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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研究》收录了水资源产业市场化研究；水资源产业市场化中的水价机制；水
资源市场化的高级形式；水资源资本市场的模式选择；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培育；水资源市场化中的政
府规制研究；排污权交易制度中的政府职能等内容，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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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普，1972年生，河北平乡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及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律师。
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现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兼
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票据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中共北京市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助理（挂职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
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2009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基于物权视角的水资源市场化法
律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合作）。
先后在《保险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管理》、《生态经济》等重要核心期刊发表《外部性
、区域关联效应与区域协调机制》、《美国存款保险制度评述》等多篇学术论文。
曾在律师事务所、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等单位工作，长期致力于银行、保险、
证券、期货、信托等领域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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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环境用水在澳大利亚得到了高度重视。
1994年联邦政府政务院在水改革框架中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环境是合法的用水户。
水分配过程中，每个流域经测试后首先评估确定需要多少的环境生态用水，在生态环境用水得到保证
的前提下，再确定可供消费的水量。
除了某些特殊或紧急情况外，环境用水具有优先权。
消耗性用水要以保证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同时只有在环境用水与其他用水之间确定分配关系后，
才能引入水交易。
 如前所述，一旦水资源完全分配、引入水交易，以前无偿获得水权的人因此会取得相当可观的资本收
益。
这种不公平是基于水权取得时间的“时先权先”或仅考虑当前水需求的分配体制带来的。
因此，澳大利亚一些土地拥有者要求在允许水权出售前重新分配水权，并在水权初始分配中引进竞争
机制，如采用拍卖或有条件购买等方法来分配水权。
这类市场化的水分配机制正逐步推广，并将逐渐淘汰过去“时先权先”等不合理的分配方法。
 在产权初始分配及实施中，社区的广泛参与对获得公众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参与其主要途径是让各用水户、利益团体和一般社区成员参与到影响水权分配与管理的流域规划
过程，以及进行与水分配及水权交易有关的公众咨询程序。
 （四）水市场交易遵循的原则 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水市场交易的原则有：（1）水交易必须以对河流
的生态可持续性和对其他用户的影响最小为原则，生态和环境用水必须绝对地得到保证；（2）水贸
易必须有信息透明的水交易市场，为买卖双方或潜在的买卖双方提供可能的水权交易的价格和买卖机
会。
（3）对于永久贸易，必须有买卖双方向州水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附相应的评价报告，由专门的咨询
机构做出综合评价，在媒体上发布水权永久转让的信息，最终由州水管理机构重新向买方颁发取用水
许可证，同时取消买方的取用水许可证。
 （五）水交易的程序与方式 水权交易分为永久性的和临时的两种。
一般水交易的程序主要有：核查卖方水的所有权、可利用权、输水能力以及涉及的第三方利益；核查
买方输水能力、场地使用以及与相关环境标准和管理规划的符合情况；潜在的交易双方应适当保证按
时支付和及时送水；提供买卖双方责任最低标准的文件。
水交易管理者应将有关要求文本化，在交易前向买卖双方说明水交易程序及相关义务等。
对准许交易买卖双方的用水必须进行测量和记录。
水交易程序强制性地要求价格公开，价格公开和市场信息可在相关网站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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