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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水农业发展战略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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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中国节水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以及国际节水农业发展趋势与国内技术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中
国现阶段节水农业科技发展的 5 大战略,即综合节水战略、技术创新与集成战略、产业支撑战略、虚拟水开发战略,以及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战略。同时, 进一步提出近期中国节水农业研究的重点应该主要集中在生物节水技术、非传统水资源开发
技术、旱作节水技术、节水灌溉技术与装备, 以及节水农业区域发展模式等 5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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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 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 世
界人口增加了 4倍,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 50倍,水资源
消耗增长了 100多倍, 全球用水量达到水资源总量的
20%,已经逼近水资源开发的最大潜力[ 1, 2]。跨入 21世
纪后, 世界人口、工业、经济和社会依旧发展迅速,全球
水资源短缺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在出现持续严重干旱等

特殊情况下, 缺水极有可能造成全球某些区域和城市社
会、经济发展停顿甚至崩溃。因此,如何缓解日益严重的
水危机已经成为 21世纪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战略问
题。农业是用水大户, 节水潜力巨大。发展节水农业以
缓解水资源危机的战略选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中

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更是水资源极为短缺的国家, 水
资源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

素[ 3- 5]。如何选择中国节水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已成为中

国农业科技界的重大课题。

1　中国节水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分析中国现代节水农业科技水平,从总体上看与国
外差距还相对较大, 特别是创新技术储备不足,难以适
应发展需求;技术成果转化速度和产业化水平急待提
升;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比较薄弱;技术研发与重大工程
建设之间的结合不够紧密, 没有建立有效的结合机
制[ 6, 7]。

1. 1　创新技术储备不足, 难以适应现代节水农业发展
需求

中国在节水技术方面有比较雄厚的科学积累, 尤其
是在灌溉的理论研究方面,包括土壤—植物—大气系统
中水的传输理论,甚至在国际上还处于领先地区,也有
比较成熟的实用技术,并在生产中已经推广应用。但目
前存在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集成创新技术储备不够, 尽管单项技术相对成
熟,但未形成技术体系,综合技术水平较低,未发挥出整
体优势。如在节水农业技术的应用推广中,往往人们重
视节水灌溉技术,而忽视农艺技术, 虽然我们省水了,但

由于耕作管理不善,并未产生出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是
目前节水农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二高新技术

自创新储备不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技术水平不断
提升, 高新技术的应用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恰
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例如, 生物技术、智能决策系统、
污水利用技术、现代控制技术在节水中的应用等[ 8] ,显
示出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难以适应现代节水农业技
术发展的需求。这对今后节水农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使

得科技进步缺少后劲,这是中国节水农业技术发展的致
命弱点。

1. 2　成果转化速度和产业化水平急待提升
中国在节水农业技术储备方面相对较薄弱,加之已

有技术积累集成度差,未能形成可供实际应用的技术体
系,导致技术成果转化率低;另一方面,中国节水产品生
产企业发育还不十分成熟,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
大规模发展的产业,也使得技术成果转化速度相对较
慢,严重制约了节水农业的发展。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本身与机制问题,更重要的原因还是
由于节水农业行业本身性质所决定,而社会公益性非常
明显的行业特征,以及行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一个重
要原因。

同时,中国节水器材产业发展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
产业发展水平差距仍很大,亟待提升。据有关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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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水农业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 20～
25a, 但节水农业基础理论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仅相差
5a 左右,部分领域还处在国际前列,节水农业技术水平
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在 10～15a之间, 节水器材产业水
平差距最大, 技术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开发是中国节水
农业当前发展的重要任务, 尤其是节水农业产业水平的
升级更是薄弱环节。

1. 3　研发平台建设相对薄弱
中国节水农业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仍很薄弱,尽管中

国已经拥有了与节水农业相关的多个学科、有一部分国

家与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也拥有一部分省部级与
节水农业有关的重点实验室和野外试验站,但还没有一
个节水农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野外试验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建设也显得相对薄弱,还没有建设起大型节水农
业技术与产品研究开发平台,对于节水农业前沿技术的
研究,如生物节水技术、非传统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精
量用水灌溉技术,以及抗旱节水育种技术等, 研发平台
建设尤其薄弱,也相对分散,没有集成综合整体优势。这
种现象是导致中国节水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始

