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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国内粮食主产区水安全趋于严峻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从气候变化

影响水安全、粮食安全的研究文献出发，梳理了虚拟水贸易对农业水资源优化的战略意义，总结当

前依据虚拟水贸易战略实现气候变化条件下区域水量平衡的社会水循环研究思潮。认为应明确将

“虚拟水要素”纳入水平衡概念模型，进一步挖掘虚拟水贸易战略对冲气候变化风险的潜力，构建

虚拟水贸易的实施政策，拓展保障地区水安全、粮食安全的非工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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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国内粮食主产区水安全趋于严峻进而影响国
家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受到全世

界的广泛关注。粮食生产作为借助自然体的一种社

会活动，除受到各种社会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的影

响外，还受到气候变率、极端气候事件等各种自然因

素影响。因此，气候变化引发的粮食安全问题自然

而 然 地 被 广 泛、深 入 研 究 和 探 讨，1994 年，

Ｒesenzweig 等［1］就在《Nature》上发表文章讨论全球

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问题。
我国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扮演举

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

剧，太阳辐射、热量、水分等气候资源都发生了明显

变异，这将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对国家的粮食

安全带来威胁。根据部分学者估计，气候变化对粮

食主产区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降水反常及极端天

气增多，尤其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旱

灾时空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旱灾风险甚至大于水

灾风险，成为影响我国粮食供给安全的主要因素之

一。1949 年以来，我国农田受旱面积年均约 2270
万 hm2，约占灾害面积的 60%，因旱灾年均减产粮食

154. 1 亿 kg［2］。面对频发的干旱事件及其带来的严

重损失，国家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却完全暴露在风险

之中，一旦干旱事件发生，受干旱影响的粮食主产区

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将无法得到相

应发挥，可以想象，如果干旱灾害波及范围较广、程
度较重，将会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2．虚拟水贸易是整合全球市场的粮食安全风险
规避途径

1993 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 Tony Allan 教

授［3-5］首次提出虚拟水( Virtual Water，VW) 的概念，

由于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新颖性、在分析、研究

区域水资源安全问题上的独特阐释力和应用价值，

引起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Tony
Allan 教授本人也因提出虚拟水的概念获得 2008 年

斯德哥尔摩水奖。虚拟水起初专指农产品生产所需

要的水资源，后逐步推广到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即生

产某种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被称为该商品和

服务对应的“虚拟水”。如 1 kg 小麦的虚拟水含量

大约为 1 ～ 2 t，1 kg 奶酪和牛肉的虚拟水含量分别为

5 ～ 5. 5 t 和 16 t［6］。商品和服务的国际( 区际) 贸易

也自然伴随着水资源的国际( 区际) 流动，因此，虚

拟 水 概 念 的 重 要 价 值 主 要 体 现 在 虚 拟 水 贸 易

( Virtual Water Trade，VWT) 上，VWT 是指缺水国家

( 地区) 将虚拟水的思想应用于生产和贸易策略的

制定，在水资源禀赋条件下设置合理的用水结构、进
行恰当的贸易选择，提倡从富水国家或地区购买水

资源密集型产品，并出口水资源节约型产品，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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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经济发展和改善人们生活的前提下，实现水资

