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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主要指在一定的生态环境区域内, 满足生态基流量需求,保证包括人类在内的

生命所依赖的水资源水量和水质服务的持续性。以陕北黄土高原为例, 通过博弈特征的分析,以及静态和

演化博弈说明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进一步阐明政府管制的具体作用: 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流量、

分配初始水权、集中配置和公平的作用等等。最后指出了政府管制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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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 ater resources means w e should meet the needs of instream flows and

keep sustained water flow s and w ater quality of a g iven eco-environmental region; we should guarantee the sustain-

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w hich all lives( including human being) depending on. T he necessity of government regu-

lat 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re discussed by applying stat ic and evolut ionary game theory

method by taking Shaanbei Loess Plateau as backg round. We also explain the funct ions of government regulat ion as

manager and regulator in detail: keeping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resources, having allocat ion about primary w ater

rights, cent ralizing allocation to keep equality and so on. The defects of government regulat ion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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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时代的热点问

题[ 1 ) 4] , Solow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自然资源得到管理

以维持未来的生产机会。Daly 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自

然资源得以管理以维持资源服务的可持续产量。

Costanza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满足生态系统在时间上

稳定和弹性的最低标准。De Graaf则认为可持续发

展是能力和共识的构建。水资源是水生物种和旅游

等多种资源的载体, 主要包括天然降水、土壤蓄水、地

表径流和地下水等; 水本身也是能源资源,深层地下

水还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从注重实效的角度看,水资

源的有效供给就是地表水(指江河湖库和湿地表面的

水,是人类最易利用的水)、地下水(浅层地下水与地

表水依据地势互为补给, 是可再生资源, 而深层地下

水指基岩以下的含水难以在短时间内补给,一般视为

不可再生资源)、大气降水、污水处理回用(如城市达

标排放的处理污水)、跨流域调水(从相对丰水地区向

重度资源性缺水和自然水生态不平衡地区跨流域调

水)、土壤水(指没有积留在地表, 又没有进入地下水

层的水)和生物水等的有效供给。

对于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学者和政府管制者

( regulator)来说,要认识到,第一,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自然科

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许多领域的一个复杂

性、综合性系统工程; 第二,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追求代



内、代际与区域间的公平与效率, 追求人类平衡与增

长极限;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持续发展是社会

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资源的持续利用是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是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基础,而水资源又是所有生态资源中最为基础的

战略资源, 因此,水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所有问题

的核心。

陕北黄土高原水资源日益稀缺和水质恶化问题

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资源制约因素之一,因而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重点分析区

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中, 政府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

色,管制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1  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中博弈特征分析

在我国, 国家是整个水权体系(所有权、使用权、

管理权、收益权等)的责任主体,这是国家对水权再分

配的法律基础。水资源是每个社会成员生存的必须

物质,这是对水权再分配的社会基础。水资源的特殊

公共性,是对水权再分配的自然基础。由于水资源具

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必须有政府的干预才可能提高管

理效率
[ 5]
。政府作为水资源的管理者和调控者, 主

要负责建立健全水权制度、宏观调控和监管水市场、

保护生态环境和弱势群体等工作。根据水资源开发

利用的目的、方式以及可持续利用的途径,政府管制

的手段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发放取水许可证、排污许

可证,在天然水域取水收取水资源费等等。

1. 1  关于水资源水量问题的博弈特征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 4,陕

西省人均水资源量 1 266 m
3
,仅为全国人均量的 1/ 2,

为世界人均量的 1/ 8,而陕北黄土高原人均量约为 789

m3,为陕西人均量的62%,因此陕北黄土高原是个严重

缺水的区域。在自然条件(丰水期、枯水期)、政府部门

和不同用水者之间的博弈中, 如上、中、下游之间的用

水情况,处于上游用水者的用水方法的选择: 节约、不

节约用水;处于下游的用水者的用水方法的选择: 提

前蓄水、不提前蓄水等都会影响用水的效益。上下游

用水者的博弈 Nash 均衡为: (不节水, 提前蓄水) , 即

上游用水单位不节约用水,而下游用水单位如果不提

前蓄水,那么在枯水期就有可能没水用,从而导致经

济、生活上的损失, 为此下游水位用户不得不提前进

行蓄水。这些举措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河流提前进

入断流期,而且持续时间增长。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是政府管制要介入水资源管理,促使上、中游用户

