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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甘肃省水资源管理和沙漠化防治项目 

第三方评估人：新光OMC株式会社 

杉本 正实 

1.项目概要 

 

 

 

（项目位置图） （作业中的喷灌设施） 

 

 

1.1 项目背景 

中国是联合国发布的全球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

之一。特别是中国耕地面积的六成位于干旱地带，缺水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水资源利

用中，灌溉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七成，且存在设施建设不完善、水利设施陈旧老化、用水

效率低、水费低廉达不到投资成本回收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沙漠化、盐碱

化导致无法耕作的情况日益严重，但如能进行合理的水资源管理，采取坡地植树造林和平

地农业种植等因地制宜的措施，确保植被覆盖，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沙漠化防止。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黄河上游，面积达45.4万㎢（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7中排名第

7），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1.2倍，人口为2,620万人（同排名第22），省会兰州市位居中

国国土中心位置。甘肃省自古以来就是通往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

窟位于该省西部。沙尘暴源头黄土高原上，耕地的七成是干旱地带，地区生产总值

（GRDP）为3,176亿元（约233亿日元），在32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27位，人均GRDP为1.2

万元（约16.5万日元），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30位，被归为中国最贫困省份之列。如何通

过最大限度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收益能力，是该省自古以来需要解决

的问题。 

 

1.2 项目概要 

在甘肃省6个地区现有近8万公顷灌区内，通过铺设沟渠、配备喷灌等末端节水灌溉设

备，提高农作物单位产量、增加植被覆盖、降低水系取水量，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防治

沙漠化以及减少黄河断流现象等自然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7省级行政区包括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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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贷款承诺额／支付额 60亿日元／53.82亿日元 

签署政府换文／签订贷款协议 2001年3月／2001年3月 

贷款条件 利率1.3％、偿还期限30年（其中宽限期10年） 

不限定采购国 

借款人／实施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财政厅） 

贷款结束日期 2007年3月 

主合同 无 

咨询合同 无 

相关调查（可行性调查：F/S）等 无 

相关项目 JICA：技术合作项目《中国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示范项

目》（2001年6月-2006年5月）。 

世界银行：Gansu Hexi Corridor，1996年（国际开发

协会<IDA> 9,000万美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 

6,000万美元） 

ADB：甘肃省沙漠化防治对策（61万美元） 

 

2.调查概要 

2.1 第三方评估人 

杉本正实（新光OMC株式会社） 

2.2 调查时间 

本次后评估调查日程安排如下： 

调查时间：2009年9月-2010年7月 

实地考察：2009年12月10日-12月24日、2010年3月11日-3月25日 

2.3 制约因素 

无 

 

3. 评估结果（评级：A）  

3.1  相关性（评级：a） 

3.1.1.1  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3.1.1.1  立项阶段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水资源问题，中国以推进节水灌溉为工作重点，第九个五年计划

（1996-2000）中提出以下目标： 

（1）全国建设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节水灌溉面积6,600公顷）以及中央财政补贴扶

持。 

（2）到2000年底全国节水灌溉总面积达到1,867万公顷 

（3）年节约农业用水60亿立方米 

 

为解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加严重的沙漠化问题，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中

将确保易沙漠化的干旱地区植被覆盖作为重中之重。另外，面对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提

倡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而不是扩大耕地面积。在粮食增产潜能高的干旱地区重视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农业，以保障植被覆盖，解决粮食与贫困问题。 

 

3.1.1.2  评估阶段与发展政策的吻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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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6-2010）中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点工作，

把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各项战略任务首位。甘肃省国民经济与发

展“第九个五年计划”、2010年中长期规划目标、甘肃省节水灌溉发展计划（2010-2020）

也都将包括灌溉工程在内的节水工作定位为优先领域。为了实现“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按照‘发展生产、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

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提出如下具体举措： 

（1）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

加农民收入。 

（2）实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 

（3）培养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 

（4）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全社会都

要大力度支持农村发展。 

作为投资与项目建设的重点之一，提出旨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全国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十一五”规划》。 

作为指导省农业发展方向的甘肃省节水灌溉“十一五”计划（2006年-2010年）提出了

在此期间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75万亩
8
的目标。其中喷灌10万亩、滴灌20万亩、管灌60万