创新能力相对较差,创新技术储备不足的重要原因。
1. 4　技术研发与重大工程建设之间的结合不够紧密

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中国目前节
水农业技术研发与重大工程建设之间的结合还不够紧

密,导致技术研发与工程建设有相对脱节现象,也给技
术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带来了一定困难。一方面,已
经有相对成熟的技术,但工程建设部门并不了解,或者
说工程建设部门了解,但处于行业保护政策, 并不积极
地去应用推广;另一方面,工程建设中急需解决的一些
重大技术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也很难较快地反馈到科技人员手中, 使得工程建设中有
关重大技术问题难以及时得到解决。

1. 5　节水农业技术人才队伍急需加强
现代节水农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也是一项综

合性较强的技术,需要水利、农业、机械、生物、化学、工
程等众多学科联合攻关,技术的综合性和学科的年轻特
点,对新型人才的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过去,中国从事
节水农业科技工作者大多为农田水利与农学科技工作
者,难以适应现代节水农业技术发展的需求, 急需培养
一支新型节水农业科技队伍,以适应现代节水农业科技
发展之需求。

2　国际节水农业技术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

　　纵观国际节水农业总体发展趋势,在经历了灌溉农
业与传统节水农业发展之后,国际节水农业的发展已经
步入了现代节水农业发展阶段。现代节水农业的发展彻

底掘弃了以往节水农业就是灌溉农业、节水农业就是节

水灌溉、高水才能高产的传统思想。在确保环境安全、生

态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以提高作物水分利用率
与利用效率为目标, 依据作物生理需水确定作物用水,
强调节水灌溉与旱作节水并重、注重非传统水资源开发

利用、重视节水农业技术综合效应与高新技术应用、强

化节水农业的现代化管理成为其发展的主要特征。

2. 1　重视对节水农业综合技术的研究,在技术创新与
传统技术改进的同时,强调技术集成配套、凝练提升,注
重区域发展模式研究

随着全球性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日益加剧, 世界各
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把发展节水高效农业作为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发展节水农业的过程中, 各国
均十分重视工程节水、农艺节水、生物节水和管理节水

的有机结合与集成,重视节水农业的综合效益。
通过减少渠系(管道)输水过程中的水量蒸发渗漏

损失, 提高灌溉水的输水效率;通过减少田间灌溉过程
中水分的深层渗漏和地表流失,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并
减少单位灌溉面积的用水量;采用蓄水保墒措施,减少
来自农田土壤的水分蒸发损失,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然降
水和灌溉水资源;达到提高作物水分生产效率, 减少作
物的水分奢侈性蒸腾消耗,获得较高作物产量和用水效
益的目标。

对于节水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在注重技术创新与传
统技术改进的基础上, 更应加强调技术集成配套、凝练
提升, 纵观世界各国节水农业技术研究发展动态,大致
可划分为 3个层次,即节水农业前沿与关键技术、节水
农业关键设备与重大产品研发及产业化、节水农业技术

体系集成模式等三方面,并将节水农业技术体系集成与
示范应用作为重点研究方向;初步形成了与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缺水程度密切相关的节水农业技术发展模式。

以埃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等为代表的经济

欠发达国家,由于受其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节
水农业的发展主要采用以渠道防渗技术和地面灌水技

术为主,配合相应的农业措施以及天然降水资源利用技
术的模式。而以以色列、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为代表

的经济发达国家,节水农业的发展主要采用以高标准的
固化渠道和管道输水技术、现代喷、微灌技术与改进后

的地面灌水技术为主, 并与天然降水资源利用技术,生
物节水技术、农业节水技术与用水系统的现代化管理技

术相结合的模式。

2. 2　生物节水技术、非传统水资源开发技术、以信息化
技术为支撑的水管理技术已成为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研
究与开发的重要内容

生物节水技术的发展更加重视改良利用作物的抗

旱耐旱性及水分高效利用性, 特别是通过认识作物抗
旱、耐旱机理,筛选高水分利用型 (WUE ) 作物品种,提
高作物本身的节水潜力;注重开发利用植物和淀粉类物
质合成生物类的高吸水物质;以基于植物生理需水功能
的非充分灌溉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作物用水正在
从丰水高产型向节水优质高产型方向转变,在节水的前
提下, 实现作物优质高产双重目标。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现代节水农业管理技术, 从作
物水分监测指标与需水信息采集、分析加工、灌水管理

