助

会长处理水利会事务。云林水利会的组织机构按职能分工分为总务、管理、财务、工务四个组和资讯、主计、人事和辅导四个

室。同时，云林水利会还设有工作站作为基层专业机构，工作站下设水利小组。云林水利会现有 ５４个工作站，一个工作站有

５～６名工作人员。工作站设 置 的 原 则 是 排 水 或 灌 溉 面 积 在 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ｈｍ２设置一个工作站。工作

站的职能是管理和维护农田水利设施，调节小给水门及以上引水、输水和分水。云林水利会现有５０６个水利小组，小组长由

水利会会员直接选举产生。根据灌溉面积的大小水利小组再分班，大约２０ｈｍ２编１０个班。小组和班成员均为义务性质，

协助工作站管理农田灌溉和排涝事务。 

１．２ 运作方式 

云林水利会的主要工作任务为管理农田灌溉和排水，养护农田水利设施。云林水利会按照 “统一规划、统一配水、统一管

理”的原则进行农田灌溉管理，在灌溉期开始前事先制定农田用水计划，在灌溉期统一配水和管理。制定灌溉计划的流程为：

先由水利会根据所辖区域的土壤状况、耕作情形、灌溉面积、历史用水量、水源供水量、渠道输水损失、历年水文记录等情况

拟定干支渠道的初步灌溉计划，并交由工作站和水利小组讨论决定并制定更为具体的计划。灌溉期到来时从水源取水，经干支

渠输水灌溉农田。农户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耕作状况向工作站提出申请，工作站审核后予以配水。灌溉结束后，工作站根据

事先的计划，结合实际情况执行排水工作，将田间多余水量由水利设施的排水系统排放。 

在农田水利设施的养护管理上，云林水利会根据规模大小将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交 由不同机构 完成，大工程发包给工程队

维修养护，中型工程由工作站直接维修，小型工程由水利小组负责。由工作站选派管理员负责养护小型及以上的给排水设施，

由水利小组负责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及附属构造物的养护管理。水利会总工程师在每 年年终会同督导组、管理组、 “省水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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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人员对水利设施维修养护情况进行总检查，并形成年度水利设施维修养护检查报告，交给水利处审核，水利处再以水

利会的名义上交给 “农业委员会”， “农业委员会”参照年度水利设施维修养护检查报告拟定下一年的水利设施维修管理计划，

根据计划编制维修管理预算表。财政根据维修管理预算表向云林农田水利会拨款，水利会负责具体的水利设施维修养护工作。 

１．３ 经费来源 

云林农田水利会其运营经费收入来自以下几个方面：①会费收入。云林水利会按照水稻种植成本的１％～５％向会员收取

会费，１９９３年起会费由行政管理当局全额代缴。随着台湾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农业生产相对收益持续下滑，逐

步增加了收缴税费的难度。②事业收入。城市或工业供水使用农田水利建造物支付的建造物使用费。由于台湾行政当局规定不

得私自转移农业用水的用途，因此水利会不能因农业用水转为工业或城市用水而收取费用。③财务收入。水利会拥有所有权的

土地来源主要为农民捐献以及水利设施和建筑物占地，水利会开发地产会带来一些收益。随着台湾城市化进程加快，云林水利

会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或房屋租赁等方式来获得利息及租金收入，这已成为云林水利会多元化发展的主要 途径。④ 主管机关补

助收入。主管机关每年根据各水利会的财务状况对农田水利设施更新改造的工程费予以补助。⑤赠款和捐款收入。⑥其他合法

收入。 

近年来，台湾行政管理当局对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加强了经费投入支持，方式包括节水灌溉项目投资、新建水利工程投资、

已建水利 工程改造和养护、代缴会费和财政补助，行政管理当局已成为台湾农田水利最主要的投资者。近年来，由于农田作物

种植结构的变化，逐渐呈现大量水利设施无人管理的局面，为了维护和管理农田水利设施，台湾行政当局借助农田水利会对农

民进行技术培训，并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资金。农田水利设施所需的建设和养护费用分别由台湾行政管理当局和受益农户共同

承担。行政当局负责 ４９％，受益农户自筹承担５１％，农田水利设施的管理费由受益农户承担。 

１．４ 管理绩效 

台湾农田水利管理模式对台湾的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乃至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受到了台湾各界广泛