能节约用水,这样下游的用水单位就不会因害怕没水

用而提前蓄水, 从而缓解河流的断流状况[ 6]。

陕西省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缺水的省份,近年随着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能源基地建设速度的加

快,陕西省工业用水增长较快,由 1980 年的 6. 68 @

10
8

m
3
增长到 2000年的 1. 266 @ 10

9
m

3
,净增了5. 98

@ 108 m3,年平均递增率 4. 4%。陕北黄土高原作为

煤田、天然气田及岩盐矿为基础的国家级能源密集型

化工产业经济区, 在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 必然

将承受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目前对工业

用水的供水特点是供水量大且收费低,其结果是使他

们缺乏节水的动力,导致其它部门的用水紧缺。政府

管制的战略是供水的多与少,用水单位的战略是节水

与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采用水权交易就会收

获甚大,即将水的使用量权根据市场上水的供求关系

进行交易,用量多的用户花大成本购买大的用水权,

这必将促使用水多的单位采取节约用水的战略以节

约成本,从而达到水资源的最优配置。

1. 2  关于水资源水质问题的博弈特征

陕北黄土高原作为煤田、天然气田及岩盐矿为基

础的国家级能源密集型化工产业经济区,工业废水排

放量大。2000 年度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3. 09 @ 108

m
3
,而且 80%以上的污水未经处理排放于江河湖库

等水域,许多流往城镇的河流几乎成了污水排放渠。

2003年陕西省水利厅和省经贸委等 7部委, 向企业

发出问卷上千份, 历时半年, 调查企业用水占行业用

水的情况, 如表 1所示陕西省企业用水占行业用水的

情况(资料来源: 陕西省水利厅)。2003年中国工程

院进行的一个咨询项目显示,在中国西北, 生活在水

环境严重污染地区和中度污染地区的人口数量,已占

西北地区总人口的 79. 1%。报告将西北地区的水环

境污染情况分为严重污染、中度污染和尚未明显污染

三种类型[ 7]。其中, 陕西省的渭河流域已成为全国

污染最严重区域之一。陕北黄土高原南部的铜川市

属于中度污染区,主要河流水质多属于 Ô 类, 污染河

流的流域面积约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 27. 2%, 受影响

人口约占西北地区总人口的 23. 9%,其水质目前尚可

满足工农业生产要求,但已不能作为饮用水源,而且基

本已无环境容量,若不能控制排污,很快将成为严重污

染区。因此,政府在水质控制上的作用尤为重要。

政府作为水资源的所有者, 是水权配置的主体,

也是水权交易的管理监督者,如果政府能在水权的一

切交易中,包括拍卖这样的市场经济活动, 也具有宏

观控制和管理的功能,那么就可通过水市场和环境行

政管制相结合的方法, 制定相关交易的环境约束条

件,降低政府的管制成本, 有效控制水质,真正发挥发

挥政府管制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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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陕西省被调查企业用水占行业用水量的情况

行 业 化工 化肥 电力 煤炭 医药 毛纺 棉纺 印染 造纸

用水量
比例/ %

45 88 86 90 67 70 85 60 50

  注: 资料来源为陕西省水利厅。

1. 3  演化博弈与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
演化博弈论(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是把博

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

论。它源于生物进化论, 在方法上既不同于侧重于静

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的博弈论( Nash 均衡及其精

炼) , 又不同于早期演化经济学流于动态的不可知论。

其实质就是用动态、在生物意义上不断变化的眼光来

考察人类行为。

在演化博弈论中,演化稳定战略 ESS( Evolution-

ary Stable St rategy)是一个基本概念。假设参与者都

是一个演化的生物体种群(人类、动物、植物、细菌等)