亩，沟渠灌溉185万亩，估算总投资10.895亿元，年均节水1.94亿立方米、节约土地面积

4.06万亩。 

 

3.1.2  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3.1.2.1  立项阶段与发展需求的吻合性 

甘肃省耕地的七成位于没有灌溉设施就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带，是没有植被覆盖就容易

沙化的黄土高原，耕地面积是全省总面积的15％，森林覆盖率为9.4％。灌溉设施以土沟渠

为主，用水损失量极高，另外在黄河上游流域的取水量格外多，为缓解黄河下游地区的缺

水问题，迫切需要尽可能降低取水量。另外，作为内陆贫困地区，甘肃省通过引进节水灌

溉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是推动贫困农民增收、缩小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3.1.2.2   评估阶段与发展需求的

吻合性 

甘肃省水资源长期不足，全

省年均降水量277mm、平均水资源

总量289亿m³、人均1,100m³，是

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平均

每亩耕地用水量378m³，不足全国

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水资源供

需缺口巨大，干旱年份缺水总量

14亿m³，成为制约该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本项目

推进节水灌溉具有极高的持续需

求。另外，位于黄河下游的内蒙

古自治区的土地沙化是近年沙尘

 
8亩是中国的面积单位，1亩约667 ㎡=0.0667ha。日本的面积单位“坪”换算为中国的亩，1亩=200坪。 

铺设本项目滴灌设备的温室旁，竖有“水是生命之源”

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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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肆虐的主要成因之一，地处上游的甘肃省更有必要采取节水措施以确保黄河流量。 

 

3.1.3 与日本援助政策的吻合性 

原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海外经济协助实施方针》（1999年12月-2000年3月）中的对华

日元贷款支援重点方针内容包括：（1）环保相关举措，如洪水治理、植树造林等；（2）

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等解决粮食与贫困问题；（3）重视内陆地区的发展，缩小国内地区

间差距；（4）完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助力经济的自主发展。本项目目的在于完善节水

灌溉设施，提升内陆贫困省份甘肃省的农业生产效率，这与上述日本援助方针内容相吻

合。另外，通过本项目节约下的水还可用于植树造林，有助于环境的改善。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需求、日本的援助政策高度一致，

相关性高。 

 
3.2  效率（评级：b） 

3.2.1 成果 

本项目是在甘肃省5个市约8万公顷现有灌区内，完善干线土沟渠的混凝土衬砌和末端

沟渠设施，以及喷灌、滴灌、管灌等灌溉设施建设，包括土木工程、物资器材采购和安装

工程。因下述主要原因项目实际成果有所调整，暨部分地区将原计划的滴灌及喷灌改为沟

渠灌溉。 

1. 根据国务院决定2001年8月开

始实施的《黑河流域短期建

设计划》，在同为本项目对

象地区的张掖市大部分地区

和酒泉市金塔县的黑河流域

大面积铺设滴灌、喷灌设

备，覆盖了本项目的部分内

容。 

2. 因滴灌、喷灌设施运营所需

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维护管

理也需要时间，所以农民对

沟渠灌溉的需求更大。 

3. 因酒泉市风力大，不适合安装喷灌设施，所以对原计划做出相应调整。 

4. 计划铺设滴灌设备的温室作物以及葡萄、啤酒花等高收益作物的市场行情恶化，

很多农户放弃种植。 

5. 2003年之后的原油价格暴涨导致管道、滴漏、喷淋原料的塑料价格上涨，铺设成

本增加。 

 
如上所述，尽管项目成果有所调整，但实际完成的喷灌面积超出计划值17％。项目地

分布在甘肃省5个市（酒泉（包括敦煌、玉门）、张掖、金昌、武威、兰州），下图是不同

灌溉设施类型在各市的实际铺设成果
9
。 

在实施与管理类似本项目这种小规模分散型项目时，希望能够不拘泥于恪守前期计

 
9
此外，还有“甘肃省农垦集团公司”的滴灌2万亩。该公司2002年成立，是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全资国有企

业，基本任务是管理省内国有资产，开展农产品等的生产销售工作。 

建设完成的混凝土衬砌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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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施中随时探讨每个具体内容，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做出调整。本项目的实施管理亦是