与信息反馈等多方面开展研究,并注重水权与水价的研
究与应用,基于“3S”技术的精量灌溉适用平台和数据
管理软件以及作物生长决策模拟模型的开发已经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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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广泛关注,支持农田信息实时采集的各种传感技术
和传输技术, 随着节水管理技术的深入研究将会得到更
快发展;现代节水农业管理技术的发展正在和精准农
业、数字农业的发展密切结合。

在节水的同时,开发利用非传统水资源已经成为解
决缺水的重要途径, 其中天然雨水资源、污水资源和咸
水、微咸水资源,以及海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上
述非传统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

解决用水危机的新途径,也已经成为现代节水农业的重
要研究内容。雨水高效集蓄利用技术、新型集雨材料,污
水灌溉技术及其对农产品品质的影响, 咸水、微咸水资
源,以及海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将是国际上现代节水
农业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生物节水技术、非传统水资源开发技术、以信息化

技术为支撑的水管理技术已成为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研

究与开发的重要内容, 上述技术与传统农艺节水技术的
结合,形成了现代节水农业技术集成体系。
2. 3　传统节水技术水平的提升仍是当今节水农业研究
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并作为现阶段世界各国节水农业发
展的基础技术支撑

地面灌水技术、旱作节水覆盖保墒耕作等传统节水

农业技术的改进与提升仍是当今国际节水农业研究与

发展的重要内容, 并成为现阶段节水农业发展的基础技
术支撑。地面灌水技术在全球应用面积最大,约占全球
灌溉总面积的 90%以上, 经济发达的美国地面灌水面
积也占其灌溉面积的 80%;旱作节水覆盖保墒耕作技
术几乎在全球所有旱作农田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

上述两种技术仍是当今全球节水农业发展的重要

基础性支撑技术,对上述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尤其是结
合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提高技术本身科技含
量,以及技术经济效益仍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国
际节水农业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

与全球定位系统( GPS)、地理信息系统( GIS)等现
代高科技手段结合的地面灌溉激光控制平地技术、精细

地面灌水技术,以及旱作节水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是当
传统节水农业技术研究的重点, 上述传统技术的发展也
正在成为现代精准农业、数字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技
术。

2. 4　优质低价、环保节能与多功能化节水产品是当今
世界发展的主流, 规模化、集成化、系列化的节水器材产
业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现代节水农业产品的研制与开发正在朝着优质低

价、环保与多功能方向发展,这种产品研制开发趋势也
正在引导着节水农业产业朝着规模化、集成化与系列化

方向发展。现代高新技术的注入与不断发展,特别是高
分子复合材料、智能控制、快速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应用,
使得这种发展趋势愈来愈明显, 国际市场竞争愈演愈
烈,并成为当今国际节水农业产品研制与产业化开发的
主要发展潮流。

无论是高效输配水设备与产品、喷微灌设备与产

品,还是节水保水机具、节水保水制剂与新材料等节水

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均将优质低价、环保节能与产品的
多功能化作为产品的主要研发目标,特别注重高新技术
的应用, 依靠现代高新技术的注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并通过产品的性能和知识产权抢占
国际市场,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国外许多大的企业集团, 如美国雨鸟公司、以色列
耐特费姆公司等,已经在全球形成自己的企业研发、生
产销售与服务网络体系,通过产品技术优势抢占、控制
国际节水市场。其竞争的策略在于只销售产品,不出售
产品生产技术与生产设备,这就导致了许多国家要么购
买其产品,要么走自主研制开发的产业发展路子。20世
纪 80年代后期到 90年代中后期,以以色列、美国为代
表的节水企业的部分产品几乎垄断了中国节水市场,其
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 70%以上。

3　中国节水农业科技发展战略

根据《全国中长期供水计划研究报告》,从长远发展
分析, 尽管中国总供水量可能有所增加,超过现状供水
能力 5600亿 m3, 但农业用水量将基本保持在 4000亿

m
3左右,增幅有限。中国工程院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用
水的高峰将在 2030年左右出现, 但农业用水总量与现
在规模相仿,为 4200亿m