源的 有 效 节 约 和 高 效 配 置，进 而 达 到 水 安 全 的

目标［7］。
气候变化将极力挑战我国实现粮食安全的目

标，增大传统单独依靠工程、技术途径实现粮食安全

的难度，贸易流通具有部分补偿气候变化引发农业

冲击的潜力，因此，国际( 或区际) 虚拟水贸易显然

将在面临气候变化的当今世界实现粮食安全努力中

发挥重要作用。针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政策和规

划设计不能独立于国家( 区域) 自身，虚拟水贸易旨

在提高世界粮食系统整体适应力，作为粮食主产区

应对水问题的辅助措施，能够有力适应气候变化，有

效规避传统途径中粮食安全风险。

二、虚拟水贸易保障水安全及

粮食安全的研究脉络

1．气候变化挑战水安全与粮食安全
气候因子直接影响作物生长，杜灵通等［8］研究

了宁夏植被覆盖动态变化及与气候因子的关系，丑

洁明等［9］用中国 8 个农业区域不同作物资料和粮食

总量资料以及相应的气象资料，定量评估了气候变

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二者关系

非常显著。此外，气候变化引起的水安全问题也是

影响粮食安全的关键要素之一，必要的水分条件是

粮食生产的前提，针对影响粮食安全的水量波动，梁

川等［10］采用数理统计方法，分别对长江源区的降水

和河川径流的年内、年际和年代际的多尺度时间变

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并从距平值上探讨了各站的降

水量和径流量的空间分布，研究气候变化条件下的

水资源安全问题。夏军［11］在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

响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提出变化环境下水资源脆弱

性评估理论体系和一般性公式，并实证得出，气候因

素对流域水资源的脆弱性影响明显。针对气候变化

影响水安全进而影响粮食安全的趋势，史文娇［12］强

调应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管理模式以适应气候变化。
农业生产和贸易模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虚

拟水贸易战略，因此，马静、汪党献等［13］指出，虚拟

水贸易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

的粮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柳文华、赵景柱

等［14］同时也提出用虚拟水贸易解决我国粮食安全

问题，提高我国对气候变化引发水问题的调适能力。
2．虚拟水贸易促进农业水资源优化
虚拟水贸易战略带来了区域水资源利用的空间

拓展，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战略选择，是

区域水资源管理和规划的新途径，尤其对用水第一

大户农业部门的水资源优化作用更为明显。Wheida

和 Verhoeven［15］结合利比亚的水资源现状说明了虚

拟水贸易在水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Esther V［16］

通过计算安达卢西亚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指出进

口水密集型农产品可以节约本地区的水资源。
虚拟水理论除跨区域实现水资源高效配置外，

也从水资源类型上促进区域农业水资源优化配置，

大量研究通过计算得出农业产品虚拟水含量的主要

成分，如蓝水和绿水、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的含量，

既可以在区域上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又可以在时间

上优化产业品种。降水形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部分

称为蓝水，即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降水下渗到非

饱和土壤层中用于植物生长的水称为绿水，是垂向

进入大气的不可见水［17］。Aldaya 等［18-19］指出应该

提倡虚拟绿水贸易，因为绿水的机会成本要低于蓝

水; Chapagain 和 Hoekstra［20］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角度计算了水稻中的虚拟蓝水、绿水、灰水( 被污

染过的水) 含量。王新华等［21］也指出传统用水量指

标仅仅考虑了地表水和地下水使用量( 蓝水) ，忽略

了对人类生产贡献巨大的绿水资源。
在国 内，虚 拟 水 贸 易 理 论 是 由 程 国 栋 院 士

2003 年首次引入的［22］，程院士指出水在社会经济

系统的运动除实体水外，还有大量“蕴含”在产品中

并通过贸易体现的虚拟水。此后国内学者开展了对

虚拟水贸易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的深入研究。其中，

田贵良在专著《虚拟水贸易论》中对虚拟水贸易理

论进行了系统研究［23］，徐中民、龙爱华等［24］结合甘

肃省的实际情况，初步估计得到 2000 年甘肃省生产

产品和城乡居民消费产品中的虚拟水含量，结果显

示生产和消费中的虚拟水量均高于实体水资源利用

量。虚拟水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优化农业种植结

构和贸易结构，马忠等［25］编制完成实物水供给使用

表并运用于张掖市，结果显示种植业用水比例过高，

蔡振华，沈来新等［26］运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方法计算

并分析了甘肃省 1997、2002 和 2007 年第一产业、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部门的虚拟水强度和虚拟水贸易