的肯定。一方面，农田水利会对用水这样的公共事务实行 “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的运作方式，降低了合作成本。日常维修养

护由水利会和水利小组按水利设施类型分别负责、协调管理，使得公共管 理部 门和收益农 民共同 参与，也减少了监督成本。

另一方面，农田水利会以“公法人”的身份配合行政管理当局推行实施工业、农业、土地政策和农村建设，同时接受行政管理

当局或其他相关主体的委托办理与农户相关的行政事务，很大程度地减少了行政管理当局直接干预农事的情况，从而避免了台

湾行政管理当局与农户之间的直接冲突和矛盾，同时又调动了农户参与农田水利管理的积极性，有效地协调了行政管理当局与

广大农民之间的关系，成 为两者之间协调 联系的 纽带。 

台湾行政管理当局也对农田水利会进行了大力的支持和引导。行政管理当局通过立法赋予了相应的法律地位，明确了农田

水利会的任务、职责和权利，使其管理行为有法可依，保障了水利会的经营管理活动可持续。同时，在台湾水利会发展的各个

阶段，行政管理当局通过经费扶持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发挥了主导作用。 

然而，由于近年来农业相对效益持续下滑，收缴税费的难度越来越大，台湾农田水利会也面临着经费短缺、水系遭受破坏、

如何兼顾城乡居民利益及维护生态等难题，亟须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加强引导和扶持力度。 

２ 浙江白塔湖水利会管理模式———以白塔湖水利会为例   

水利会是诸暨市农村主要的农民自治水利管理组织，距今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目前，诸暨有各种规模的水利会组织５０

个，管辖灌溉２０６００ｈｍ２农田的水利设施，占该市总农田面积的 ５３％。其中白塔湖水利会是目前诸暨市规模最大的水

利会。白塔湖区位 于诸暨市北 部，三面 环山，地势东高西低，是诸暨市面积最大的湖贩区。白塔湖区集雨面积６３．７４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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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２，跨 ４ 镇 ４８ 个行政村，常年居住家庭１．６万户，人口５多万人，耕地面积为６０００多ｈｍ２，其中水田 ２１３

３ｈｍ２，旱地 １０００ｈｍ２，水域３８０ｈｍ２。２００６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白塔湖水利会”取得了 “合法”地

位，是浙江省经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诸暨市第一家民间综合性水利管理协会。 

２．１ 组织模式 

湖民代表大会是白塔湖水利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白塔湖湖区湖民群众通过湖民代表大会参与管理湖区水利事务。 《白塔湖

湖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每个收益村选出一名代表，通常为村主任，再邀请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领导、主管镇镇长、受益镇分管

农业的镇长、水管站站长参加会议，组成湖民代表大会。每３年补充或调整一次湖民代表，白塔湖湖民代表大会现有６０名代

表。 

白塔湖水利会是湖民代表大会的日常管理机构。按照 《白塔湖水利会工作职责》的规定，白塔湖水利会根据属地原则管理，

行政 上由店口镇主管，同时受阮市镇、山下湖镇、和江藻镇政府共同领导，由诸暨市水利局指导业务，行业管理上接受水行政

主管部门的依法管理。白塔湖水利会主要职责包括全湖畈区域内的水利建设规划和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水利设施 的 管

理和养 护；水费征收；协调处理区域内的水事纠纷等。湖畈水利会有严格的产生程序和健全的民主制度，严格遵循 “一事一

议”原则，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做到了财务管理规范化、资金投向合理化、民主监督全程化，充分调动了群众自觉参与水利

事务管理的积极性。每年年终由十名湖民代表和店口镇农经站审计员组成审计小组审核水利会当年账目，审计结果反馈给湖民

代表和受益村镇。 

白塔湖水利会的管理人员任免须通过湖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具体程序为先由水利会根据实际需要提出一个人事安排方案，

上报主管镇政府，主管镇政府征求水利部门和其他相关乡镇政府意见后交由湖民代表大会讨论。白塔湖水利会的现有管理人员

有６人，除主任１名，５名管理人员，分别负责工程管理、出纳、财务主办兼文书、综合管理和后勤保障。近年来水利会主任

基本是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管理人员没有确定的任期，一般任职时间较长。从１９５０年至今，白塔湖水利会一共有４任主

任，现任主任于２００２年开始就任。 

水利会的决策主要根据湖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分为一般议事规则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程序。一般议事规则具体为水利会

