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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管理研究院（IWMI）与中国：20 余年合作成就回顾 
IWMI 自 1991 起与中国开始水管理研究方面的合作。 

合作研究项目包括：坡地土壤保持技术，对水稻的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和水分生产力的评估，

华北平原减少地下水过度开采的策略和通过研究员的交流来提高宏观水管理水平。 

 

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中国通过对水资源发展及相关研究保持长期的投资以支持其经济可持续发展。 

• 中国通过综合治理的方法解决水质量下降这一广泛威胁世界发展经济体的问题，代

表案例如海河治理。 

• “节水社会”及综合解决方案，中国建立了水资源保护的目标和激励机制。 

• 从国家层面确定灌溉发展在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在政策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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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方面给予倾斜。 

• 中国积极探索并实施农业和水资源管理的改革，并辅以高新技术手段为支持。例如

采用充值卡的方式来跟踪和管理农民对地下水的抽取使用量。 

 

中国与 IWMI 典型合作案例 

早期合作项目 

控制地下水的过度开采：IWMI 调查研究了华北平原地下水是如何被过量抽取的，并且通

过对不同方案的测试来帮助确定可持续的抽取量。IWMI 对印度松散的地下水市场的结构，

运作和效率方面的研究，激发了中国的同行第一次进行同类研究。 

坡地的可持续管理：IWMI 与农民一起研究和示范了水土保持方法，以此使坡地的土壤更

有可持续性。 

位于长江流域的漳河灌区（2001-2005） 

IWMI 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及中国的科学家及水管理者合作研究“用更少的水生产更多的稻

谷”。研究评估了干湿交替和其他节水灌溉技术，肥料利用，财务成本及收益比较，参与

式灌溉管理及相关技术和经验的推广可行性。研究发现有组织的向需求驱动型参与式灌溉

管理模式的转变能促进节水技术的更好利用，并促进了当地水源和水循环利用，进而提高

了灌溉效率。漳河的研究结果为世界各地快速城市化的类似新型经济体提供了科学证据。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是 IWMI“粮食与水挑战计划（CPWF）”的一个核心研究流域，项目包括： 

• IWMI 协调的地下水治理项目（2006-2008）。CPWF 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合作，进行南亚印度河-恒河和中国的黄河流域的治理能力建设。来自印度，尼泊尔，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国的 78 位科学家和地下水管理者参与了这个项目。内容包



括 5 个星期的课堂学习和 15 个星期的初级研究。该项目的基本设想是作为一个合格

的地下水管理工作者既要有本区域丰富的专业知识，也要具备跨领域能力和对农村的

了解。项目结束时参与者明确了合作的重要性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所需的政策环境。 

• 雨养旱作区的保护性农业—国际玉米与小麦品种改良中心（CIMMYT） 

• 旱作水稻的栽培技术—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 水资源匮乏的管理—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 

• 湿地资源价值评估—世界渔业中心（WFC） 

2012： 中国甘肃民勤县的用水者协会 

IWMI 评估了用水者协会对甘肃民勤县抑制地下水过度开采的贡献。该区域曾经是戈壁沙 

漠边缘的一片绿绿州，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

引起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植被的消亡。

2007 年，中国政府着手开始了“拯救绿洲”

这个重要的项目。该项目包括在每个村子形

成一个用水者协会并将每个家庭纳为会员。

用水者协会根据水权分配制度计算每个家

庭的配额并负责发放取水许可。 

研究员发现通过用水者协会，中国政府由最

初用水控制者的角色转变成生态环境保护

者。取水井的废弃导致该地区的作物产量减

少，但是研究结论表明这是应对地下水过度

开采的一个必然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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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MI 与中国的合作展望： 
• 研究 “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所需策略，应对农业用地和水资源不断增加的压

力。 

• 通过增强可持续性强化利用的新方法来提高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 

• 控制污染，特别是关注在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废水在农业的的重复利用。 

• 致力于流域尺度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灌排现代化，取水许可制度，地下水补给，以

及监测和评价农业用水的开发和保护。 

• 促进南南合作和能力建设，例如 IWMI 印度河-恒河和黄河流域地下水治理项目的成功

实施。 

• 发展与协调国家和地区间的研究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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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MI 与中国的研究合作 
Xueliang Cai（蔡学良），研究员-水资源与遥感， IWMI，比勒陀利亚，南非。 
蔡学良在 2007 年获得武汉大学工学博士学位，主攻灌溉水管理。他从

2003 年开始参加与 IWMI 的合作项目， 2007 年作为一名博士后加入

IWMI。从 2010 年他常驻 IWMI 南非比勒陀利亚分办公室。蔡学良的研

究工作包括水资源管理在亚洲和非洲的灌溉发展和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

一系列问题。他的研究经历包括节水灌溉和回归水重复利用，灌溉系统

分析和效率评价，用于灌溉和水产养殖的小型蓄水设施的发展，生态系

统水文效应和全球灌溉区域制图。他目前主要在两个项目起到领导作用，

这两个项目研究社会经济和气候变化条件下，非洲参与式小规模蓄水设

施发展在灌溉方面的应用。蔡学良同时担任国际水杂志（Water 
International）副编辑。 
 
 

 
 

 

 
 