强度，指出第一产业不仅是虚拟水强度最高部门，也

是虚拟水净出口最大部门，并建议甘肃适当调整贸

易格局，合理控制虚拟水出口。
3．保障区域水量平衡，有助实现水安全和粮食

安全
考虑虚拟水贸易的水量平衡理论实质上是一种

社会水循环思维，如尚海洋［27］认为虚拟水管理就是

水资源社会化管理的一个典型例子，王浩、龙爱华等

从社会水循环的概念演变入手，探讨社会水循环的

科学定义及其内涵，提出社会水循环的动力机制，并

指出气候变化是“自然-社会”二元水循环耦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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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联结点［28］。虚拟水贸易背后自然伴随着水

资源的流动，进而影响区域水量平衡，Naota 等［29］依

据 ICOLD 提供的世界范围内的水坝供水量，将蓝水

进一步细分为河水、中等水坝水、非再生以及非过境

水 3 种，然后利用运用物理、水文和人类学原理建立

的 H08 模型计算出了 2000 年全球 5 种农作物和 3
种畜产品的虚拟水交易量。Mark 等［30］计算了 1998
年到 2004 年间尼罗河流域各个国家间农产品的虚

拟水贸易，以及虚拟水贸易对尼罗河水量平衡的影

响。Kuishuang Feng 等［31］评估了我国黄河虚拟水贸

易对水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虚拟水贸易使得黄河流

域实体水潜在地源源不断向国内其他区域输送。
Mao Xufeng 等［32］构建“生态网络模型”测算虚拟水

贸易背后伴随的实体水转移，并以白洋淀流域为例

分析其对实体水平衡的影响，实证发现虚拟水贸易

向外输送了白洋淀流域 32% 的实体水资源。上述

研究均表明，虚拟水贸易本质上隐含着水资源要素

的跨区域转移，因此，忽略水资源禀赋境况的贸易模

式会给水系统带来压力，相反，从区域水资源状况出

发，有针对性调整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则有助于从

广义水资源视角实现水安全，并通过贸易流通保障

粮食安全。

三、虚拟水贸易战略与水安全、
粮食安全研究的分析与展望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出于粮食安全问题的战略

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变化环境下粮食主产

区农业生产问题，这其中一小部分学者从变化环境

下的水问题入手研究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但更多

关注的是实体水资源，虚拟水概念的提出，突破了水

资源研究围绕“实体水”本身展开的观念束缚，拓展

了水资源研究的领域，改变了过去一直将水资源供

需平衡置于宏观层面的状况，从静态的类型和结构

研究转向动态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为从深层次上探

讨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开始意识到虚拟水对实

体水系统存在的影响，以及统筹研究“虚拟水-实体

水循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在若干相似研究思

路上取得了一定进步，但迄今为止，广义水资源循环

研究学科的理论体系仍远未建立，广义水资源循环

中的虚拟水理念在我国当前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

创新研究领域，当前虚拟水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多

属于定性论述和概念介绍，虚拟水的实际应用尚处

于经济上无形，政治上无声的状态，尤其是社会经济

领域的虚拟水贸易如何影响区域实体水系统? 影响

的程度如何? 虚拟水贸易如何与工程、技术措施协

调解决我国水问题? 目前这些问题国内外学术界研

究尚不够深入。
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尚需要进

一步明确的研究方向有以下四个:

1．应明确地将“虚拟水要素”纳入水量平衡概
念模型

传统的水量平衡概念模型为:

P = I + ET + Ｒ
式中: P 为时段降水量; I 为时段入渗补给地下水量;

ET 为时段蒸发量; Ｒ 为时段径流量。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如果以地表为载体，综合考

虑地表水、地下水情况，总来水量包括降水总量、入
境水量、外调水量、地下水开采量、河川基流等; 总消

耗量包括降水入渗、蒸发总量、稳定水体入渗、人工

用水渗漏、出境入海水量; 河、湖、库蓄变量为剩余

量。区域“实体水”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区域“实体水”系统结构示意

可见，传统水量平衡模型是基于封闭区域系统

( 虽然考虑了入境和出境水量，但区域间更为广泛

的物质贸易活动及其伴随的水资源流动没有纳入计

算) ，且主要考虑“实体水”平衡，实际上，任何区域

均是开放的，广义水资源包括实体水和虚拟水，从广

义水资源的角度，产品尤其是粮食产品贸易( 即本

文中的“虚拟水贸易”) 将打破区域的水量平衡，其

中虚拟水进口，对于缺水地区或者干旱事件发生，可

直接看作为该区域水量平衡方程中增加了等量的降

水，而粮食主产区的虚拟水出口，实质上也就等同于

粮食主产区向外界输出了粮食整个生产周期所需的

水资源量，正如刘宝勤等［33］所提出的虚拟水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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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水资源观。
2．应科学评价虚拟水贸易战略对水安全、粮食