符合这种做法，故本项目的实施适当合理。 

 

图1：不同灌溉设备类型的实际铺设情况
10 

 
 
3.2.2 投入 

3.2.2.1  项目工期 

本项目计划工期为2001年3月-2004年12月（3年10个月，共46个月），实际则为2001年

3月-2006年6月（5年4个月，共64个月），计划比139％。工期延迟的主要原因在于工程开

工时间的延迟。项目工程开工时间延迟原因则如下所述。工程开工后的施工效率很高，将

工期比预期缩短了8个月。 

 （1）该项目是实施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实施的第一个日元贷款项目，由于不熟

悉相关程序，项目内容繁多，且项目涉及地域广（如图1所示项目分布甘肃省广泛

地区，甘肃省面积为日本的1.2倍），由此内部协调时间超出计划，国家计划委员

会最终批准可行性报告（F/S）已是2001年10月（至此已延迟14个月）。 

（2）2003年初受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的影响，禁止举办大型会议和集会，地

区间交通也受到限制，项目招标手续推迟了6个月。 

 

3.2.2.2  项目经费 

本项目计划经费为99.99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60亿日元），实际经费则为89.11亿日

元，计划比89％。总经费中还包含农户无偿提供劳务费2,700万元（约3.835亿日元）和农

 
10甘肃省是以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为中心、沿河西走廊横向狭

长的省份。河西（意为黄河之西）走廊是内地连接新疆的重要通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古代中

国同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 

甘肃省 

沟渠：16万亩 
管灌：4万亩 
喷灌：0.5万亩 
滴灌：0.5万亩 

沟渠：22万亩 
管灌：2万亩 
喷灌：1.7万亩 
滴灌：0.4万亩 

沟渠：25万亩 
管灌：19万亩 
（包括敦煌和玉门） 

沟渠：7万亩 
管灌：4万亩 
滴灌：0.01万亩 

沟渠：27万亩 
管灌：11万亩 
滴灌：0.9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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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无偿提供物资2,200万元（约3.125亿日元）
11
。工期延迟和实际成果超出计划，但项目经

费却低于计划的主要原因是竞争招标下，通过公平的价格竞争，实现了以合理价格招标采

购。 

综上所述，本项目经费控制在计划范围内，但工期超过计划，故效率性评估为中等。 

 

3.3  有效性（评级：a） 

3.3.1 定量效果 

3.3.1.1  运用效果指标 

甘肃省水利管理局高度重视项目效果的监测工作，对5市17个地区（子项目）所有受益

地，采集了项目实施前后的指标数值。监测指标及实际数值如下所示。 
・混凝土衬砌总长、各灌溉设备类型灌溉面积 

・主要作物灌溉面积 
・主要作物单位产量 
・各灌溉设备类型节水量、节水率 
・各灌溉设备类型的水利用率 
・农民年均收入（在本文“影响”章节中阐述） 
・水利工程农业水费收取率（在本文“可持续性”章节中阐述） 
本项目各灌溉设施规模较小，项目实施期间便陆续竣工并开始运行，下列各表中的

“项目实施前后”表示各设备在安装及运行前后的情况，并非表示本项目整体实施前后特

定年份的情况。 
表1：主要作物灌溉面积 

主要作物灌溉面积 

（万亩） 

作物种类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比较 

小麦 49.07 42.15  86％ 

玉米 27.96 34.25 122％ 

蔬菜 12.49 16.66 133％ 

棉花 26.00 13.51  52％ 

水果 8.71 8.43  97％ 

大麦 3.22 5.63 175％ 

玉米种子 2.24 2.41 108％ 

蚕豆 0.34 0.42 124％ 

土豆 1.33 1.32  99％ 

番茄 1.61 1.49  93％ 

啤酒花 0.47 0.47 100％ 

中药材 0.10 0.10 100％ 

其他 45.47 44.62  98％ 

（资料来源：项目竣工报告（PCR）附表。表1-表4均源自该报告） 

 
表2：主要作物单位产量 

主要作物单位产量 
（kg/亩） 

作物种类 项目实施前 项目实施后 比较 
小麦 392 442 113％ 
玉米 588 637 108％ 
蔬菜 2,309 2,783 121％ 

 
11关于农民无偿劳务和无偿物资，按照中国规定，前者折算为15元-17元/天、后者折算为50元-65元／㎡，

并根据合格的会计记录准确计入项目经费，这在项目管理方面非常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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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259 300 116％ 
水果 1,864 2,275 122％ 
大麦 473 553 117％ 