管理人员根据上一年的水利设施运作情况和年度工作计划拟定湖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议题内容涵盖年度水利建设计划、水

利费开支和工作计划。然后湖民代表大会对议题逐项讨论决议。白塔湖水利会根据湖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开展年度的具体工作。

湖区大型或重要的水利工程项目须通过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决策程序。具体步骤为首先由白塔湖水利会拟定初步的工程预算，根

据政策争取市镇财政的支持，初步确定市镇财政支持后估算收益村镇农民群众自筹经费。湖民代表大会对工程预算和经费筹集

方案进行投票表决，表决通过后白塔湖水利会再请市水利部门进行水利工程的现场勘测设计，交由相关主管部门审核，设计方

案审核通过后再组织召开湖民代表大会对设计方案进行审议。审议通过后的设计方案交由白塔湖水利会向具备资质的工程施工

单位招投标，同时白塔湖水利会具体负责施工单位落实后的工程质量的跟踪和管理。 

２．２ 运作方式 

白塔湖水利会的服务内容不仅包括农田灌溉、防洪抢险、抗旱救灾，而且还负责湖区小型水利工程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扮演着区域内小型水利工程业主单位的角色。水利会日常工作主要是工程巡查和养护以及防汛抢险责任安排。对于水利设施的

巡查和养护，每年年初，水利会都会全面检查一次湖区的水利设施，及时地采取措施处理检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组织人员

对已建的标准堤进行清草和养护。按照巡检值班制度，白塔湖水利会每月组织一次水利工程设施巡查，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以

受益村为单位落实养护责任并跟踪落实情况，确保水利设施处于良性运行的状态。为保证渠道溪堤和堤防的正常运作，白塔湖

水利会按照其分布划分相关受益村镇的养护责任，并制定了 《埂长责任制》。《埂长责任制》规定埂长由村主任担任，埂长组织

本村责任埂断的防洪抢险和岁修管理，协助水利会做好本村水利经常费征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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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汛期来临之前水利会先要制定好防汛预案，分埂段落实防汛抢险责任，储备所需物资。一到主汛期，白塔湖水利会组织

安排人员 ２４ 小时值班。在各村组建抢险分队的基础上，在全湖畈组成８０人的抢险突击队，指挥权由水利会主任掌握，以

应对突发防汛事件。抢险突击队员每年由水利会组织一次业务培训，熟悉抢险业务，其业务培训和抢险演练所需费用均由水利

会支付。 

在灌溉管理方面，每逢旱季到来用水紧张时，水利会一般都会同各村干部进行协商，制定引水灌溉的时间安排表，来保证

各村有序用水。近年来，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城市或集镇边缘的湖畈从原来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开始发展优高农

业 （如蔬菜种植和珍珠养殖），由于不同作物和水产养殖对用水要求各不相同，导致排水和灌水矛盾逐步加剧。 

２．３ 经费来源 

目前，水利会管理经费来源主要是通过向受益农田收取每亩 ８ 元的水利经常管 理费 （简称水利费）。水利费收入是水利

会日常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水利费标准需经湖民代表大会审定。在水费收缴方式上，水利会不直接向农户收费，而是按地域

分片落实水费收缴总额，以村为 单位，向村委收取。同时，各村也采取不同的收缴方式，主要有二类：一是村委会向各个农户

家庭收取水费，一般村委会委托村主任到户收取，并给予 村主任不高于５％的劳务费；二是由村集体统一缴纳。现阶段采用第

二种方式的占大多数，主要原因是水利费总额不大，村集体能够承担，另外到户收费操作难度比较大。近年来仅出现极个别村

委 会欠缴水费的情况。此外，水利会还有渔场、砂场、房屋出租等多种经营收入。 

水利工程建设经费来源主要为市镇财政补助和群众自筹。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经费一般按照 “谁受益、谁负担；多受益、多

负担”的原则由受益村自筹资金，较大的水利工程先根据相关政策争取市镇财政补助，剩余部分再按照 “谁受益、谁负担；多

受益、多负担”的原则以受益村为单位确定自筹资金。近十多年来，白塔湖水利会通过财政扶持、受益乡镇配套加上群众自筹

的办法，累计筹集了水利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其中受益村群众自筹７００多万元，完成了国家级农业综合开发工程、湖畈标准

