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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增量供水的区域利益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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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南水北调工程调水能够有效缓解缺水地区的缺水情况, 为受水区带来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本文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量分配方案中的分水量为基准, 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受水区 11 城市为案

例, 分析增量供水给各受水城市带来的利益增进。实证研究表明, 水量分配的影响因素、水量分配的

方法以及具体的水量分配方案, 都会影响受水区之间的利益增进程度。基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量

分配方案的调水利益表现出非均衡性, 原来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在调水中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更好的

发展条件和机会, 其竞争优势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南水北调增量供水在受水城市之间形成了基于调

水的非均衡利益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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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资源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之一。由于缺少足够的水资源, 我国北方地区的经

济增长受到了很大影响, 尤其是那些严重缺水的城

市, 产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

将有效缓解北方一些地区的水资源缺乏问题, 为产

业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进而影响到当地的资

源开发 利用、经 济发展以及 人们的社会 生

活
[ 1] ( P53- 58)

。但同时, 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引起区域

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变化,

对于每个受水区来说, 调水的受益程度存在很大差

异, 调水量在各受水区域的分配引发了各区域之间

利益格局的变化。本文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受

水区的 11个城市作为案例分析区, 研究调水量在

河南省各受水城市之间配置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以

及生态环境效益, 进而说明调水的区域利益增进以

及基于调水的区域利益分配格局。

一、区域利益增进的定量描述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大型的水资源调配工程,

水资源调配的结果势必改变原有水资源的内在性

质, 使其在时空上发生变化, 从而产生一系列有形

和无形的效益或影响。如何较为准确地确定因调水

而产生的效益, 是决定调水工程能否成立的重要因

素之一。受水区在水资源供给总量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 调水对受水区带来的利益增进表现为调水工程

的调水效益方面。南水北调工程的调水效益, 分为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对于受水区

来说, 经济效益往往是主要的, 因此, 经济效益是

南水北调工程受水区利益增进的主要部分。对受水

区而言, 调水所带来的利益增进就是调水对区域经

济产生的宏观影响, 其定量评价方面主要包括调水

量在省级行政区域之间分配后所产生的经济贡献,

以及各省级行政区域内部各受水城市口门分水量对

地区经济的贡献。

(一) 水的经济价值衡量

调水对特定受水区的区域利益增进, 是受水区

供水量的增加对受水区各用水部门产生的效用的总

和, 因此, 利益增进可以通过评估该地区水资源利

用的经济价值来衡量。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主要表现

为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量的水所带来的社

会经济效益贡献份额。水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和作

用, 即水的经济价值, 通常通过计算供水产生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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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以表征: 取用水经济价值= 总产出  水的效益
分摊系数/取水量。此处水的效益分摊系数供水效

益主要体现为社会与经济部门的用水效益, 包括生

活与生产用水的效益贡献
[ 2]
。生活用水的价值主要

是水资源对维持人类劳动力的贡献量值。

(二) 增量供水的用水效益分析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主要是满足受水城

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兼顾生态用水, 因此, 增

量供水的用水效益主要是生活用水效益、工业用水

效益以及环境效益。供水效益分摊系数法是目前计

算供水效益常用的方法, 按照各部门的投入比例和

!谁投入谁受益∀ 的原则对部门生产效益进行分摊。
供水效益的分摊系数是一个反映部门生产与供水投

入两方面情况、供水效益的多种影响因素及其相关

关系的综合系数。本文基于供水效益分摊系数计算

原理, 把水作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之一,

按照要素贡献论, 分摊计算经济活动中水资源要素

的效用价值, 进而推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增量供水

的利益增进。供水部门分为工业、农业、第三产

业、居民生活以及生态环境五个部门, 在缺乏各类

生产要素影子价格等资料的情况下, 本文暂以计算

的现状单位供水量对用水部门的效益贡献作为部门

用水的效益价值的近似量值指标。

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增量供水的经济效益

(一) 模型选择

1� 农业供水经济效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
成后, 所调之水主要用来满足受水区城市生活和工

