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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水灌溉现状

二、新时代新要求

三、发展展望与创新驱动策略



以水资源为刚

性约束，以节

水高效、生态

健康为目标，

推进灌溉现代

化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

1949 19961978 2020以提高农业抗御旱涝能

力为主的灌溉扩张期

体制改革制约

下的徘徊期

以节水挖潜促

发展期

大力开发灌溉水源、兴建灌区

和灌溉设施，耕地灌溉面积呈

现快速增长，年均增加110.2

万公顷(1653万亩），1978年

达到4805万公顷（7.2亿亩）。

建设完成万亩以上灌区5249处，

占目前我国万亩以上灌区总数

的71,6%。大型灌区148处。

全国耕地灌溉面积从1981

开始下降，到1985年5年

间净减少94万公顷，1990

年后开始恢复性增长。期

间年均增加17.3万公顷

（259万亩），1996年达

到5116万公顷（7.67亿

亩）。万亩以上灌区5606

处，大型183处。

通过节水挖潜支撑灌溉发展

用水需求。耕地灌溉面积年

均增长75万公顷（1125万

亩），2020年达到6916万公

顷（10.37亿亩）。节水灌

溉面积年均增加100万公顷

以上（1500万亩）。万亩以

上灌区7713处，大型灌区达

到454处。

灌溉现代化与

高质量发展期

1、我国灌溉发展历程



1996年国家开展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建设，全面推动农田节水灌溉发展

要把推广节水灌溉作为
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
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率。

1996年

1998年



    2022年，我国总灌溉面积7904万公顷（11.86亿亩），其中耕地灌溉面积达到7036万

公顷（10.55亿亩）,占89.0%。耕地实际灌溉面积占耕地灌溉面积的83.5%，江苏、上海、

山西、宁夏较高，达95%以上，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重庆在75%以下。  

83.5%

2、灌溉面积与灌区



    2022年我国耕地灌溉率52.1%，灌溉面积上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77%。各省

（区、市）耕地灌溉率差异大，最低为25.6%（吉林）。

52.1%



    2021年全国大中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万亩及以上）7326处，其中大型灌区450处。

大中型灌区、小型灌区灌溉面积占总耕地灌溉面积的比例分别为51%、49%。各省大中型

灌区数量和面积差异较大，宁夏大中型灌区面积占比最高，达到94.1%，北京、上海无

大中型灌区。

大中型灌区 小型灌区



    2020年我国节水灌溉面积[1] 

3780万公顷（5.67亿亩），占当

年总灌溉面积的49.9%。北京市

节水灌溉面积比例最高，达到

100%，湖北、湖南、广东、西藏

相对较低。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319万公

顷（3.48亿亩），占灌溉面积的

30.6%，渠道防渗等其他节水灌

溉面积占灌溉面积的19.3%。

3、节水灌溉面积

[1]节水灌溉：根据作物需水规律和当地供水条件，高效利用降水和灌溉水，以取得农业最佳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措施。