玉米种子 441 481 109％ 
蚕豆 185 411 222％ 
土豆 1,694 2,080 123％ 
番茄 5,755 6,094 106％ 
啤酒花 240 265 110％ 
中药材 700 780 111％ 
其他 803 928 116％ 

 
表3：节水量与节水率 

灌溉类型 节水量（万㎥） 节水率（％） 每亩平均节水量（㎥） 
沟渠 4,478 12.3 79.73 
管灌 4,300 21.0 118.99 
喷灌 419 41.5 144.84 
滴灌 1,703 42.0 231.25 

合计（平均） 10,900 17.9 - 
 
表4：水利用率（灌入田间可被作物利用的水量与水源地灌溉取水总量的比值） 

灌溉类型 项目前 项目后 
沟渠 54％-84％ 61％-96％ 
管灌 55％-85％ 81％-97％ 
喷灌 53％-63％ 87％-94％ 
滴灌 52％-62％ 87％-95％ 
 

虽然项目实施后的灌溉面积和作

物单位产量都有所增加，但除大麦灌

溉面积增加、蚕豆等部分作物单位产

量增加外，大部分项目未看到显著变

化。另外，按金额计算，以温室栽培

蔬果等市场售价较高的作物为主要对

象的喷灌、滴灌的增产效果更为突

出，然而因其运营与维护管理在技术

上比较困难等原因（详见 3.2.1之

2），项目实际成果出现了将喷灌、

滴灌改为沟渠灌溉的调整，项目按金

额计算的增产效果低于预期值。但

是，总灌溉面积超出计划17％，约增

加1.4万公顷，由此形成的正面效果应可以抵消低于预期的增产效果。另一方面，如项目名

称所示，本项目的主要目标是节水而非农产品增产，以节水量、节水率、灌溉水利用率为

指标的节水效果十分明显，本项目效果显著。 

 

3.3.1.2  内部收益率 

本项目的经济内部收益率（EIRR：Economic Internal Rate of Return）以50年为项

在安装有滴灌设备的温室里培育的辣椒和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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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周期、以农产品增收（增产带来的增收+改种经济作物带来的增收）为效益、以建设费用

和运营维护费用为经费进行计算。立项阶段的EIRR为22.0％，根据相同方法，后评估阶段

计算得出的EIRR为17.1％。 

立项阶段进行计算时，将引进滴灌后增收效果明显的温室作物产值With，与露天作物

产值Without12进行了比较，但这种方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引进滴灌之前已有开展温室栽

培），计入的数值过高。对此进行修正，采用温室作物之间相互比较的方法重新进行计算

的结果，评估阶段的EIRR数值与立项阶段相比有所下降。另外，按金额计算增产效果明显

的喷灌和滴灌，从实际成果来看被大面积调整为沟渠灌溉，这也是导致EIRR有所下降的原

因之一。好在这种影响被实际增加灌溉面积所抵消，整体数值没有大幅下落。 

EIRR高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使用的10％-12％的社会贴现率(Social Discount 

Rate)，可以说本项目仍有充分的盈利能力。 

 
3.3.2 定性效果 

3.3.2.1  与JICA技术合作项目的协同效果 

JICA与中国水利部开展的技术合作项目“中国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示范项目”（2001年-

2006年），与本项目的协同效果如下所述。 

（a）该项目编制的“节水改良手册”同样适用于本项目的小规模节水灌溉设施，且实

际应用于设备运行和节水灌溉培训。 

（b）本项目期间考察由该项目专家同行参与，向本项目受益者普及“节水改良手

册”，并提供技术建议（2004年10月）。 

（c）本项目与该项目联合举办国内培训（2005年7月） 

（d）甘肃省水利厅（本项目相关人员）4名人员赴日参加对口培训（2005年8月-10月

为期45天） 

 