3左右。考虑到工业的飞速发

展, 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加快, 将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在
4000亿 m

3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9]。因此, 水利部提出中
国农业用水零增长战略,并将其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
3. 1　战略构思与指导思想

中国节水农业的发展应以保障国家水安全、粮食安

全和生态安全为战略目标,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作物
水分效率为核心,以发展节水型农业种植结构、增加农
业效益和农民收入、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为目标, 以建立
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节水农业技术体系为重点,
在加强农业节水基础理论和前沿关键技术创新的同时,
创制适合国情的节水关键设备与重大产品,促进其产业
化,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不同地区特点的节水农业技术
集成模式。力争在生物节水技术、非传统水资源开发技

术、精量控制用水管理技术、节水产品产业化开发等方

面实现重点突破和创新,争取用 20～30a 时间, 使中国
节水农业技术整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领域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具有中国自主持续创新能力的现
代节水农业技术研究开发体系,为中国节水农业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3. 2　科技发展战略
根据中国节水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与主要任务,

结合国际节水农业发展趋势,提出中国目前现代节水农
业的发展宜以综合节水战略为基础,实施技术创新与传
统技术升级、节水产业提升、虚拟水开发利用、平台建设

同步推进的战略。
1) 实施综合节水战略,加快节水农业建设与发展

步伐

综合节水战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强调重视节水农
业综合技术研究与技术体系集成,实施工程节水、农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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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生物节水与管理节水的有机结合[ 10] ,强调节水灌
溉与旱作节水并重,注重现有节水农业单项技术与高新
技术的结合与凝练、集成,加快现代节水农业技术的应
用推广步伐, 从而推动中国节水农业工程建设与快速发
展;二是通过工业节水、生活节水所取得的效益来进一
步支持农业节水, 同时,进一步缓解中国水资源压力,全
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农业属战略性节水,是社
会公益型事业;工业节水、生活节水属强制型节水,是经
济效益型事业。实施强制性节水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节水

农业,强制性节水所取得的经济效益应该进一步支持节
水农业的发展[ 11]。

在节水农业科技工作布局中,应继续坚持现代节水
农业前沿与关键技术研究、节水农业重大产品及关键设

备研制与产业化开发, 以及节水农业技术体系集成与示
范 3个层次, 并在近期将节水农业技术体系与示范作为
研发重点,进一步凝练成 3个不同层次的核心技术与研
发重点。

前沿与关键技术层次应将生物节水技术、非传统水

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作物水分信息采集技术、精量控水

与产品快速开发技术等作为研发重点;重大产品及关键
设备研制与产业化开发, 应结合节水农业工程建设需
要,按照输配水技术、灌溉技术、耕作保墒技术、节水生
化制剂等产品研制与产业化开发开展工作,并始终把优
质低价、环保节能与多功能化作为产品的研发方向;技
术体系集成与示范应将不同区域节水农业的发展模式,
以及模式建立的机制作为工作重点。

2) 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水平升级战略
实施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水平升级同步发展的战

略,在注重原始技术创新的同时,推动传统技术的升级,
建立和完善中国节水农业技术体系

[ 12- 15]
。原始性技术

创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创新生命力,在为实
用技术提供理论基础的同时,作为高新技术贮备的重要
源泉。为此, 首先应加强对节水农业应用基础理论的研
究,如缺水地区主要农作物水分利用效率分子遗传改
良、不同生态区域节水型产业结构与农作制度定量化研

究、区域水分胁迫条件下立体种植的作物需水规律研

究、旱区节水状况下区域水土环境效应评估与调控研
究、节水条件下农田水分与养分的转化理论及尺度效应

研究等,另一方面,应加强对高新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
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如植物抗旱节水潜力与新品种
选育、不同生态区域主要农作物高效用水与生理调控、

基于3S 空间信息技术和作物生产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
精细农作技术、灌溉用水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及区域多