业、环境用水的要求。南阳市是唯一一个提供农业

灌溉用水的地区, 因此,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受

水区的农业供水效益就是南阳市的农业灌溉用水效

益。本文依据效益分摊系数法来估算南阳市农业供

水效益, 计算公式如下
[ 3] ( P888- 892)

:

B = Vqk = ( I / W ) f qk ( 1)

式中 B 为供水效益, V 为单方水经济价值, I

为农业增加值, W 为总用水量, q 为调水工程的增

供水量, f 为分摊系数, k为农业灌溉水利用率。

2� 工业和第三产业供水经济效益。
B = Vq = ( I / W ) f q ( 2)

式中 I 为工业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其他符号

含义同式 (1)。

3� 居民生活用水供水经济效益。
B = Vq = ( re/ p ) f q ( 3)

式中 B 为供水效益, V 为单方水价值, q 为调

水工程的增供水量, f 为分摊系数, r 为居民可支

配收入, e为恩格尔系数, p 为人均年用水量。

(二) 模型参数的确定及数据处理

1� 供水效益分摊系数。
( 1) 农业供水效益分摊系数。农业灌溉效益分

摊系数反映了水在灌溉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依据

我国 #水利建设项目评价规范∃, 灌溉效益分摊系
数平均取 0� 4, 本文取南阳市的农业灌溉效益分摊
系数为 0� 4。

( 2) 工业供水效益分摊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f =
F1

F1 + F2
(4)

式中 F1 为供水工程的全部固定资产投资, F2

为供水范围内用水部门非水固定资产投资。

综合考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受水区各城市

的区位因素、所处流域的水资源状况、水利基础设

施条件、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值, 并参考相近地区

工业供水工程效益计算的已有研究成果 [ 4] ( P201- 204) ,

本文将河南受水区黄河以北的 5个受水城市的分摊

系数取 4� 5%, 黄河以南的 6个受水城市的分摊系

数取 3� 8%。
( 3) 第三产业供水效益分摊系数。水对劳动力

恢复的贡献率即为第三产业供水效益分摊系数, 或

者称为第三产业用水对劳动力的贡献率。根据国内

相关研究
[ 5] ( P146)

, 河南省受水区各城市第三产业供

水效益分摊系数取 3%。

( 4) 居民生活供水效益分摊系数。居民生活供

水效益分摊系数为水对劳动力恢复的贡献率, 取

3%。

2� 调水工程的增供水量及其在受水区各城市
供水部门间的分配。

( 1) 调水工程的增供水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河南受水区的调水总量根据受水区城市水资源供需

预测的净缺水量确定。2010年规划水平年, 城市

总需水量 41� 89亿立方米, 当地可供水量 11� 50亿
立方米, 净缺水量为 29� 78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工

程年平均调水总量 29� 94亿立方米。这 29� 94亿立
方米的调水总量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受水区

的增供水量。

( 2) 增供水量在受水区各城市用水部门间的分

配。受水区各城市不同部门的水量分配由各城市口

门分配水量和不同部门需水预测值占总需水预测值

的比重共同确定, 其中城市生活用水包括城市居民

用水和城市公共事业用水。本文以公共事业用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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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代替第三产业用水。关于调水量在居民家庭用水

部门和第三产业用水部门的分配, 本文采用间接推

算的方法。具体方法是: 根据 #2007 年河南省统

计年鉴∃ 中关于城市供、排水情况的统计数据, 直

接得到城市全年供水量和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用水

量, 同时结合该年鉴中公布的河南省生态环境用水

总量的数据 ( 3� 94亿立方米) 以及 #河南省水资

源规划∃、#河南省南水北调受水区供水配套工程规
划∃ 中的关于各城市生态环境需水量预测的数据,

按比例推算出各城市 2006年的环境用水量。由于

某城市全年供水总量= 城市环境用水+ 城市居民家

庭用水+ 城市第三产业用水, 由此可以计算出

2006年各城市第三产业用水量。通过计算现状年

2006年各受水城市第三产业用水量占城市生活用

水量的比重, 以及城市居民家庭用水量占城市生活

用水量的比重, 近似推算出 2010 年各受水城市的

调水量在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第三产业用水的

分配量。各受水城市各产业增加值 I、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 r 和恩格尔系数 e可从 #2007年河南省统