的代表,其行为模式是演化稳定的,即指,假如这个种

群包含小部分的突变者, 它们采取相同的行动获得的

期望支付低于非突变者的期望支付[ 8]。假设沿着河

流上中下游有 n 个社会成员,在进行决策选择中, 可

供选择的策略有 2种: 可持续模式以及不可持续模

式,设用户群体 A 及B 中随机匹配两员进行 2人博

弈。罗慧等人[ 9] 认为假设 u > 1表示相互合作时的 A

的支付, v > 1表示相互合作时 B 的支付, 设使用可

持续模式的用户的增长率为: ¤p = p ( uq - 1) ( 1 -

p ) ; 使用不可持续模式的战略群体 B 的增长率为: ¤p
= q ( vp - 1) ( 1- q )。对这 2个方程组成的系统使用

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法求出雅可比矩阵的行

列式和迹, 得到 5个局部稳定均衡点,其中仅有 2个

是稳定的, 是演化稳定战略( ESS) , 它们分别对应于

群体 A 和B交往中自发形成的2个模式:即过度开采

利用模式和可持续利用模式。描绘 2个不稳定平衡点

A ( 1, 0) ; B ( 0, 1) 以及鞍点 C ( 1/ v , 1/ u) 连成的折

线,得到图 1,描述了用户群体之间交往的动态过程。

可以看出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位于该折线

左边的所有点收敛于不可持续模式,位于折线右侧的

点收敛于可持续利用模式。

采取不同的模式, 比如治理污水后再排放(可持

续模式) 或者随意排放污水(不可持续模式) ,所得到

的策略支付不同,如果当用水户任意排污时的政府管

制力度很小、支付也很小时, C 点将越接近于 D 点,

整个流域水资源系统收敛于不可持续策略的概率就

会大于收敛于可持续利用策略的概率。因此,水资源

管理的关键是政府环保部门如何建立一套保证现在

和将来的、能够综合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机制

设计,有效实施政府管制,当然达到可持续均衡必须是

一个合作的过程。

图 1  可持续发展演化博弈动态过程

2  政府管制在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中的
作用

  政府作为水资源的保护者或者监管者,通过必要

的管制, 提供环境保护制度或者改变博弈规则, 实现

其管理目的。( 1) 防止公共物品的过度使用,不超过

水域的承载能力, 保证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私人所提

供的公共物品符合质量、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以

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 2) 用户在用水的过程中,

不妨碍他人乃至子孙后代的用水权益; ( 3) 是国家

通过立法或政府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制定的政策性规

章制度的实施,建立健全法制、实施有效管制, 形成经

济运行的良好秩序和宏观政策法律环境,既维护公共

利益, 又使广大用水户受益,并逐步提高用水户诚信、

守法及维权的觉悟和水平, 减少侵权违规行为的发

生,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降低监管成本; ( 4) 政府作

为水资源的所有者,在水权的确立和立法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只有政府管制中代理人角色: 比如水利部

门、水务局等管理部门, 才能组织实施整个区域大范

围内必要的渠系改造,完善测水控水工作。各个自流

灌区, 应由灌区所在县的水利水保局在统筹县乡大局

的基础上具体组织实施,主要包括在支渠、斗渠、农级

渠安装量水设施, 对其进行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微

观监测; 界定水使用量权, 监督水权制度安排的日常

运行等。

2. 1  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流量
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就是兼顾生活、生

产和生态环境用水等需求。其中生态环境用水十分

重要,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 计算生态环境用水应以

生态环境现状为基点, 而不能以原始、天然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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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目标。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生态环

境不再恶化并逐步有所改善所耗费的水资源总量。

根据我国实际, 生态环境用水具体包括水土保持区域

的林草植被建设用水; 维持河流、湖泊等水域和湿地

的水相、陆相生态系统所需水量;维持河流水质、水沙

平衡和制止咸水入侵所需的基流; 保护和恢复内陆河

流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的用水; 城市生态用

水,包括绿地用水和排污用水; 适当回补严重超采的

地下水等
[ 10]
。最小基流量( minimum inst ream flows)