3.3.2.2  受益者调查 

本后评估对收益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方法如下各表所示，不同灌溉区
13
、不同设备类

型的有效受访者分布情况如表5、表6所示。另外，作为独立后评估的一部分，甘肃省水利

管理局在项目竣工后的两年时间里，以直接受益者为主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

（样本数约4,000份）。该问卷调查结果将在本文“影响”章节中予以阐述。 

 
表5：各灌区受访者分布情况 

 金昌 敦煌 酒泉 玉门 张掖 武威 兰州 合计 

样本数 15 9 10 1 30 24 23 112 

比例 13.4％ 8.0％ 8.9％ 0.9％ 26.8％ 21.5％ 20.5％ 100.0％ 

 

表6：各设备类型受访者分布情况 

 沟渠 管灌 滴灌 喷灌 其他未回答 合计 

样本数 56 31 10 3 12 112 

比例 50.0％ 27.7％ 8.9％ 2.7％ 10.7％ 100.0％ 

 
（1） 本项目受益者调查方法 

 
12 “With”和“Without”分别表示实施和不实施本项目时的预估结果、或截止到计算时的结果。 
13
敦煌和玉门在图1所示的地区分布中包括在酒泉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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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实施单位独立开展的高可信度的项目效果监测结果，除对农民任意提问外，

直接的采访调查方式选择省略，只开展了问卷调查。为覆盖所有灌区及全部灌溉设备类

型，采取了根据灌溉面积加权分配，并任意抽样的方法，在第一次实地考察期间就提前编

制的问卷进行了调查，且实际使用的问卷为修改完善后的问卷。 

 （2） 结果摘要 

下面的饼状图列出了与项目实施前相比，各方面现状和对项目总体评价的答复比例。

可以看出，本项目在各方面的效果都很明显，其中有关项目的节水效果，有62％的农民回

答单位用水量“大大减少”，这与甘肃省水利管理局定期监测的结果一致，可以说项目效

果非常显著。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基本取得了计划效果，有效性评估为高 

 

 

3.4  影响 

耕地利用率 土地生产率 收益作物多样化 

无变化

9％ 

下降

0％ 

其他 

提高 
46％ 

大幅提高

41％ 

提高

62％ 

大幅提高 

29％ 
大幅改善 

40％ 

其他 

3% 
其他 
11％ 下降

0% 

改善 

31％ 

无变化

6％ 

变差 

0％ 

无变化

18％ 

投入资金增加 劳务负担 单位用水量（节水效果） 

对本项目的综合评估 

大幅增加

20％ 

大幅改善 

34％ 

大幅 

减少 

65％ 

其他 

2％ 其他 
6％ 其他 

23％ 
无变化

10％ 

无变化

4％ 

增加

0％ 

减少

29％ 

变差

2％ 

减少

0％ 

增加

36％ 

无变化

21％ 

改善

48％ 

满意

55％ 

非常满意 

27％ 

不满意

0％ 给予肯定但需改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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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影响的呈现情况 
3.4.1.1 农民收入提高 

本项目受益人口约90.5万人。甘肃省水利管理局对本项目受益地项目前后情况的监测

调查结果如3.3.1.1所示，收益地区农民平均年收入从项目实施前的4,114元提高到项目实

施后的5,191元，增收26％。如前所述，与农业增产效果相比，本项目的节水效果更为显

著，但项目实施后，主要作物产量增加约15％，其中水果（22％）、蚕豆（122％）、土豆

（23％）的增幅尤为突出，因此可认为项目实现了帮助受益地农民增加收入。 
 
3.4.1.2 提高植被覆盖防治沙漠化 

本项目节约用水11,000㎥，其中约1,815㎥用于40,300亩生态植树种草。甘肃省林业局

对沙漠化减少程度进行五年一次的定期监测，记录显示1999年-2004年实际减少面积83,600

公顷。本项目在直接相关方甘肃省水利管理局与承担沙漠化防治核心作用的省林业局共同

合作下实施推进，并且形成了将节水水量用于植树造林的有效协作，对项目的影响情况起

到一定的助力作用。 

 
3.4.1.3 黄河断流

14
与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化减轻 

由于后来的上游水库放水量调节等原因，目前已经没有黄河断流情况。但本项目带来

的取水量的减少，为黄河流量的增加有着一定的助力作用。另外，沙尘暴罪魁祸首黑河

（黄河支流）下游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沙漠化情况深受上游甘肃省取水量的影响，在本项目