堤和白塔湖内湖清淤。例如，最大的水利工程枫桥江标准堤建设标准为２０年一遇，总投资１７００万元，１００万元由镇财

政补助，市一级财政补助了９００万元，其余７００万元均由受益村村民自筹承担。白塔湖水里会通过 《防汛抢险预案》明确

规定了防汛抢险费用分担。斗门水位１２．５ｍ 以下，各村承担埂段所需的防洪 抢 险 经 费； 凡 是 斗 门 水 位 在 １２．５ 

ｍ 以上，防洪抢险所发生的费用由全湖统一负担；防汛抗旱工作所需的防洪抢险人员、抢险突击队由防汛抗旱领导小组组织，

所发生的费用由水利会统一负担；如遇特殊情况，出现 险情时所需 的抢险经费等，根据不同情况，与相关埂段 所 属 镇、村 

协 商后，再做出经费负担的决定。 

２．４ 管理绩效 

白塔湖水利会不仅对湖区的水利设施进行了管理和养护，使水利设施处于良性运作状态，还在协助水利部门制定湖区 水利

规划，推行水 利工程 建设，宣传水利法规，组织湖区群众抗洪抢险，协调湖区水事纠纷等各项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白

塔湖水利会在实践中已经成为湖区居民保障生活生产安全的重要自治组织，并得到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认可和支持。诸暨民间

水利会由受益农民组成的民主自治性组织，作为农田水利设施的 “业主”，来管理农田水利设施，有效解决由于小型水利设施

所有者主体缺位而形成的水利工程失修和失管的问题。水利会在管理运作上严格遵循自治和 “一 事一议” 的原则，尊重群众

的意愿，得到了农民的支持。白塔湖水利会建立了一套民主化的决策机制，这套决策机制使湖区农民群众有机会参与水利事务

管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成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联系协调的纽带。水利会还在跨行政区域协调水利事务上起到不可替代的

作用。水利工程在投资修建和利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区域性矛盾，水利会作为非官方的组织，在出面组织行政区域间的协商时

能够保持中立，承接了各村镇在水利事务管理上容易产生交叉的范围和职责，避免各村镇在公共水利事务管理上的矛盾和低效。 

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减少了农田的面积，原有按农田面积征收水利费的模式已

不能保证水利会的正常运转，特别是水利工程建成后对管理的要求在提高，相应的管理费用在增加，经费不足等问题也已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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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出来。 

３ 浙台农民用水者协会组织管理模式比较分析   

根据上述台湾云林农田水利会和浙江诸暨白塔湖水利会的管理模式，比较浙台两地水利会组织在组织决策、运作方式和经

费来源等方面异同点，详见表１。 

由表１分析可知，在组织决策方面，两个典型的水利会均注册为法人组织，具有法人资格，其合法性得到了行政部门的承

认。同时两地水利会均为区域性的农民群众自治性组织，实现了农民的参与决策和管理，调动了农民自主管理的积极性，使得

管理更为便利高效。但在水利会负责人任命和基层的代表选举上，两地组织方式略有不同。台湾云林水利会会长及会务委员由

本会农民会员直接选举产生，而诸暨白塔湖水利会主任由上级行政任命，湖民代表由受益村代表 （村主任）、镇长、水管站长、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领导组成，使得水利会管理有一定的行政化的倾向。同时，白塔湖湖民代表大会在基层并没有推选湖民代表

的形式，村主任 （或村支书）因其在本村或本镇都有较高的行政权力，而直接成为的受益村的湖民代表。在财务预算和投资决

策上，云林农田水利会的常设机构会务委员会有直接的决策权，而白塔湖水利会由水利管理协会会同各受益村代表共同协商完

成。 

 

在运行管理上，两地水利会均根据水利设施类型，采用水利会集中管理维护和水利小组 （或村集体）分散协助管理维护的

方式。但在其最重要管理职能灌溉管理上，云 林 水 利 会 实 行 “统 一 管 理”，并在事前做好安排。而白塔湖水利会则是

在会同各受益村代表会商的基础上进行协调管理，相对权限较小，但农民参与机会较多。 

在经费来源上，两地水利会均依靠会费、政府补助和一定的经营收入维持运营。云林水利会的会费收入已由政府全额补助，

农民不再缴纳会费。但云林水利会在配合政府减轻农民负担停征会费以来入不敷出，运营遇到很大的困难，需要依靠租售土地

和主管机关补助维持运行。白塔湖水利会农民所缴纳的水利费 （会费）是水利费日常运转经费的主要来源，农民负担较大。两

地用水服务范围均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当地城市用水和工业企业，却均未建立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补偿机制，相应的管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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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未得到合理的补偿。两地水利会均利用其所有或管理资产进行经营取得相应收入，以补充营运资金的不足。云林水利会