是指当从农业、工业和市政等排放的污染物侵蚀水质

的同时,维持野生动植物和娱乐价值的流量。适宜生

态用水量是指生态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维持生态系

统功能正常运行所需的水量。最小生态用水量是指

在生态环境不再退化条件下生态系统所需的水量,它

是一个下限值[ 11 ) 12]。本文将上述最小基流量、最小

生态用水量、适宜生态用水量统称为基流量需求

( IFN, Instream Flow s Needs)。

政府管制的作用主要就是保证沿河流域用水的

可持续发展,实施对用水户的取用水量和排放水质的

限制。第一, 从整体来讲, 要有终点约束 ( endpoint

const raints) ,保证最小的水量 �v 和一定要求的水质�q ,

这些必须留给后面的第 n 个用户, 这些约束可以通

过在水的权限( jurisdictions)之间的契约、协议、谈判

等来决定; 第二,对每个用户 i 而言,要有基流量需求

( IFN)的约束, 就代表了必须沿河保留的水质和水

流, �v 和�q 。这些约束都需要通过政府的管制而进行

最优的设置。这些水流和水质的 IFN 约束可以用以

下数学式表示:

v ( i ) - c( i ) / ( 1 - R
i
) \�v ( 1)

q( i ) + f
i1c( i ) , e( i ) , v ( i ) , q ( i ) 2 \ �q ( 2)

式中: i = 1, 2, ,, n - 1,以满足基流量需求的水量

约束为例,可以描述为式( 3) :

v 0 - ( 1 - R 1) v ( 1) \�v ( 1)

V 0 - ( 1- R 1) v ( 1) - ( 1 - R 2) v ( 2) \ �v ( 2)

s

v0 - ( 1- R i ) v ( 1) - ( 1 - R 2) v ( 2) ,- ( 1- Rn) v ( n) \ �v ( n)

( 3)

式中: R i ) ) ) 回流 系 数; V 0 ) ) ) 源头 水 量;

v ( i ) ) ) ) 第 i 用水户可被利用水量; �v ( i ) ) ) ) 第 i

用水户的基流量需求用水量限制。当水量权和污染权

从上游向下游用户转移时, 对中间用户而言, 导致水

量及水质受损, 这里就产生了负外部性, 也称为第三

方效应 ( Third party effects)。为了保障任何交易不

导致任一河段基流量需求水量的减少, 从而达到可持

续发展的目的,政府必须加强管制, 制定水权交易必

须遵循的规则。水权交易必须符合利益性使用,以及

不得对第三方造成任何破坏的原则:比如在交易制度

上应采取一定的限制,或者根据一定规则给予受害者

补偿; 设计一套完善的交易机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

即在对水权交易比率进行设计时充分考虑外部成本

内部化对交易双方的激励作用,以避免引起第三者负

效应。

2. 2  分配初始水权

政府管制在分配具体初始水权方面的具体工作

包括: 初始水权中水量的界定和初始水权中水质的界

定 2大类。初始水权分配是水权交易的重要前提。

水资源的水量使用权,其完整的定义应包括水量

或份额、可靠性、使用权期限,以及输送能力或抽取率

等。究竟需要和应该发放多少数量的许可证是首先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根据水资源自然可更新的量来

