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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资源配置是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基础，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保证。
《水资源适应性配置系统方法及应用》从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水资源适应性配置
问题。
作者以复杂系统科学为方法论，以人与自然和谐理念为指导，以水资源合理配置问题为导向，研究水
资源适应性配置系统中主体行为和系统演化的规律；从新的视角，运用综合集成研讨方法，展开水资
源适应性配置的系统方法与实现研究。
《水资源适应性配置系统方法及应用》提供了两个案例，即水资源冲突问题比较突出的漳河流域水资
源配置案例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资源配置应用案例。
　　《水资源适应性配置系统方法及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类、经济管理类、资源环境类相关专
业师生的参考书，也可供相关科研单位、管理部门及决策部门的科技、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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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产权的科层结构看，作为国家产权和共同产权的水权由政府组织分配决策。
这种决策是由政府单边做出的，进行决策时减少了谈判和协商的成本，交易成本可以最小化。
政府决定流域范围内各地区的水量多少，对流域水量分配实施整体规划，这样可以从技术经济寻优的
角度来考虑水资源规划和流域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
行政配置模式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可以保证水资源缺乏地区的供应，保护困难群众，支持环境水需
求，政府可以根据以往的情况（如优先权）、个体的水需求来分配，也可以平均分配，甚至以政治压
力的大小来分配。
但是在政府配置模式下，政府水资源规划者在做分配时，需要了解所有用水户的用水效益函数，如果
可以掌握这个信息，规划者进行水权初始分配，可以实现水资源全社会效益最大化。
但不同用水户的用水效益是不同的，而且是随时变化的，是私有信息，规划者依赖用水户上报其用水
效益函数，因此无法及时准确掌握这些信息，或者及时完全确切得到这些信息的成本很高。
这种分配方式必然会出现用水户谎报或“寻租”行为，使他们得到更多免费或低价的水资源。
同时，当获得初始水权的成本为零或者很小时，这种分配方式不能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用水户不能
自觉地约束其用水行为，导致需水量大量增加和用水大量浪费，不可避免地出现水资源短缺，甚至严
重短缺。
对缺水地区的供水项目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本地的水价却不能全部包含这些供水成本，因为
这样会抬高水价，这种补助政策就代替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水价既不能反映供水成本，也不能反映水
对于用户的价值。
因此，水资源行政配置模式缺陷在于可能导致的“政府失灵”。
3.市场配置模式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研究把资源稀缺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提，认为资源稀缺是引起
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
市场机制也称价格机制，是由价格、供求和竞争三大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在市场机制中，决定市场的主要因素是需求和供给，需求的背后是消费者的选择，影响需求的首要因
素是价格。
需求的一般规律认为商品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
水资源作为一种稀缺型经济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其优化配置，但它和一
般的商品资源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其需求既符合商品的一般需求规律，但其作为一种生存的必
需资源，也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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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资源适应性配置系统方法及应用》为水危机管理系统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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