拥有相应地产及其附属资产的所有权，可以合法地对其进行处置经营取得相应收入。而白塔湖水利会所管理的固定资产的产权

依据是按习俗界定的，其合法性还有待行政部门的确定。 

在管理绩效上，两地水利会均采取民主自治的管理组织形式，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和支持。两地水利会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

的联系纽带，协调了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减少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直接矛盾和冲突，因而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两地

均通过水利会的形式将过去由政府包揽的管理职责部分地移交给农民水利协会，使得农民直接参与水利工程的投资建设和水利

事务的管理，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两地水利会均缺乏足够的经费收入保障，这主要是由于在管理情景 （例

如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使得管理成本发生变化）时，组织难以自动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外在的法制建

设和权益分配。在运作绩效上，云林水利会统一管理，集中实施的方式降低了协调成本。而白塔湖水利会则更多地在水利事物

中起协调监督作用，协调成本较大，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完善水利会的权责和职能。但同时白塔湖水利会在运作方式上多采用 “一

事一议”原则，协调工作多于统一安排，农民意愿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４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上述对浙台两地典型的民间水利会组织的总结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水利会要健康有效和可持续地运营和发展，

需要鼓励受益农民最大程度参与组织和决策，完善民主化组织规则和决策程序，明确界定水利会组织的任务、职责及权利，使

得水利会管理行为有法可依，并根据具体管理情景采取有效的合作或协商等运作形式，同时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水利会运行

经费给予足 够的财政补助，保障水利会健康有效地可持续运行。 

４．１ 吸引并鼓励农民参与管理可提高农民水利组织的管理效率   

两地农田水利会作为农民自治的群众组织，由普通农民承担起原由政府包揽的公共事务 （农村水利事务）的管理权利和管

理责任，从而激发农民更高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责任感，使农民的目标和管理机构的目标相统一，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水利

工程的利用效率，缓解农业用水紧张态势。因而水利会在组织和管理上应充分考虑农民的意愿，完善民主化组织规则和决策程

序，吸引并鼓励受益农民最大程度参与组织和决策，提升农民管理水利事务的集体行动空间，充分发挥农民参与管理的效率。 

４．２ 在农民参与的同时，明确权责界定将更有利于水利会组织有效地开展运营   

农村水利事业具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等经济特征，难以通过单一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来解决其建管和使用问题。水利会的运

作机制通过对水利事务的统一管理，降低了分散农民之间的合作成本，保障了公共服务的合理有效供给，取得了较好的管理成

效。但在实践中，公共组织的目标和个人利益目标之间的仍然不可能完全的统一和一致，仍然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农田水利

会的管理地位，配以完备的管理制度，使其任务、职责及权利明晰化，管理行为有法可依，并根据具体管理情景探索更为有效

的合作或协商等运作形式，来降低管理成本和合作成本。 

４．３ 水利会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部门足够的资金扶持   

水利会组织的形成分担了政府部分的水利管理职责，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城

市化和工业化推进和农业比较收益不高的情况下，水利会组织难以依靠其自身的收益来维持其运营和发展。因而需要政府进一

步明确界定其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同时适当提高政府管理成本的支付，对水利会运行经费给予足够的财政补助，保障水利会

健康有效地可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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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廖树宏 ．台湾农村建设的体制设计与发展经 验 ［Ｃ］ ．海 口：２００９年两岸四地农业合作论坛论文集开放农业与

新农村建设———２００９年两岸四地农业合作论坛，２００９． 

［９］宋实，卓汉文 ．台湾农田水利会介绍 ［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２００５ （１１）：１０７－１０９． 

［１０］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 ．各地农田水利会概况表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１－１１－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ｔ

ｊｉａ．ｇｏｖ．ｔｗ． 

［１１］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 ．各地农田水利会灌溉地及耕种面积统计 表 ［ＥＢ／ＯＬ ］ ． ［２０１１ － １１ － ０

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ｊｉａ．ｇｏｖ．ｔ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