喷微灌 低压管灌 渠道防渗

节水灌溉

高效节水灌溉



    2020年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

微灌面积分别为1137万公顷（1.706亿

亩）、461万公顷（6919万亩）、720万

公顷（1.08亿亩），分别占总灌溉面积

的15.0%、6.1%、9.5%。

   喷微灌面积占总灌溉面积超过30%

的省区是内蒙古、吉林、宁夏、新疆， 

新疆喷微灌面积最大，占比也最高，

达58.9%。

   低压管道输水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

积比例超过40%的省市是北京、天津、

河北、上海、山东，北京比例最高，达

68.0%。



国家 灌溉总面积 喷灌面积 微灌面积 喷微灌总面积 喷微灌占比（%）

中国 6587 373.0 527.0 900.0 13.7%

印度 6200 304.5 189.7 494.2 8.0%

西班牙 363.6 88.5 179.3 267.8 73.7%

美国 2640 1234.8 164.0 1398.8 53.0%

巴西 579.7 385.7 62.1 447.8 77.3%

伊朗 857.0 80.2 59.4 139.6 16.3%

意大利 242.0 95.9 42.3 138.1 57.1%

南非 167.0 92.0 36.5 128.5 77.0%

土耳其 650.0 68.0 34.0 102.0 15.7%

澳大利亚 215.0 82.0 21.7 103.7 48.2%

墨西哥 620.0 40.0 20.0 60.0 9.7%

沙特阿拉伯 162.0 71.6 19.8 91.4 56.4%

以色列 23.1 6.0 17.0 23.0 99.6%

埃及 365.0 45.0 10.4 55.4 15.2%

法国 260.0 137.98 10.3 148.28 57.0%

总计 19931.4 3105.2 1393.5 4498.7 22.6%

全球微灌面积排名前15位的国家              单位：万公顷

数据来源：《国际灌排委员会2017-18年报》（摘自《国际新农业杂志》2019年9-10月刊）。中国数据为2015年。

    总体上来说，我国节水

灌溉发展较快，但和先进国

家比规模和质量还需提高。



4、节水灌溉成效

（1）节水成效显著，以有限的灌溉用水量支撑了灌溉面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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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耕地灌溉面积、粮食产量、灌溉用水量变化

系列1 系列4 系列5耕地灌溉面积（千hm2） 粮食产量（万吨） 灌溉用水量（千万m3）

灌溉用水量

粮食产量
耕地灌溉面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4839万hm2（7.26亿亩）增加到2020年的6916万

hm2 （10.4亿亩），由于农业节水发展，灌溉用水总量基本没有增加，维持在3200-3600亿m3。



  根据水资源公报相关数据初步分析，

2023年全国耕地灌溉用水量3160.2亿m3，耗

水量2049.5亿m3,耗水率64.9%。田间作物蒸

腾蒸发1820.3亿m3 ；输水过程蒸发消耗

229.2亿m3 ，输水过程与田间灌溉渗漏损失、

灌溉退水等1110.7亿m3。 

  

农业灌溉水去哪儿了？

渗漏损失
与退水
35.1%

满足作物
生长田间
腾发
57.6%

输水过程
蒸发7.3%



（3）管理体系基本建立，管理能力与水平显著提高

（2）建设与投资机制不断完善，建设投入快速增长

Ø大中型灌区形成了专管机构和群管组织相结合的灌排工程管理体系；

Ø建立了管理单位定岗标准、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和人员经费、运行维护经费保障体系；

Ø建立了水价形成机制和水费计收机制，完善量水设施，逐步实行按方收费；

Ø小型灌溉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和用水户参与管理，基本扭转了“有人建、无人管”的

局面；

Ø推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Ø管理手段与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管理效率与服务能力明显增长。

Ø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与体制的灌排工程建设与投资机制；

Ø建立了规范严格的建设管理机制；

Ø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灌排工程建设，基本形成了灌排工程建设由政府投

入、受益户投入和社会力量投入相结合的投资体系。



（4）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节水灌溉健康发展

Ø从中央到地方构建了基本完善的灌排事业政策法规体系（农田水利条例、农

业节水纲要、节约用水条例等）；

Ø出台了有关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改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补助资金管理等指导意见

Ø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历年发布的中央1号文件均对节水灌溉发展提出

了政策要求和支持；

Ø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相关细则和相关政策；

   目前在灌溉投资建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产权制度改革、水价与水费计

收等方面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政策和法规体系，为节水灌溉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



5、节水灌溉存在问题（四个不平衡四个不充分）

    一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高效节水灌溉发展不充分。不同区域节水灌溉发展差异突

出，较好的地区节水灌溉灌溉面积比例达到70%以上，低的不足20%；高效节水灌溉占比

较高的地区达到60%以上，低的不足10%。

    二是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建设不平衡，系统治理不充分。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持

续进行节水改造，投入稳定，而田间工程相对薄弱。另外，灌区骨干工程、田间工程

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工作协同不充分，部分灌区出现“中梗阻”问题。灌区骨干工

程与田间工程、灌溉与排水、节水与生态、山水林田湖草治理不能很好统筹，系统治

理存在明显短板。



    三是工程节水与管理节水、农艺节水不平衡，节水管理与服务不充分。重工程建

设轻管理问题仍然突出，工程建设推动力度大，管理节水创新力度小；许多节水政策

没有全面落地，节水激励政策不足、力度不够，灌区骨干工程和田间工程管护经费尚

未充分保障，专业化、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信息化发展滞后等，农田节水

管理效率、服务能力与需求还有不小差距。

    四是节水投入与节水需求不平衡，两手发力不充分。灌排工程设施薄弱，节水改

造资金需求大，尽管国家不断加大节水改造投资力度，但与需求相比还有较大缺口，

大中型灌区骨干工程改造亩均投资不足800元，不及实际需求一半儿，投资与建设标

准相对较低，不能满足农业节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另外，投资主要来源于各级

政府财政，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利用社会资本、投融资手段明显不足。



Ø新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Ø新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习总书记提出新时期“十六字” 治水思路：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党的二十大提出新要求