Tushaar Shah，资深研究员， IWMI， 安纳德，印度 
Tushaar 在 1999 年加入 IWMI 并成为政策、制度和管理研究组的领头人。

2001 年他领导了 IWMI 新成立的可持续地下水管理部门。Tushaar 同时

也领导了 IWMI-塔塔集团的水政策研究计划，这是印度基金第一次尝试

与国际机构进行这样的合作。2002 年，他被评为国际农业磋商组织年度

最佳科学家。2005 年，Tushaar 创立了两个由水和粮食挑战计划（CPWF）
资助的项目，一个是印度河-恒河和黄河流域地下水治理项目，另外一个

是印度跨流域调水策略分析。他是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之

一。 
 

 
 
 
 
 

“作为一个早期 IWMI-中国合作项目培养出来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本人就是 IWMI-中国合作的一个
成果。在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时期，我认为这种合作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
口大国正面临日益增长的自然资源的压力，特别是土地和水资源，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
了其对环境的影响。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把农业始终放在优先地位并保持了农村地区
农业和水利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如何保持粮食安全，扶贫和环境安全是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IWMI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国际研究与发展机构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IWMI 也可以帮助在亚洲
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理解中国的灌溉经济对于南亚来说极其重要，因为中国所进行的各种试验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了。
地下水直接管理限制在南亚被认为几乎不可能，但是中国已经开始这方面的试验了。在南亚灌溉现
代化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益，但是中国雄心勃勃的六千亿美元渠系灌区现代化投资
计划会给南亚提供新的教训以帮助他们扭转公共灌溉系统。” 



IWMI 与中国合作的里程碑 
1991：国际灌溉管理研究院（IIMI），即现在的 IWMI，开始在中国进行关于灌溉的研究。 

1994：IIMI 与武汉大学就灌溉管理联合举办国际研讨会。 

2000-2001： 提高坡地可持续性的水土保持方法，项目研究了 7 个亚洲国家包括中国。 

2000-2002: 华北平原地下水变化动态评估及可持续性管理方法研究及推广。研究解释了华

北平原地下水抽取率减缓而地下水水位继续在下降的原因。 

2001：IWMI 与中国农业政策中心（CCAP）签署了项目合作意向谅解备忘录。 

2001-2005: “用更少的水生产更多的稻谷”。这个项目致力于推广节水管理技术来减少高税

额的水资源，并提高贫困人口粮食安全。2005 年，在河南郑州举行了该项目研究成果国

际研讨会。 

2003：IWMI 赞助举办了第一届黄河流域国际论坛，会议讨论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管理新

方法，粮食安全与环境问题。 

2005： IWMI研究员 Tushaar Shah在 2005-2006年被聘为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

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6-2008: 通过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的水与粮食挑战计划（CPWF），IWMI

与中国合作研究了在南亚的印度河-恒河流域和中国黄河流域的水治理和能力建设方案。

该项目包括课堂培训和实地研究来探索在地下水变化情况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  

2008：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与 IWMI“农业用水管理研究发展中心”。 

2008-2010: 研究了中国黑龙江三江平原湿地保护、粮食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之间的

关系。这项研究探索了在保护资源、减少贫穷与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 

今天：由 IWMI 领导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研究计划“水、土地和生态系统”

在研究云南南部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IWMI 与中国合作伙伴联合发表的科学文献 
IWMI 研究员与不同的中国研究机构合作共发表了 38 篇文献，举例包括： 

Cai, X.; Cui, Y.; Dai, J.; Luo, Y. 2012. Local storages: The impact on hydrology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in irrigation systems. Water International 37(4): 395-407. 

Molden, D.; Bin, D.; Loeve, R.; Barker, R.; Tuong, T.P. 2007. Agricultural water productivity and 
savings: Policy lessons from two diverse sites in China. Water Policy 9(Supplement 1): 29-44. 

Mukherji, A.; Villholth, K.G.; Sharma, B.R.; Wang, J. (Eds.). 2009. Groundwater governance in the 
Indo-Gangetic and Yellow River basin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UK: CRC Press. 325p. (IAH 
Selected Papers on Hydrogeology 15). 

Shah, T.; Giordano, M.; Wang, J. 2007. Irrigation institutions in a dynamic economy: What is China doing 
differently from India? In: The Global Importance of Groundwater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oundwater Sustainability, Alicante, Spain, January 24-27, 2006, ed., 
Ragone, S. Westerville, Ohio, USA: National Groundwater Association. pp.177-187. 

Sun, R.; Jin, M.; Giordano, M.; Villholth, K.G. 2009. Urban and rural groundwater use in 

Zhengzhou, China: Challenges in joint management. Hydrogeology Journal 17(6): 1495-1506. 

Wang, J.; Huang, J.; Xu, Z.; Rozelle, S.; Hussain, I.; Biltonen, E. 2007. Irrigation management 
reform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mplications for water saving and poverty.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56: 247-259. 

IWMI 中方历年合作单位： 
中国水利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 
黄河水利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漳河灌区工程管理局 
土壤肥料学会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河南水利科学研究院 
 
封面图片：Ronald Loeve/IW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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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94 11 2880000, 2784080 Fax: +94 11 2786854 
E-mail: iwmi@cgiar.org  Website: www.iwm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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