安全的影响
虚拟水贸易战略是从水资源需求端寻求缓解缺

水地区水资源压力的途径，是水资源需求管理的重

要内容和有效措施，虚拟水贸易战略强调量水而行、
以水定产，倡导区域水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协调

发展，这也是遵从区域水资源实际的一种科学发展

模式。虚拟水贸易战略的交易对象是凝结着整个生

产周期水资源需求量的实实在在产品，对于缺水地

区来说，进口虚拟水含量较高的水资源密集型产品，

实际上相当于节省了该产品全生产链所需要的水资

源，因此，虚拟水贸易战略对于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

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虚拟水含量较高的粮食产

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粮食生产

涉及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通常任何国家都不

可能将粮食供给完全依赖于其他国家，以防政治上

受制于人，同时，仅仅考虑水资源要素的产业发展选

择，往往也难以与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气候因素、
历史习惯因素等协调，上述两方面也是虚拟水贸易

战略受质疑和存在理论缺陷的根本原因所在。因

此，科学评价虚拟水贸易战略对区域水安全和粮食

安全的影响，对于评估虚拟水贸易战略的适用性和

实际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研究虚拟水贸易

战略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应分别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

面来进行，通常国家层面的影响要远高于区域间，对

于气候条件迥异的多区域国家，未来研究国内跨区

域虚拟水贸易则具有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3．应进一步挖掘虚拟水贸易战略对冲气候变化

风险的潜力
当前，受虚拟水理论的影响，水循环理论研究的

一种可喜变化是学者们逐渐从广义水资源的角度评

价区域水资源，如韩宇平等［34］以虚拟水和广义水资

源为切入点，基于对区域虚拟水生产、消费与水资源

之间的关系分析，建立了由经济压力指数和社会压

力指数构成的区域水资源承载状态评价指标体系。
然而，虚拟水理论的魅力在于，粮食产品虚拟水含量

的测算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气候因子的

变化发生相应改变，并运用这种账户方式揭示水资

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迁移转换。比如日照强度不

高的丰水年相比于日照强烈的枯水年，前者粮食产

品虚拟蓝水量将大大低于后者，那么，相应枯水年的

虚拟水贸易策略应作出调整，以对冲气候变化带来

的水安全风险，因此，日照强烈的枯水年应进一步压

缩耗水量巨大的作物品种种植规模，进而缩小其出

口规模，缓解气候变化对该年度实体水系统的压力。

4．应更多关注粮食主产区的气候变化、水量平
衡与虚拟水贸易三者内在逻辑机理

( 1) 虚拟水贸易战略的关注对象应在粮食主

产区

虚拟水贸易战略立论的初衷在于帮助以粮食产

品出口为主的缺水地区调整粮食产品贸易结构，从

而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粮食产品是典型的水资源

密集型产品，而粮食主产区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

重任，向国内甚至国外输出粮食产品，是虚拟水的净

输出地区。在我国，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历史上

形成的“南粮北调”粮食生产格局逐渐被“北粮南

运”所取代，北方的粮食主产区通常水问题较为突

出，这些地区常年输出的虚拟水量十分巨大，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地区水资源短缺，虚拟水贸易战略研

究并非改变这些粮食主产区的功能，但对于我国这

样的大国，国内区域间虚拟水贸易的适当调整，从而

缓解粮食主产区的水压力，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 2) “气候变化”、“水量平衡”与“虚拟水贸易”