发放水资源使用的许可证似乎是合适的。但是,以自

然可更新量作为总量来发放许可证却并不是最适合

社会经济发展的。因为, 陕北黄土高原缺水严重, 以

自然可更新量为限则显然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正常

需要[ 13]。对于初始水权量的界定, 必须明确设计取

水能力、取水许可指标、实际用水量之间的关系。设

计取水能力仅是确定供水工程规模的依据,正常情况

下多年实际平均用水量应小于且接近于取水许可指

标,初始水权的量应以取水许可的用水量为依据。

初始水权的质的界定,是实现水资源水量水质统

一管理的基础, 也是明晰水权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内

容。中国把水资源按质量分成 5个等级标准, 不同水

质的水,其使用价值不同。如Ñ类水通常指自然状态

下的洁净水,甚至可以直接罐装饮用; Ò 类水则可以
直接进入自来水厂; Ó 类水已属轻微污染, 需经处理

才可进入自来水厂; Ô 类水属于工业用水以及人体非

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 Õ类水则一般只可用于农灌和
一般景观用水。作为一项财产权,水质与水权的财产

价值密切相关,必须加以明确界定。在水质的实际界

定工作中,可在国家 5 类水质标准的基础上, 结合实

际情况,针对特定的水质指标项进行更为细致的界

定。从各个国家的用水优先权来看,一般都优先考虑

生态和环境用水,然后规定家庭生活用水优先于农业

和其它经济类用水,但在时间上则根据申请的先后被

授予相应的优先权。当水资源不能满足所有需求时,

水权等级低的用户必须服从于水权等级高的用户的

用水需要。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

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土地、水资源等

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而地方政府是地方各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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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和与水有关的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因此可

以把地方政府作为水权制度的主体和水权的代表者。

这里工业用水定额是指完成单位工作量(合格产

品、原材料或产值)的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区为生产

目的服务的生活用水) 所需供应的新水量, 单位为

m3/单位产品(原料)或者m3/万元。要了解各行业企

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意见,了解企业用水的真实

情况, 确定有代表性的定额指标。以煤炭企业为例,

陕北是煤炭资源重点区域, 2000年产煤 2. 70 @ 107 t,

参与调查 9个企业,其中包括铜川、韩城、澄合、蒲白

四大矿务局。2000年产煤 1. 5077 @ 10
7

t, 占国有矿

产煤 90%以上, 9个企业2000年共用水 2. 5437 @ 107

m3,吨煤耗新水 0. 56 m3, 主要用水: 井上辅助生产、

降尘、生活用水,根据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设计概预算
与定额施工及验收实用全书6关于煤炭工业用水量定

额:一般生产 1 t 原煤用水量定额 1~ 2 m3, 结合企业

报表数据,参照相关指标,设计为 1. 3 m3/ t。

配置初始水权可以理解为通过水资源总体规划

和水资源配置方案, 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的优

化配置。参照有关国家建立水权制度的经验,初始水

权配置应该体现以下原则。

( 1) 优先考虑水资源基本需求和生态系统需求

原则。流域水资源可利用量在按人口分配各地区基

本需求,考虑生态系统需求的基础上, 对多样化的经

济用水需求进行水权初始配置;

( 2) 时间优先原则。以占有水资源使用权时间

先后作为优先权的基础;

( 3) 地域优先原则。与下游地区和其它地区相

比,水源地区和上游地区具有使用河流水资源的优先

权,距离河流比较近的地区比距河流较远地区具有优

先权,本流域范围的地区比外流域的地区具有用水的

优先权;

( 4) 承认现状原则。在一个地区已有引水工程

从外流域或本流域其它地区取水的条件下,承认该地

区对己有工程调节的水量拥有水权;

( 5) 合理利用原则。申请水权的地区必须能够

证明所申请的水权是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的;