以及甘肃省同时实施的黑河流域短期治理计划下，其沙漠化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善，据甘肃

省水利管理局举例说明，项目实施前，内蒙古自治区居延海逐渐干涸，现在却水量充沛，

周边地区也呈现出绿意盎然的景象。 

 
3.4.2 其他正面和负面影响 

 
3.4.2.1 甘肃省农村收入相关指标的改善 

如本文1.1背景章节中所述，甘肃省人均GRDP在中国32个省级行政区（23个省、4个直

辖市、5个自治区）中排名第27位，属于低收入地区，但进入21世纪后收入呈稳步增长态

势，贫困线标准以下人口比例逐年下降。 

 
表5：甘肃省农村收入相关指标 

 2000 2005 2006 2007 

人均纯收入（元） 1,429 1,980 2,134 2,329 

人均农业所得（元） 945 1,440 1,554 1,661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元） - 1,820 1,855 2,017 

贫困人口比例（％）注） - 2.47 2.08 1.34 

资料来源：2008年甘肃省统计年鉴 

注）2008年修改后的贫困标准是1,196元，本栏数值是1,200元以下的比例。 

 

3.4.2.2  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包括居民搬迁和征地） 

本项目对防治沙漠化有着突出的贡献，从此意义可以认为是一项自然环境改善项目。

 
14所谓“断流”指河流中没有一滴水流淌。黄河流域面积广，是仅次于扬子江（长江）的中国第二大河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观测到出现断流现象，特别是1997年断流严重，全年断流时间长达22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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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甘肃省环保局进行了灌溉设施环境影响调查，确认项目落实了建设工程“三同

时”15制度，通过环境检查。在此之前，省环境科学院与兰州大学也进行了环境评估，均

认为本项目未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另外，本项目未发生征地和居民搬迁。 

 

3.4.2.3  受益者调查结果 

（1） 本后评估的受益者调查结果 

如上述3.3.2.2所述，本后评估实施受益者调查时，进行了有关农民生活改善的相关提

问，回答统计结果如下。尽管受益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总体经

济发展，不能简单将其作为本项目的直接效果，但通过提供稳定的灌溉用水，尤其是滴

灌、喷灌设备带来的显著增收效果，对提高受益农民生活水平做出了一定贡献，这点毋庸

置疑。 

 
 

（2） 甘肃省水利管理局的问卷调查结果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独立开展的项目管理工作，本项目实施单位甘肃省水利管理局在

2005年到2007年的两年时间里，以受益者为主对利益相关人员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16。

发送提问表4,054人，收到回答3,881人，其中有效回答3,845人，详情参见表6，回答结果

汇总见表7。 
 

表6：有效受访者明细 

利益相关者 人数 

项目受益者 2,797 人 

项目管理者 425人 

其他项目相关者 521人 

其他 102人 

合计 3,845人 

 

表7：提问项目和回答情况 

提问项目 非常高 高 一般 低 

 
15中国独有的环境管理制度，规定防治环境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计划、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使用。 
16
 如此，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结束后仍十分重视项目效果的监测与评估，并独立开展相关工作。这本是项

目管理的应有做法，但这种做法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开发项目中极为罕见。 

一般生活水平 子女教育 家人健康状况 

无变化

12％ 

下降

0％ 

其他

4％ 

提高

47％ 

大幅提高

37％ 

提高

40％ 提高

32％ 

大幅提高

37％ 

大幅提高

29％ 

其他

11％ 其他

11％ 
下降

0％ 下降

1％ 无变化

12％ 

无变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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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好） （差） 