节约用水条例

    国家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国家发展节水灌溉，推广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渠道防渗输水灌溉、集雨补灌等节水

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水效率。水资源短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优先发展节水灌溉。

    新建灌溉工程设施应当符合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已经建成的灌溉工程设施不符合节水灌

溉工程技术标准的，应当限期进行节水改造。

水利部：

   加强“节水高效、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好”的现代化灌区建设，夯实国家粮食安全

和乡村振兴水利基础。加快建设数字孪生灌区，逐步实现农田灌溉自动化、灌溉方式高效化、用

水计量精准化、灌区管理智能化。

农业农村部：

    集中力量建设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集成技

术、业态、模式、管理和制度等要素，推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智慧农业等。



1.  建立健全科学灌溉制度体系

2.  建立健全用水计量监测体系

3.  建立健全农业水价政策体系

4.  建立健全节水市场制度体系

5.  建立健全节水技术及服务体系

    2024年10月17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召

开“全球农业水资源短缺框架”高级别水

对话会，李国英部长提出建立健全农业节

水增效“五项制度体系”倡议：



农业生产、农民需求：   

Ø 精准灌溉施肥；

Ø 使用方便，机械化、自动化，满足农业现代化需要；

Ø 运维简单，成本低；

Ø 省工省力；

Ø 增产增收；

Ø 节水高效。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Ø 灌区现代化、数字孪生灌区、智慧灌区建设；

Ø 农业现代化、水肥一体化、智慧灌溉；

Ø 低碳、清洁能源技术应用。

5G



1、新时期灌区功能定位

Ø 抗御水旱灾害，旱能灌涝能排，农业稳产高产；

Ø 灌区经济社会供水与生态供水；

Ø 区域乡村振兴支撑

Ø 灌区内、外部水循环与水时空再分布的载体

Ø 区域绿水青山（陆地、水生态系统）的载体

        灌区承载着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是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没有灌区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其所在区域的高质

量发展，也就没有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灌溉高质量发展：用新发展观指导灌溉发展，

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打造灌溉

工程，用科技创新提升技术水平，用管理创

新提高管理与服务能力、效率和水平，形成

设施先进、节水高效、管理科学、防灾有力、

生态友好的农业灌溉现代化体系。

灌溉高质量发展特征：智慧、精准、高效、

低碳（绿色）、生态，实现节水、增效、省

工、节能、节地、省肥、减碳（“一增六

减” ）综合效益，满足农业现代化、节水型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2、灌溉高质量发展 设施先进、节水高效、管理
科学、防灾有力、生态良好