计年鉴∃ 中直接查得, 人均年用水量 p 由统计年

鉴中人均日用水量计算获得, 总用水量 W 由河南

省 2006年水资源公报获得, 上述数据均以 2006年

为基准期。南阳市刁河灌区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率

k 取平均值 60%。调水工程的增量供水在受水区各

城市用水部门的具体分配结果和供水效益计算相关

参数及数据列表如下 (如表 1所示)。

表 1 � 供水效益计算的相关参数及数据 � � 水量单位: 亿立方米; 增加值单位: 亿元; 可支配收入单位: 元

受水

城市

口门分

水量

工业分

水量

第三产业

分水量

居民生活

分水量

工业

增加值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工业

用水量

第三产业

用水量

居民生

活用水

城镇居

民可支

配收入

恩格尔

系数

工业分

摊系数

人均年

生活用

水量

南阳市 4� 914 2�394 4 0�520 9 1� 309 3 546�55 294�96 8� 968 0�094 4 0�237 3 8 913� 30 0� 307 0� 038 29�930

漯河市 1� 060 0�630 7 0�322 2 0� 063 2 231�27 73�74 1� 345 0�814 2 0�159 8 9 033� 66 0� 316 0� 038 61�685

周口市 1� 030 0�371 6 0�465 3 0� 158 5 244�43 174�59 1� 702 0�209 1 0�071 2 7 218� 19 0� 354 0� 038 38�690

平顶山市 2� 500 1�512 1 0�412 9 0� 431 8 392�21 185�42 3� 322 0�591 0 0�618 0 9 897� 47 0� 346 0� 038 81�760
许昌市 2� 260 1�050 1 0�379 9 0� 421 4 425�26 159�49 3� 069 0�085 9 0�095 3 8 890� 86 0� 321 0� 038 35�405

郑州市 5� 170 1�716 9 1�535 1 1� 237 7 944�02 865�52 5� 232 1�266 9 1�021 4 11 822� 14 0� 339 0� 038 53�290

焦作市 2� 820 1�362 1 0�719 2 0� 273 5 418�24 188�24 3� 524 0�391 1 0�148 7 9 627� 53 0� 325 0� 045 25�185

新乡市 4� 016 1�880 4 0�841 8 0� 470 9 285�84 206�90 2� 357 0�428 5 0�239 7 9 455� 00 0� 326 0� 045 40�150

鹤壁市 1� 640 0�992 6 0�258 2 0� 127 6 126�46 51�80 0� 696 0�307 7 0�152 0 9 088� 70 0� 334 0� 045 50�735

濮阳市 1� 190 0�354 2 0�311 3 0� 251 7 265�12 94�76 1� 998 0�169 0 0�136 6 8 963� 19 0� 350 0� 045 52�560

安阳市 3� 340 1�969 6 0�725 5 0� 162 5 335�51 170�88 1� 764 0�766 4 0�171 6 10 008� 79 0� 310 0� 045 42�705