1. 是否欢迎日元贷款节水灌溉

项目 
73％ 24％ 2％ 0.4％ 

2. 本项目实施对提高节水意识

是否做出了贡献 
71％ 26％ 2％ 0.2％ 

3. 项目成果的质量如何 61％ 33％ 5％ 0.9％ 

4. 项目实施后，对节水增产的

理解是否提高 
52％ 42％ 5％ 1％ 

5. 该项目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的促进作用
17
 

50％ 32％ 17％ 1％ 

6.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是否良好 40％ 52％ 7％ 1％ 

7. 该项目的示范效应 56％ 39％ 4％ 0.3％ 

8. 对加强和改革项目管理必要

性的认识是否提高 
63％ 35％ 3％ 0％ 

9. 对本地政府部门和项目监理

机构的满意度 
50％ 47％ 3％ 0.4％ 

10. 最符合本地情况的灌溉设施

是什么 

沟渠 管灌 喷灌 滴灌 

54％ 23％ 3％ 21％ 

 

上诉结果表明，本项目对唤起受益农民和项目相关人员提高节水农业生产与管理意识

等方面发挥巨大影响，且深受欢迎。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本项目的实施在改善农民生活质量、防止沙漠化等改善自然环境

方面产生了影响。 

 

3.5 可持续性（评级：a） 

 

3.5.1 运营维护管理体制 

沟渠灌溉中干线沟渠的管理体制如下所述。 

在市、县水利局监督下，各灌区管理机构（水管理处）负责一级二级沟渠的日常巡查

和春秋两季的定期检修维护管理，编制年度用水计划、确认供水量、征收用水费用，同时

与农民用水者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协调处理用水纠纷，维持良好的灌溉秩序。与此相对，

末端沟渠、管灌、喷灌设备的运营与维护管理由农民用水者协会负责，滴灌设备由利用者

个人负责。 

 
图2：干线沟渠的管理体制 

 
17
 关于本项目对促进改种收益性更高或更符合本地条件的作物等方面，是否发挥作用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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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由设备利用者个人负责运营维护管理的滴灌外，从市水利局到负责末端设施运营维

护管理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的管理体系健全完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运营维护管理井然有

序。 
 

 

管灌出水口（左）和供水阀门装

置（右）。以此灌溉1亩地两块

田。图片背景中可以看到为日后

播种正在平整土地的农民的身

影。 

 
3.5.2 运营维护管理技术 

 
3.5.2.1  市水利局 

市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设有水管理科、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科等技术部门，职工人

数一般为20人-40人，其中技术人员占二分之一。 

 

3.5.2.2  县水利局 

市水利局下属单位，设有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组、水管理组等技术部门，职工人数一般

为20人-40人，其中技术人员占三分之二。 

 

3.5.2.3  水管理处 

县水利局下属单位，职工人数根据灌区规模大小在10人-200人之间，尽管人数差异较

大，但均设有农田灌溉管理员、灌溉设施维护管理员、水费征收员等，负责现场的设施管

理、指导以及水费征收等工作。 

市水利局每年对县水利局职工开展多次水管理、财务管理等培训，县水利局通常在冬

季农闲期间组织辖下的水管理处开展灌溉管理和设施管理相关业务技术培训。水利管理局

表示，在需要更高技术的喷灌和滴灌方面，尚未做到向所有使用农民传授充足的知识与技

县水利局 

水费征收及其他管理者 

灌溉设施管理者 

农田灌溉管理者 

县水利局 

市水利局 

水管理处 水管理处 水管理处 工程建设管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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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今后还需要更加努力。 

喷灌和滴灌的运营与维护管理需要的技术含量较高，如何普及与推动是今后有待解决

的课题，除此之外其他灌溉设施的运营与维护管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3.5.2.4  持续的项目监测 

甘肃省水利管理局特别重视各类灌溉设备的运营情况以及效果呈现相关监测工作，

2004年使用省水利局甘肃省节水灌溉（日元贷款）项目办公室（本项目实施单位）编制的

《用户监测手册》进行了集中培训，并利用在此确立的监测系统对本项目进行持续监测。 

 

3.5.3 运营维护管理财务 

 

3.5.3.1  干线沟渠 

立项阶段的计划是干线沟渠的维护管理费也由农民负担，实际发现农民负担能力不

足，于是改为由政府出资，由市县水利局负责维护管理。政府预算按照规定，大规模修缮

费占设备总投资额的1.5％，常规性的维护管理费占大规模修缮费的40％，本项目获得的年

度预算中，前者941.1万元，后者376.4万元，虽然不多，但基本能满足运营与维护管理工

作的需求。 

 