水源优化配置技术、农田水肥精量调控与作物精量控制

灌溉技术等。在传统技术升级方面, 应加强对传统的田
间灌溉技术、农艺技术和开源技术的研究, 使之升级为
精细地面灌溉技术、高效精量喷微灌技术、高效节水生

化制剂与新材料等。

3) 节水产业支撑战略
国外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喷微灌设备与新产品、高效

输配水设备与新产品、节水保水机具和节水制剂与新材

料的产业化开发,不断利用高新技术对节水农业产业进
行改造,促使产业的技术提升, 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节水灌溉生产企业由于起步较晚, 企业规模普遍
较小, 且多数企业的生产经历较短, 缺乏高水平的专业
技术人员、熟练的技术工人及高效率的生产设备。建立

节水型农业要在推广应用各种节水技术的同时,推动节
水农业关键设备与重大产品产业的技术提示与发展。为

此,应培育节水农业“两大支柱产业”: ¹ 节水灌溉产品
与设备产业,包括:喷微灌设备、抗旱机具、激光控制平
地设备、渠道衬砌机械、渠道及管道量水仪表与设备、作

物精量控制灌溉设备等; º 节水制剂与材料产业,包括:
农用制剂、农用液态地膜、渠道防渗材料、农用输配水管

材等。

4) 虚拟水资源开发战略
虚拟水战略是指缺水国家或地区通过贸易的方式

从富水国家或地区购买水密集型农产品- 尤其是粮食,
来获得水和粮食的安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农产品贸

易,实际上是以虚拟水的形式在进口或出口水资源。中
东地区每年靠粮食补贴购买的虚拟水数量相当于整个

尼罗河的年径流量。从虚拟水的概念可以看出,虚拟水
以“无形’的形式寄存在其它的商品中,相对于实体水资
源而言,其便于运输的特点使贸易变成了一种缓解水资
源短缺的有用工具。

虚拟水贸易与虚拟水战略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的

一个前沿研究领域。对于经济发展内部不平衡、水资源

分配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不一致的国家或地区,实施虚
拟水战略非常有效。虚拟水贸易对于那些水资源紧缺的

地区来说,本身提供了水资源的一种替代供应途径,并
且不会产生恶劣的环境后果,能较好的减轻局部地区水
资源紧缺的压力。因此,虚拟水战略日益引起了缺水国
家和地区政府和水资源管理部门的重视, 并开始在水资
源战略管理中应用

[ 16]
。

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科研人
员从水资源承载力的角度开展了较多的研究, 但从生态
经济学的角度开展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采用虚拟水战

略,从系统分析的角度研究缓解区域水资源的措施,研
究虚拟水战略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战略性调
整、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环境安全等之间的

关系, 并且提出相应的战略对策和政策建议, 无疑突破
了以往的传统观念,对国家和区域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
水资源短缺解决机制都是一场革命。

5)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战略
现代节水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现有节水农业基础

设施条件已远远不能满足创新的需求。为此, 应强化节
水农业平台建设战略,加大对节水信息监测与科学实验
基地(包括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野外实验台站、
服务推广体系)投入, 通过建立节水高效农业示范工程、
节水高效农业技术产业化工程,推广应用节水农业技术
与产品,优选和建设一批节水农业技术创新基地和重点
野外科学实验台(站) ,建立以农业水资源和节水农业技
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共享与网络科研环境平台,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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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一批勇于创新、拼搏实干的高水平研究群体和队

伍,为中国节水农业创新能力建设提供必要的平台基础
条件。

3. 3　重点研发方向
1) 生物节水技术
重点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挖掘植物抗旱节水基因和

培育抗旱节水品种、利用植物本身生理功能调节和挖掘

植物本身的节水潜力。需要重点攻克以下关键技术:抗
旱节水植物品种筛选指标体系, 抗旱节水与高产优质相
结合型的新品种(组合)培育,挖掘不同生态区域内作物
生理节水潜力的非充分灌溉技术、灌溉制度和实施技

术,主要农作物在不同养分水平或施肥条件下的调亏灌
溉模式和田间实施技术,节水高效的非充分灌溉与调亏
灌溉综合技术,作物非充分灌溉技术软件与智能式非充
分灌溉预报器研发。

2) 非常规水利用技术
主要研究雨水收集和利用、劣质水(主要是城镇生

活污水和微咸水)资源化、海水淡化与灌溉利用。需要重
点攻克以下关键技术:雨水资源开发潜力与工程模式,
雨水资源收集与高效利用技术, 不同作物污水安全灌溉
的量化指标体系及标准,适用于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的
新型高效、价廉的持续性处理技术,生活污水城镇绿化
应用技术,微咸水灌溉控制指标体系和作物灌溉制度,
低成本的海水淡化技术与高效安全灌溉利用技术。

