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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利工程经济》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高职高专教育水
利经济培养方案》编写的，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水利工程经济》在编写过程中从培养高职高专人才的角度出发，以理论“必须”、“够用”为
原则，注意吸收专业领域的新理论、新方法，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力求做到理论
精、内容新，富有高职高专教材的特色。
教材内容以应用为主线，内容的选择充分考虑了课程的教学特点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重点突出了水利
工程经济评价。
本教材主要介绍了水利工程经济评价的基本原理和评价方法，同时对不同功能水利工程的经济评价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适应该类工程经济评价的科学方法。
为了提高实用性和应用性，本教材在经济评价的讲述中，以工程的类型为出发点，每一类水利工程确
定为一章，每一章均有典型的案例分析，突出理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及严谨和求实的科学态度。
全书以水利部颁发的现行有关法规性文件以及水利经济评价规范和标准为主要依据，注重理论的系统
性、基础性，同时紧密与水利行业相联系，突出应用性和实践性。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的水利类专业的通用教
材，也可供经济管理专业人员自学和培训使用。
　　《水利工程经济》由黑龙江大学胡志范教授担任主编（编写第一、二、四章，并负责统稿），黑
龙江大学李春波副教授担任副主编（编写第三、五、六、十一章）。
参编的有：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刘承训（编写第七章 ），南昌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校桂发亮（
编写第八章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刘愿英（编写第九章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李扬红（编
写第十章 ），黑龙江大学郭新利（协助统稿及文字工作）。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闫彦教授主审。
闫彦教授对教材编写提纲的制订和对教材初稿的审阅，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我们谨向他表示
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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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及规划教材的编写要求，并结合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
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以富有时代特点，以使用为目的进行编写的。
全书共十一章，包括：绪论、工程投资及其费用、动态经济计算的理论基础、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方
案比较、敏感性分析、灌溉工程评价、排水工程评价、防洪工程评价、供水工程评价、水利水电工程
评价、水土保持工程评价。
最后附有复利因子表供查用。
    本书可作为水利经济、水利水电工程、农田水利、水土保持、供排水工程、水资源等专业《水利工
程经济》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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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大涝年份时，政府为排涝救灾支付了大量费用，其中用于排涝抢险和医疗救护方面的费用（不
包括救灾的粮食、衣物、房屋等费用）也应予以计算。
　　有些低洼地区因涝不能及时排除积水，影响下年农业生产和工、副业生产，由此导致的损失也应
计算在内。
　　（二）除涝效益计算　　排水工程的除涝效益，即修建工程后减免的涝灾面积所带来的农业生产
效益，以修建工程前后所减少的农作物涝灾损失表示。
目前，推求农作物涝灾损失值主要采用涝灾频率曲线法、内涝积水量法、降雨涝灾相关法等方法。
下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1．涝灾频率曲线法　　涝灾频率曲线法也叫实际年系列法，此法适用于在工程兴建前后都有长
系列的多年受灾面积统计资料和相应的暴雨资料的治涝地区已建工程的除涝效益计算。
因此，可以根据实际资料计算治理前和治理后多年平均涝灾面积的差值，再乘以单位面积涝灾损失率
，进而推算工程的除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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