3.5.3.2  末端沟渠、管灌及喷灌 

由农民负担，由用水者协会以水利工程农业水费的形式筹集。水利工程农业水费的征

收率极高，最低为85.2％（武威市凉州区），平均达95.3％。然而，因水利工程农业水费

的设定标准较低，处于不能完全覆盖运营与维护管理费用的局面（根据财政部评估约为

50％-75％），有待解决。 

综上所述，虽然干线沟渠、末端沟渠（设备）的资金不够充沛，但各级政府已确保相

应的资金来源，以满足项目设备的运营与维护管理需求。另外，通过农民提供无偿劳动等

方式，末端沟渠（设备）的运营与维护管理得以顺利推进。 

 

3.5.4 运营维护管理情况 

根据评估人员实地走访调查时（兰州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的目测以及财政

部评估报告，灌溉设施运营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在体制、技术、财务方面均没有问题，本项目效果

的可持续性高。 

 
4. 结论及教训和建议 

 
4.1   结论 

本项目符合中国坚持以发展农业和防止沙漠化等环境保护为重点的五年计划的宗旨，

同时与长期深受严重水资源不足困扰的甘肃省的节水需求相吻合，可以说项目实施的相关

性极高。虽然因工期延迟导致效率性评估为中等，但受益地区的节水效果和农业增产效果

显著，对提高当地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也起到一定助力，项目的有效性高。设施的运营与

维护管理体制、能力方面均没有问题，项目的可持续性高。因此，对本项目给予非常高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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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无。 

 
4.3   教训 

构建和运行一个全面的项目管理体系，将项目实施到完成后的运营与维护管理以及对

效果的持续监测等评估内容纳入到体系，可以显著提高项目的可信度和效果。具体可列举

出如下几个优点： 
（1）实施管理类似本项目这种小规模分散型项目时，最重要的是不拘泥于恪守前期计划，

实施中随时探讨每项具体内容（实施过程中，从已完成部分开始效果逐一呈现），并

根据需要进行自我调整，本项目就是这样实践的； 
（2）对项目的实际进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持续记录，做好管理工作。（以上为实施

层面）； 
（3）项目完成后，首先明确特定受益地，再根据各自的关键指标构建监测系统，并运用系

统定期了解项目效果，将其结果反馈给相关方； 
（4）除上述定期监测外，对项目效果呈现情况、居民节水意识普及情况等开展大规模受益

者社会调查。 
如上所述，本项目管理良好，应将其具体事例应用并推广到其他灌溉项目，特别是小

规模分散型项目的管理工作中。 
 

主要计划值与实际值的比较 
项目 计划值 实际值 

①成果 （1） 铺设主干沟渠混凝土衬砌 

（2） 完善末端沟渠设施建设 

沟渠衬砌：153.89km 

设施建设：42,466ha 

 

（3）喷灌设施建设：4,278ha 

 

（4）滴灌设施建设：8,600ha 

 

（5）管灌设施建设：24,600ha 

 

 

合计：79,944ha 

（1） 铺设主干沟渠混凝土衬砌 

（2） 完善末端沟渠设施建设 

沟渠衬砌：364.0km 

设施建设：63,658ha（954,820

亩） 

（3）喷灌设施建设：1,437ha

（21,550亩） 

（4）滴灌设施建设：2,594ha

（38,910亩） 

(5) 管灌设施建设：26,110ha

（391,627.2亩） 

 

合计：93,799ha（1,406,907亩）  

②工期 2001年3月-2004年12月 

（3年10个月，46个月） 

2001年3月-2006年6月 

（5年4个月，64个月） 

③经费   

日元贷款 0 0 

国内配套资金 99.99亿日元 89.11亿日元 

 （7.69亿元）  （6.27亿元）  

合计 99.99亿日元 89.11亿日元 

其中日元贷款部

分 

60.00亿日元 53.82亿日元 

汇率 1美元 =108日元、 1元 =13日元

（2000年7月现在） 

1元 =14.18日元（沟渠）、 1元

=14.23日元（管灌、喷灌、滴灌）

（2003年7月-2003年8月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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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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