( 6) 公平与效率兼顾、公平优先的原则。作为确

定初始水权的水资源配置,必须充分体现公平性的原

则,这样欠发达地区才能在发展阶段通过转让水权获

得发展资金,而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在市场上购买水权

满足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

在通过水资源配置确定初始水权之后,就要通过

水市场实现水权所有者之间的水权转让与交易[ 14]。

在水权再分配中,存在水权交易市场。

( 1) 通过区域水资源系统的动态评价预测不同

时段、不同流域和区域的区域水资源可利用量, 建立

区域水资源配置的宏观指标体系及微观定额体系, 为

水权初始分配奠定基础。区域水权的初始分配可以

由国家所有权代表 ) ) ) 国家水事务主管部门出面, 协

同有关地方政府以国家安全、优先权和共同发展、可

持续发展为原则进行; ( 2) 做些试点工程,首先在一

些经济比较发达、条件适宜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试

点,针对试点研究制定一些地区性相关政策, 并赋予

一定优惠条件,促其大胆摸索, 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

新,以取得经验, 为今后区域水资源产权体制全面改

革探路。进而以试点获得的经验为借鉴, 在政策法

规、基础建设、管理结构等方面对当前不适应中国经

济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革, 从法律上对水资源的所有

权、管理权、使用权,经营权等一系列与水资源开发利

用相关的权力进行界定,以保证改革可以有法可依。

2. 3  集中配置和公平的作用
面临水资源短缺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问题日益

突出。MacDonnell和 Guy 认为地表水的问题是在相

互竞争的用户中分配一种可再生资源,代际之间的影

响不太重要,因为未来的供应取决于自然现象。另一

方面,对于地下水,目前开采的水资源确实影响了未

来几代可获得的资源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时间上的

分配是重点[ 15]。国家对区域水资源集中分配的基本

目标是将有限水资源在各用水户中间进行分配,政府

管制的作用是通过解决控制问题来最大化分配沿河

的水权和污染权的总利益( max imizes the total bene-

f it s) ,使其产生最大的整体效益。如用 c( i ) 表示用户

i 所消费的水量, v ( i ) 表示第 i个用户可被利用的水

量, e( i ) 表示用户 i 的排污量, q ( i ) 表示用户 i的水

质水平,则其综合利益函数可表示如公式( 4) :

Max
s( i) , e ( i) E

n

i = 1

B
i 1c( i ) , e( i ) , v ( i ) , q ( i )2 ( 4)

上式必须服从于公式 ( 1) ) ( 3) 的约束, 这里

s ( i ) 和 c( i ) 分别是水被转移( diverted)和实际消耗

( consumed)的量。

3  政府管制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政府管制的作用,就是要创造具有可操作性的水

权交易条件,把基流水量和水质保证作为水权交易品

质标准, 在水权交易中, 必须保障基流水量需求不被

破坏,从而让市场在自动调配水权的同时, 避免了第

三者负效应的产生,以最终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政府管制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对水资源的利用进

行彻头彻尾的计划命令和监控调度。如果政府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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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不能矫正市场失灵, 反而使市场进一步扭曲, 则表

明在政府的管制中存在着政府失灵。避免政府失灵

的关键就是减少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M oral Hazard) ,

包括渎职、偷懒、以权谋私、虚假政绩、不作为、随意决

策等。政府失灵的后果将造成水资源分配不公、水事

纠纷不断,水利工程中的/豆腐渣工程0,灌区管理中

的水费计收和使用管理的黑箱操作、/搭车0收费、截
留挪用水费等现象。因此,只有防范代理人道德风险

才能避免政府失灵, 从而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益。

对于中国水资源市场尚属于/市场欠缺0的情况,

拍卖是微观层面上一种比较适宜的机制选择。水权

通过拍卖的方式来行使, 将更加/公平、公正、公开0,

有利于监督代理人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从而大大减少

腐败行为。提高政府管制效益的应对措施主要还包

括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 在宏观层次上要为水资源的

利用提供一个明确清晰的法律政策环境,在微观层次

上要构建一个含有约束和激励的制度体系。具体包

括:构建由管制到有序竞争的保障制度,进行广泛地

政府行政制度改革,在制度上加强约束和激励机制,

逐步建立水资源管理中代理人的绩效考评、信誉评价

与信息披露系统,大力实施/阳光工程0;充分考虑水

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在微观操作层面上的比较优势。

比如初始水权许可证进入市场后, 受市场价值规律影

响,将促使它在对环境容量科学评估基础上有一个科

学而合理的调整, 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初始水权的稳

定,也有利于减少政府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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