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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金融支持国家水网建设的思考

邱振宇 郑懋岚 吴晓峰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苏省分行

国家水网建设对农发行的影响

为拓展业务“蓝海”创造新机遇。伴随顶层文件出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将迎来密集开工建设期，水利投资有望迎来

进一步提升和扩容，将给农发行带来业务发展新机遇。一是资金需求巨大。根据水利部数据，2022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达

到 10893亿元，比 2021年增长 44%，首次突破 1 万亿关口。其中广东、云南、浙江、江苏等 12个省份完成投资额度超 500亿

元，中长期资金需求巨大。二是“两手发力”要求迫切。长期以来，财政投入在水利投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受国际国

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财政筹措水利建设资金的难度和压力增大，中央水利建设投资规模持续放缓。据公开数据，“十三五”

期间，中央水利投资规模相较于“十二五”期间减少 351亿元；2022年投资规模 1439亿元，比 2021年减少 43亿元，下降近 3

个百分点。未来一段时期，水利投资将依靠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市场化融资将面临空间广阔的业务蓝海。

为争当主办银行带来新契机。农发行争当服务国家水网建设主办银行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政策支持优势。2022年 6月，农

发行与水利部联合印发《关于政策性金融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出台一系列差异化政策，建立“七优先”绿色

通道，具有做好金融服务的政策基础。二是系统管理优势。农发行总、省、市、县机构完整，政策贯彻和业务指导可以直达基

层，可以做到点对点对接每个市县、每个项目，提高金融服务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三是专业能力优势。农发行长期根植“三农”，

近年来在长江黄河大保护、水利基础设施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很多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比如水权、水市场改革等内容，

前期在履职服务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并支持一批国家和地方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可以及时推广应用到国家水网建设领域。

为业务创新转型提供新空间。水利项目多以公益性、准公益性为主，如何既规避政府隐性债务，又保证充足的现金流来源

和风险保障措施，一直是业务转型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强水网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推进水权水市场改革，完善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制度”“加快水网供水价格改革，创新完善公益性与经营性供水相结合的价格

形成机制”等国家水网高质量发展举措，为水利“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提供了新的路径，有利于农发行进一步创新项

目融资模式。

对高水平履职提出新要求。从服务需求看，做好国家水网建设金融支持的主要难点在“融智”，需要主动参与国家和地方

重点水利投融资方案制定，设计符合需求的信贷产品和模式，为客户挖掘项目现金流，积极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从团队支持看，

国家水网建设工程具有专业性、多样化的特点，对信贷人员素质提出挑战，需要打造一支了解国家财政、水利等相关政策，熟

悉业务流程和规章制度的专业队伍。

相关业务发展建议

积极主动作为，与战略部署同频共振。一是增强银政合作“密切度”。发挥农发行总、省、市、县“四级机构”优势，主

动与各级地方政府、水利部门、水利企业对接，做到具备融资条件的重大水利工程项目营销全覆盖、国家水网重点领域信贷支

持全覆盖，提前介入和支持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有示范性意义的重大项目。二是增强政策实施“参与度”。密切跟踪国家和

省、市、县各层级水网建设运营实体组建进展，积极参与各地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充分利用专业优势和服务优势，

帮助地方政府培育主体、策划项目、设计方案。三是增强资源配置“精准度”。持续将最优惠的信贷资源集中投入到国家水网

建设领域，体现政策性银行长期的政策属性和价值取向，多措并提供周期长、成本低规模足的信贷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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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分类施策，做好融资融智服务。一是“延链强链”模式。积极探索推动水利产业链公益性和经营性项目一体化建设运

营，支持水利上游“引水、集水”、中游“制水、供水”以及下游“防洪、治理”等项目联动开发，做到以盈补亏、以丰补歉。

二是“打捆打包”模式。依托水利项目点多、线长、面广的自然属性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支撑的经济属性，采取“肥瘦搭

配”方式，与其他产业项目统筹推进、一体化实施，实现项目投资平衡。比如通过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将水利

项目与现代农业、港口物流等项目有效整合。三是“赋权经营”模式。鼓励有资源禀赋的地区，将具备开发价值的矿产、旅游

等资源特许经营权益注入项目主体，通过赋权经营收益平衡公益性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投入；支持项目主体整合收购涉水优质资

产，做大做强企业的整体实力。四是“生态价值实现”模式。结合水权水市场改革、供水价格改革等创新领域，重点在水生态

产品价值核算、上下游供需对接、涉水产品市场交易等方面开展实践，充分挖掘水资源经济价值，积极探索水利促进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有效措施。

打造特色品牌，推动服务迭代优化。一是产品突出“贴合度”。聚焦国家水网建设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深耕细作、做足

成色，积极推广可复制、可持续的产品模式，如推出“节水贷”“水权贷”等细分产品，丰富“贷+投”“贷+债”“流贷+项目”

等产品组合。二是服务体现“定制化”。既要准确领会和积极落实中央精神，全力支持国家和地方最为关注的重点水利工程，

同时也要把自己服务措施与地方发展规划有机融合，在支持水网与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发挥当先导、补短板作用。三是风控

突出“实质性”。服务国家水网建设要做到量、质并重，既要加大信贷支持，也要体现银行的一般性经营规律，把好准入关、

边界关、风险关。在支持路径选择、方案设计、贷款管理等方面坚持市场化运作，确保不触碰隐性债务的红线。

强化人才支撑，提高履职保障能力。一是提升信贷人员专业素质。统筹整合总、省、市、县四级行资源，成立服务国家水

网建设专业人才库，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原则，协同推进重点项目营销和办贷工作。二是开展精准培训。加大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水利行业政策等培训力度，重点提升信贷人员服务水利项目专业技能，促使农发行信贷产品和

服务更好地满足国家水网建设融资需求。三是大力弘扬首创精神。坚持把创新放在核心位置，大力倡导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充分发挥服务水利项目主观能动性，为国家水网建设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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