粮食安全

水安全生态安全

三
个
安
全

    以水资源为刚性约束，为生产、生

活、生态“三生”服务，保障粮食安全、

水安全、生态安全“三个”安全。



3、节水灌溉发展展望

（1）与生态健康、绿色发展相融合

Ø 综合考虑节水增效、生态健康，合理控制

灌溉规模和耗水量，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最大化；

Ø 工程建设采用低碳、生态环境友好的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

Ø 合理防渗，节水与生态环境兼顾。

稻田甲烷排放量占

农业甲烷排放量的

约40%、全国的16%。

与传统淹灌比较，

采取干湿交替灌溉

方法，可以降低甲

烷排放50%，减少

用水量30%左右。



Ø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无缝衔接，灌

溉与排水工程统筹考虑，同步改造；

Ø排水合理控制与再利用，既满足排

水需求，也满足灌溉、减轻面源污

染需求；

Ø构建生态排水沟系，既要满足农田

排水要求，又要考虑区域防洪安全、

（不增加主河道防洪压力）和生态

健康（承泄区水环境压力）。

（2）骨干与田间、灌溉与排水相统筹，系统治理

骨干渠道

田间渠道



（3）渠道与建筑物建设与改造标准化、景观化
Ø 中小型渠道与建筑物、量水设施，推广定型设计、标准化建设与施工；

Ø 渠道和建筑物型式既要经济、耐久，又要美观、与环境相协调；

Ø 技术经济可行的条件下，大力采用管道输水技术。



（4）应用综合节水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

Ø应用综合节水措施：工程节水+管理节水+农艺节水；

Ø应用测控一体化设备和技术，实现水肥一体化；

Ø应用物联网、遥感、信息技术，立体感知、数字孪

生、智能控制、智慧灌溉、精准施肥施药一体化解

决方案，实现农田灌溉数字化、智慧化。

节水、增效、省工、节能、节地、省肥、减碳



创新驱
动发展

政策与制
度创新

投入模式
创新

管理与机
制创新

技术与方
法创新

驱动方式
创新

4、创新驱动发展策略



    一是健全科学灌溉与定额管理制度。根据作物节水高产稳产需水规律制

定灌溉制度、灌溉定额以及精准用水管理制度；

    二是建立基于水资源为刚性约束的灌溉发展政策体系，强化以水定地、

以水定产；

    三是完善节水灌溉产品和设备购置补贴政策，拓展补贴范围、增加补贴

额度；

    四是强化节水奖励与激励政策，健全水权交易与节水市场制度，提升节

水效益，激发节水动力；

    五是建立节水政策实施监督检查与评估制度。

（1）政策与制度创新



   一是建立节水灌溉稳定投入增长机制，加大公共财政对骨干工程投入力度，

提高田间节水补助力度；

   二是探索“节约水量”、“节水规模”目标导向性田间节水投资补助模式，

先建后补；

   三是探索实施合同农业节水模式，由专业化公司提供节水灌溉建设融资以及

节水管理服务，以节水收益和服务收益回收投资并获取利润；

   四是完善社会资本节水投资模式，建立投资效益分享保障机制，吸引社会资

本积极投资农业节水工程，用“两手发力”加快节水灌溉创新发展；

   五是完善财政长期贴息贷款、专项国债等融资模式，专项化、长效化，支持

农业节水建设。 

（2）投资模式创新



    一是建立部门协调联动长效机制，骨干与田间、工程与管理、节水与生态系

统治理；

    二是完善“先建机制、后建工程”机制，将健全的管理体制机制作为节水灌

溉工程建设的前置必备条件；

    四是实施灌溉用水与耗水双控制，倒逼用水户采用节水技术，维护生态健康；

    五是健全农业用水定额标准和用水计量体系，全面推行农业用水“总量控制、

定额管理”，精准管理，超定额累进加价；

    六是健全节水灌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基层服务体系，大力扶持农民

合作社和用水合作组织，提升节水灌溉全链条管理、服务与运维能力。

（3）管理与机制创新



（4）技术与方法创新

    一是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跨专业领域联合攻关有效机制，针对节水灌

溉基础理论、模型算法、新装备与新材料、智慧管理等方面卡脖子技术开展

联合攻关；

    二是建立以需求牵引、自主创新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加强节水灌溉

相关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示范基地等建设，围绕智慧灌溉、节水防污、

节水减碳、数字孪生、灌溉现代化等实际需求开展技术创新与示范，提升技

术创新与推广应用水平；

    三是建立开放式科技服务公共平台，在科研成果与用户间搭建桥梁，加

大创新成果开放和共享力度，把新技术新成果更多更快地应用于生产实际，

提升科技支撑服务能力；

    四是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



    一是与严格农业用水管理相配套，管理倒逼与政策激励相结合，政府引导、

激励用水户节水行为，使用水户愿意建、主动用、长期用节水灌溉工程技术；

    二是将节水与农业增效、省工省地等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将节水的国家利益

与用水户个人利益相结合，调动用水户节水的自主性、积极性，优先在种植大户、

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集约化农业区和经济作物种植区以及农民用

户协会管理区，规模化推进高效节水灌溉，以效益驱动长效发展；

    三是加强节水灌溉产品认证，实施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提高产品质量，维护

良性竞争，让优质企业有合理效益，让落后企业淘汰出局；

    四是探索实践农业水权跨界跨区转让，使农业节水有利可图，提升节水的自

发驱动力。

（5）驱动方式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