(三) 增量供水的经济效益估算

依据供水效益测算公式以及相关的参数数据,

计算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2010年增量供水的经济

效益 (如表 2所示)。

表 2� 2010 年各受水城市增量供水的经济效益 单位: 亿元

受水城市
工业增供

水效益

第三产业增

供水效益

居民生活增

供水效益
供水总效益 受水城市

工业增供

水效益

第三产业增

供水效益

居民生活增

供水效益
供水总效益

南阳市 5� 55 48� 82 3� 59 57� 96 焦作市 7� 27 10� 39 10� 19 27�85

漯河市 4� 12 0� 88 0� 88 5� 87 新乡市 10� 26 12� 19 10� 85 33�30

周口市 2� 03 11� 66 3� 14 16� 82 鹤壁市 8� 12 1� 30 2� 29 11�71

平顶山市 6� 78 3� 89 5� 43 16� 10 濮阳市 2� 11 5� 24 4� 51 11�86
许昌市 5� 53 21� 16 10� 19 36� 88 安阳市 16� 86 4� 85 3� 54 25�25

郑州市 11� 77 31� 46 27� 92 71� 16 合 � 计 80� 40 151� 84 82� 52 314�76

� �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后, 其干线供水主要是

满足受水区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南阳市是唯一一

个提供农业用水的地区, 且提供的 6亿立方米的新

增农业供水用来灌溉, 其农业灌溉效益为 4� 74 亿
元。因此, 南阳市的供水效益由工业供水效益、第

三产业供水效益、居民生活供水效益以及农业灌溉

供水效益四部分组成, 其总供水效益为 62� 70 亿
元。综上, 依 2006 年的水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调水对受水区城市带来的工业供水总效益为 80� 40
亿元, 第三产业供水总效益为 151� 84 亿元, 居民

生活用水总效益为 82� 52 亿元, 农业灌溉效益为

4� 74亿元, 总供水效益为 314� 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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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对 11个受水城市增供水效

益存在区域差异性。供水效益最大的是郑州市, 达

到 71� 16亿元; 其次是南阳市, 为 62� 70亿元; 供

水效益最小的是漯河市, 仅 5� 87 亿元, 为郑州市

的 1/ 12。调水给每个城市带来的经济利益增进不

同, 各地区的受益程度也不一样。发展基础较好的

城市如郑州、南阳等, 调水效益远高于漯河等经济

发展基础较弱的城市。这说明调水带来的利益增进

的差异性不仅与水量分配的多少有关, 也与每个城

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实力相关。

从各用水部门总的增供水效益大小的排序来

看, 第三产业的增供水效益最大, 居民生活增供水

效益次之, 工业再次之, 农业最小。但在有些城

市, 供水效益的大小却不是依此顺序, 漯河市、平

顶山市、鹤壁市和安阳市的工业用水效益远大于第

三产业部门的用水效益, 这与这四个城市的产业结

构有关。平顶山市和鹤壁市是河南省煤炭、电力、

石油、化工的主要生产基地, 安阳市是交通、建

材、钢铁的主要生产基地, 而漯河是机械、食品、

医药的主要产区。笔者在用投入产出法研究调水对

河南省 GDP 产生的影响时, 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
[ 6] ( P29- 36)

: 河南省不同产业部门的用水产出效益

差异比较大, 农业部门的用水产出效益较低, 第二

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

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四个部门外, 其他部门的用水

产出效益都较高。而漯河市、平顶山市、鹤壁市和

安阳市的主导产业都是用水产出效益比较高的工业

部门, 因此, 这四个城市的工业用水效益高于其他

部门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增量供水的

生态环境效益

� � 南水北调工程调水可以为受水区带来多种生态

环境效益, 具体体现在对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

系统和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方面。

(一) 生态环境效益的定量评估方法

本文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利部、意大利环境%领土与海洋部共同合作的 !中

意环保合作项目∀ #南水北调工程 (东线) 可持续

水资源综合管理研究∃ 中的研究方法, 在计算出全

国平均的生态环境效益的基础上, 根据各城市的环

境系数调整和估算各受水城市的生态环境效

益
[ 7] ( P183- 184)

。

1� 计算全国平均生态环境效益。综合采用费
用分析法、直接市场法和影子价格法得出全国平均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价值为 44� 08元/吨。

