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建设调水大网钱
从哪来，债务会不会成为
坏帐？ 

  



 

 - 2 -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笔者估计，2020 年成本现值，未来调 2000 亿立方米水，平原地区假

定 1 立方米调水产能需要 15 元投入，即 30000 亿元工程资金。但藏水入

疆 600 亿立方米和大西线 600 亿立方米，可能要翻番为 1 立方米投入 30

元，36000 亿元；除了已经建成和快要完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外，东

北等其他区域 500 亿立方调水，考虑线路长等因素，可能需要 1 立方产能

20 元投入，资金规模为 10000 亿元。预计未来 15 年调水资金保守 50000

亿元左右，包括其他调水和配套工程，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未来全国调

水工程需要建设资金大约在 80000 亿元左右。甚至如果西北南水北调，工

程艰巨，投资可能还要大一些。 

 

在国家总体负债率逐步升高、财政收支紧张的情况下，钱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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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从学理上分析了淡水和土地资源产

品的经济性质。我认为据其，需要根据调水改土工程增加配置淡水和土地

资源的特殊性，应当设计“调节水资源分配—增加可利用土地—形成有价

值的水权和土地等资产—抵押获得长期国债和银行长期开发贷款”的投资

水利、开发土地和抵押融资三位一体的运转模式。 

1．调水总体上一定要与改土相结合 

在全国水网建设过程中，调水总体上应当与改造开发未利用土地结合

进行。只有调水与改土结合，才能增加生产力的要素，才能创造劳动力要

素、资本要素与土地要素组合的条件，才能发展生产力。前面已述，调水

除了城市生活和工商业用水外，重要的是农业用水，特别是增加城乡耕地、

园地和建设用地。因此，调水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调水而调水，更重要的是

在调水的同时，增加可利用土地。 

从用地结构上看，我们将调水资源 1050 亿立方米，分配给新改造开

发 7 亿亩耕地和园地用；另外 950 亿立方米调水用于城市和工商业。未来

城市工商业和交通水利等用土地，通过跨区域建设用地与新开发农业用地

相互进行占补平衡，使其能够跨区域增加异地城市和工商业建设用地。 

从区域上看，调水和改造开发土地相结合，西北地区总调水 795 亿立

方米，改造开发土地 5.3 亿亩土地。其中为北疆调水 225 亿立方米，改造

开发 1.5 亿亩土地；为南疆调水 450 亿立方米，改造开发 3 亿亩土地；东

疆和河西走廊调水 75 亿立方米，改造开发 5000 万亩土地；青海柴达木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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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水 45 亿立方米，改造开发 3000 万亩土地。华北地区甘肃东北部、宁

夏、内蒙中西部、秦晋北部等地调水 150 亿立方米水改造开发 1 亿亩土地。

东北西部内蒙东部、河北北部和东北西部调水 105 亿立方米水，改造开发

7000 万亩土地。 

实际上，一个地区淡水人均拥有中，除了人均生活用水外，还包含着

有相关的工商业用水和其他用水。当然，因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

非农产业结构用水等等的不同，单纯用人均分配，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

是，假定从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低的地区也要向高水平发展看，非农业调

水按照人均在各地分配也有其一定的公平性。因此，笔者初步按照各干旱

地区人口规模和水资源分布的区内比例，粗略匡算了一个各省非农业 950

亿立方调水的分配表。 

 

前面已经论述，因城市化、工业化、交通水利现代化和生态环境优美

化的新增土地，都需要从上述 7 亿亩中分配 1.5 亿亩数量内，在调水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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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经济发展区进行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的用途置换。因此，调水一定也

要与增地相结合。 

2．调水一定要与水土市场化配置和资产化改革相结合 

在调水改土增加淡水和土地资源的过程中，要将这一重大的发展战略

性举措与水资源、土地要素市场化和水地资源资产化改革结合起来推进。

调水只有与改革相结合，才能政府以举国条件和环境、各类市场主体竞争

发力，市场化运作，遵循经济规律和经济规则办成办好调水大事；才能使

淡水土地资源要素配置优化，才能使土地要素市场化和资产化，才能使其

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水资源分配，自流水留做农业领域使用，水价成本应当较低，但需要

监控和处罚农业用水被加价卖给非农业用水的行为。鼓励发展节水农业，

扩大节水应用，降低节水成本。应当保持居民基本生活用水价格的稳定，

严格按照用量标准阶梯价格调节用水。而工商业用水，则应当明晰工商业

水资源生产调度的产权，水资源总量在各地上进行市场化分配，形成总体

水权交易市场，以及各层级的工商业用水交易市场。调水改土形成的土地

资源，作为农场、园地和建设用地指标的，农业用地可以考虑将一部分分

为 500 亩一份，配套建设水利道路等设施，最低价格或者无偿配给内地向

西北、内蒙和东北边疆的农业移民；另外，为了避免国有农场低效率和寻

租腐败，3000 亩以上规模，向全国各地有志投资农场的市场主体低价转让，

发展规模化的家庭农场；也欢迎股份制的专业化农业公司，投资更大规模



 

 - 6 - 

的现代化农场。 

所有农业土地可以国有，但使用财产权为小规模农户、中型家庭农场

主以及农业股份公司所有，土地使用年期为 999 年，使用财产权可以交易、

出租、入股、抵押和继承，是小规模农户、家庭农场和股份公司受法律保

护的资产。这类农场用地，应当允许市场主体配套建设农业设施，包括工

具房和农场家庭用住宅。 

调水改造开发的园地作为经济作物土地，总体上限定规模和比例。应

当以适当价格有偿转让，向全国投资者开放挂牌销售；其他地区的耕地转

园地也可以跨区实行食粮用地和园地之间的置换平衡，置换地区向开发地

区支出一定的开发费用。用于城市住宅和工商业建设占补平衡的新开发土

地指标，可以向全国其他需要建设用地的地区，进行拍卖。无论是置换的

园地，还是占补平衡的建设用地，国有性质不变，园地使用年期 999 年，

住宅用地 500 年，企业用地 300 年，其他非企业法人用地 200 年，但使

用财产权也应当可以交易、出租、入股、抵押和继承。 

总之，淡水资源要市场化分配和土地要素要市场化配置，并且推进水

权和土地资源的货币化、资产化和财富化改革。 

3．淡水和土地资产一定要与抵押债务融资相结合 

淡水土地资产只有抵押与债务融资相结合，才能筹集建设调水网需要

的巨额资金，才能形成投资建设运营“资源资产期权和实物抵押—国债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4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