三者内在逻辑关系紧密

气候变化与虚拟水贸易二者是影响区域水量平

衡的两股对冲力量，前者是客观影响，后者是主观响

应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区域水量平衡已经有了一

定研究，但虚拟水贸易如何影响水量平衡还没有得

到规范性研究，但这种影响却非常值得关注，近年来

的研究表明，全球贸易对地区水资源系统产生的影

响至少与气候变化对地区水资源系统产生的影响相

当［35］，而中东和北非地区每年通过粮食贸易进口的

虚拟水 量 相 当 于 从 尼 罗 河 每 年 流 入 埃 及 的 径 流

量［5］。如此可观的虚拟水流量使人们认识到，在人

类活动作用下，水循环除自然途径外，还存在着另外

一种方式或机制，即由全球贸易所产生的“虚拟水

资源流”，Turton 等［36］在研究中也提出，我们过去所

说的水循环过程在内涵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水

文循环，而增添了社会经济性质的若干层次。因此，

在气候变化的环境下，研究虚拟水的基础理论和方

法，构建虚拟水贸易的实施政策，进一步拓展地区保

障水量平衡的途径，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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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China transforms from unity society to
community society，the community becomes the focus
of the people，which poses new challenge to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appeals for management
innovation． The community committee，as the core part
of the system of community management，goes between
traditional role and contemporary role with regard to its
role re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society
duality research，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rientation of community committe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role of the residential committee and the
analysis of role confusion，the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ro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mmittee to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the committee and to perfect
the city management at basic level．
Key words: community committee; role orientation;
role reconstruction; binary separation

Study of Endowment Cost Formation of the Elderly
from Ｒural Areas to Cities Due to Farmland
Ｒequisition /SHI Guoqing， 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key targets and tasks of realizing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s that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of land-requisitioned peasants is
the same as the urban inhabitants． There is sharp
difference between peasants and urban inhabitants
concerning endowment demand and cost． The elderly
whose farmland has been requisitioned move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and then their endowment demands
change in a remarkable way． The endowment demand
makes endowment consumption activity available，
which produces endowment cost and then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endowment cost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and-cost transition way，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 of
endowment demand and endowment cost． Then it
summarizes the five types of explicit cost，three kinds
of implicit cost and two sorts of other cost on the basis
of four categories of thirteen methods of transition．
Key words: land-requisitioned peasants; the elderly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endowment demand;
endowment cost; transition way

Ｒesearch Overview on Impact of Virtual Water
Trade Concerning Water Security and Food
Security /TIAN Guiliang ( 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ying change of global
climate，the water security of domestic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ends to become grim， thereby
affecting national food secur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water
security and food securit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virtual water trade on the

optimiza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ideological trend of
social water circulation，which aims to achieve regional
water balance under climate change． Then，it hold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element of virtual water
into consideration by using water balance model．
Moreover，it analyzes the potential risks pertaining to
virtual water trade on climate change and puts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policy of virtual water trade in order
to make non-engineering approaches of safeguarding
regional water security and food security availabl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of virtual water
trade; water balance; water security; food security

Overview of the Ｒesearch into Investment
Mechanism of Ｒ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China /HUA Jian，et al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laafies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mechanism from four aspects:
the suject of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vestment，the shareing mechanism，the investm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he investment growth
mechanism．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uture study may start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from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n， it proposes practical suggestion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regard to research method，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financial
proportion of central，provinci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n water conservancy in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the
category of empirical research． ． With regard to
research content，the curret study mainly centers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
Therefore，further research should be focused on some
specific issues．
Key words: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investment;
research overview

Ｒesearch into Spillover Effect of Payment System
Innovation on Intermediat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 A Case Study of Commercial
Bank in Jiangsu Province /ZHANG Shu，et al(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current hot issue i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The financial innovation of commercial
bank，especial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mediary
business， leads to the increasing performance and
enhancing competitiveness，which benefits from the
innovation of payment system of central ban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progress， the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mediate business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proposes
that the innovation of payment system，as the technical
progress，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eating spillover
effect for the intermediat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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