2� 确定各城市的生态环境系数。在不同地区,

1吨水的生态环境效益是不同的。可以预计, 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在

生态环境上。经过研究发现, 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支

出意愿与当地平均恩格尔系数紧密相关。人们的环

境支出意愿可以用环境系数来衡量[ 8] ( P11- 17)。

环境系数与恩格尔系数的关系如下式:

Rn= 1/ (1+ e
( 3- 1/ En)

) (5)

其中 Rn 为环境系数, E n为恩格尔系数。

根据上式及各城市的恩格尔系数, 计算各城市

的环境系数; 再根据各城市的环境系数, 计算出各

城市的环境系数相当于全国环境系数的比例; 最后

根据全国平均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价值,

按比例推算出各城市单方水的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

效益价值。

3� 估算各城市的生态环境效益价值。根据各
城市投入的生态环境用水以及单方水的绿地生态系

统的生态效益价值, 可估算出各城市的生态环境效

益价值。

(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的生态环境效益

估算

由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供水目标是城市

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 因此, 调水

量分配中关于生态环境的分配水量是指城市的生态

环境用水量; 而城市生态环境用水主要包括市区河

湖换水、公共绿地用水和河道环境用水, 因此, 调

水的生态环境效益主要是调水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

带来的效益价值。鉴于此, 本文所分析的生态环境

效益是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

1� 指标及数据。全国和各城市的恩格尔系数
取 2006年值, 数据来源于 2007 年 #河南统计年

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增

量供水分配给河南受水区的城市生态环境的用水总

量为 4� 304 9亿立方米。受水区各城市的生态环境

用水主要用于城市绿化, 即城市绿地用水和河道用

水。一般而言, 城市绿地用水占城市生态环境用水

的比例大致为 1 & 10
[ 9] ( P297)

, 因此, 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河南受水区城市绿地用水量为 0� 430 9亿立方

米, 11个受水城市的城市绿地用水量也相应以 1&

10比例换算。相关数据见下表 (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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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水区 11 个城市生态环境效益

受水

城市

恩格尔系

数(En)

环境

系数(R )

相当于

全国的

比例(% )

单方水绿

地生态

效益(元/

立方米)

生态环

境分配

水量(亿

立方米)

城市绿

地用水

量(亿

立方米)

绿地生态

系统效益

(亿元)

南阳市 0. 307 0. 564 1. 26 40. 50 0. 689 4 0. 068 94 3. 817

漯河市 0. 316 0. 541 1. 21 41. 70 0. 043 9 0. 004 39 0. 233

周口市 0. 354 0. 456 1. 02 45. 27 0. 034 6 0. 003 46 0. 155

平顶山市 0. 346 0. 473 1. 05 42. 89 0. 143 1 0. 014 31 0. 664

许昌市 0. 321 0. 529 1. 18 39. 31 0. 408 6 0. 040 86 2. 121

郑州市 0. 339 0. 487 1. 09 40. 50 0. 680 3 0. 068 03 3. 256

焦作市 0. 325 0. 519 1. 16 40. 50 0. 465 2 0. 046 52 2. 371

新乡市 0. 326 0. 517 1. 15 41. 70 0. 822 9 0. 082 29 4. 176

鹤壁市 0. 334 0. 499 1. 11 40. 50 0. 261 6 0. 026 16 1. 280

濮阳市 0. 350 0. 464 1. 03 42. 89 0. 272 8 0. 027 28 1. 244

安阳市 0. 310 0. 556 1. 24 36. 93 0. 482 5 0. 048 25 2. 635

全 � 国 0. 358 0. 449 1. 00 44. 08

合 � 计 4. 304 9 0. 430 49 21. 951

2� 生态环境效益估算。根据生态环境效益的
定量评估方法以及受水区各城市的生态环境分配水

量, 可以估算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受水区各城

市的生态环境效益 (如表 3所示)。

由表 3估算结果可以看出,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的生态环境效益为每年 21� 951亿元。各城市的
效益值差别比较大, 新乡市的生态环境效益最高,