3) 节水灌溉技术与装备
以优质低价、环保节能与多功能化节水产品研发为

重点,研究和开发一批适合国情的高效、低能耗、低投
入、多功能的节水高效农业关键技术与重大设备。需要

重点攻克以下关键技术:行走式多功能抗旱灌溉机具,
激光控制平地技术与设备, 田间波涌灌溉控制设备, 田
间多孔闸管灌溉系统和田间灌溉自动控制设备,根系分
区交替灌溉灌水技术与设备, 微喷灌节水技术与设备、
现代灌溉系统水量流量实时调控技术与设备,渠道防渗
新材料与施工机械, 大口径高分子材料的输配水管道,
基于信息技术的灌区用水现代化管理技术。

4) 旱作节水技术与新材料
依靠现代新材料和新技术,研究开发一批高效、低

投入旱作节水技术与新材料,大幅度提高农田降雨利用
率和利用效率,需要重点攻克以下关键技术:降水就地
利用的新技术与新产品,新型保墒耕作技术和覆盖保墒
技术, 土壤水库充蓄增容技术, 调节植物节水抗旱特性
和提高作物水分利用效率的新型生物化学制剂,覆盖保
墒新型材料与全生物降解地膜研发, 土壤结构改良剂。

5) 区域节水农业发展模式
以技术集成与技术示范为重点, 主要开展现代节水

农业技术集成、节水农业技术转化与示范机制,以及现
代节水农业技术发展模式等研究。需要重点攻克以下技

术:区域多水源优化配置与节水型农作结构;农业高效
用水的区域水土环境效应监测与评估,区域节水农业管
理体制和机制创新,不同类型地区的现代节水高效农业
技术集成综合模式。

4　主要措施与建议

1) 加强政府政策与公共财政持续支持力度
节水农业是一项公益性事业, 节水是国家战略目

标,在现阶段由于农业效益相对较低、节水产业发育不
完全, 国家节水目标与农民增收目标尚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 在现阶段应继续加强政府政策与公共财政的持续
支持力度,这是保持节水农业科技进步、以及节水农业
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2)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节水农业发
展

节水农业是一项系统非常强的综合工程, 必须充分
调动社会各方力度共同推动,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也是
有限的, 因此,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国家、地
方、企业、农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形成一种万
马奔腾的联动态势,在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 依靠科技
进步, 提高中国节水农业科技水平, 充分调动广大企业
与农民的力量,推动中国节水农业的全面发展。

3) 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提高科技型
企业技术持续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升级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通过政策引导、公共财政
引导支持、金融政策支持等手段, 加大对节水农业科技
型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
合作, 在提升企业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能力的同时,加强
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 推动科技型节水
企业的快速发展与健康成长。

4) 建议国家将节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中国水资源短缺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成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制约瓶颈, 开展节水工作
已经逐步上升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节水农业作为

节水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其健康发展涉及国家食物安
全的水资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加入WT O 后的农产
品贸易等若干战略。鉴于节水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

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建议将节水作为中国的一项基
本国策, 以确保这项工作的长期稳定性,加快节水型社
会的建设步伐。

致谢:康绍忠、许迪、梅旭荣教授参与了本文的讨
论,并提出了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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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st rategy of water
saving agr iculture in China

Wu Pute , Feng Hao
(N or thwestern Sci-T ech Univer 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 I 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 ational E ngineering Resea rch Center for Wa ter Saving I rr iga tion a t Yang ling, Yangling 712100, China )

Abstr act: Based on the challenge and problem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saving agriculture, and the world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the civil technology demand,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five st rategies for developing
water saving agriculture including the compr ehensive water saving st rategy, technological innovat ion and
integrat ion st rategy, indust ry suppor ting st rategy, visional water development st rategy, and the basic
establishment const ruct ion str ategy.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water saving agriculture
research should emphasize the biological water saving technology, unusual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dryland water saving agriculture, water saving irrigat 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 , and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 of water saving.
Key words: water saving agriculture; comprehensive water sa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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