每年为 4� 176亿元, 南阳市和郑州市的比较高, 每

年分别能产生 3�817亿元和 3� 256亿元的生态环境
效益价值;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这三个城市的环境

系数和生态环境分配水量都较高。漯河市和周口市

的生态环境效益相对非常低, 仅分别为 0� 233亿元
和0� 155亿元; 周口市的生态环境分配水量最少,

而漯河市虽然环境系数相对较高, 人们对生态环境

的支出意愿较强, 但生态环境分配水量太少, 仅略

高于周口市, 所以调水给这两个城市带来的生态环

境效益价值与其他城市相比具有较大差距。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 南水北调工程的增量供水

使得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瓶颈问题得到了缓解。调水

产生的供水效益使得区域利益增加, 但不同地区、

不同部门获益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表现出非均衡性,

给每个城市带来的经济利益增进是不同的。原来发

展程度较高的区域在调水中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更

好的发展条件和机会, 其竞争优势将会得到进一步

强化。

南水北调增量供水在受水城市之间形成了基于

水资源调配的区域利益分配格局。水量分配比较多

的城市往往是那些发展基础比较好、经济实力相对

较强的城市, 从而在区域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

较优的地位; 而那些水量分配比较少、经济实力相

对较弱的城市, 在区域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较

弱的地位, 这样的结果将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的

差距。

在南水北调工程调水中, 水量的分配就是利益

的分配, 因水量分配而形成的区域利益分配格局的

协调, 其实质就是如何分配水量的问题。如果分配

有失公平或分配依据不尽合理, 就可能引起区域之

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 从而有悖于调水工程建设

的目标。对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中根据各受水区的

缺水总量来确定调水总规模, 这无可非议, 但当调

水总规模确定之后, 各受水区的调水量分配如何实

现, 各地区所分配的水量是否是其缺水量的值, 如

果不是, 将不能有效缓解该地区的水资源瓶颈问

题, 该区域的调水利益将不能完全实现。所以, 关

于调水量的分配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 既要

讲效率, 又要讲公平, 还要体现重大调水工程水资

源宏观调配的目标。考虑利益协调的影响因素, 以

水权配置来制约和规范调水量的分配, 使得调水量

的分配既能实现调水工程的建设目标, 又能满足各

用水地区的用水需求, 还能协调区域之间因分水而

产生的利益矛盾, 实现调水工程水资源调配中的区

域利益协调, 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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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st imates the contribut ion to r eg ional benefit promot ion of the incremental w ater

supply and then analyses the dist ribut ion pat tern o f reg ional benef its based on the allocat ion scheme in the

Middle Route Project o f South�N orth Water Transfer�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 n that the contribut ion

to the regional benef it promot ion o f the incr emental w ater supply, w hich is determ ined by the allocat ion

pro grams of SNWT, is non�balanced�Cit ies w ith higher levels of development w ill g et mo re benef its and

bet ter condit ions and oppor tunit ies for development , and their compet itive advantages w ill be further

st reng thened� So, a non�balanced dist ribut ion pat tern of r eg ional interests w ill be formed among differ ent

c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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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ecolog ical compensat ion mechanism is the very important content fo r

China�s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const ruct ion and pr otect ion st rateg y in the new period� This paper int ro�
duced in detail the fo reign theoret ical research and important points of eco�compensat ion mechanism and

systemat ically analyzed the theor et ical research and operation modes for the implementat ion o f ecolog ical

compensat ion po licies abroad in the f ield of eco logical const ruct ion and pr otect ion� In combinat ion w ith the

ongoing pr ocess of principles, key ar eas and modes of policy operat ion i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China�s ecolog ical compensat 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gave a set of policy recommendat ions such as com�
pensat ion mode, operat ion mode, policies and legal pract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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