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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推进租售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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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从细管好用好水资源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控制性要素。要坚持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积极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

排、城镇节水降损，协调推进产业节水和节水产业，全面深化水价改革。

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可持续性

周茂华

勾建山作（新华社发）

中国缺水吗？如果只谈直观印象，不

同地区的人或许会有不同感受。客观现

实是，我国是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

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35%

左右，近 2/3 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水资源

短 缺 已 成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重 要 制 约

瓶颈。

近日多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明确提出，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用水总

量和强度双控，强化取水管理，严格节水

管理。到 2025 年，全国年用水总量控制

在 6400 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

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降 16%左右，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8 以上，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降低 16%。实

现这一目标，必须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

衡，是我国的基本水情。夏汛冬枯，汛期

降水占全年 60%至 80%。南多北少，水资

源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匹配。南

方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36%、人口占

54%、耕地占 37%，水资源总量占 82%；北

方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64%、人口占

46%、耕地占 63%，水资源总量仅占 18%。

缓解水资源短缺，节水是关键环节。

近年来，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指引下，我国

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取得积极成效。

2022 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较 2015 年下

降约 33%和 50%。我国用占全球 6%的淡

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20%的人口，创造了

世界 18%以上的经济总量。成就举世瞩

目，但总的来看用水方式还比较粗放，水

资源利用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我国

还处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未

来水资源供需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水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

导性、控制性要素。要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有多少汤

泡多少馍”。积极推动和实现农业节水增

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工业

方面，根据可用水量，合理规划发展布局

和规模，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水资源

超载地区、严重缺水地区有序压减高耗水

产业规模，严格限制新上高耗水项目取水

许可。农业用水在我国用水结构中占比

最大，也是节水最大潜力所在。要优化调

整农业生产结构，推进适水种植；持续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节水型灌区建设，推

广 高 效 节 水 灌 溉 及 水 肥 一 体 化 等 节 水

技术。

产业节水和节水产业要协调推进。

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进节水技术产

业化，提高节水产品供给能力。合同节水

管理是培育节水市场、发展节水产业的重

要抓手。要在公共机构、高耗水行业、供

水管网漏损控制等领域推广合同节水管

理。鼓励第三方节水服务企业提供社会

化、专业化、规范化节水服务，通过节水效

益分享等方式回收投资和获得合理利润。

既要节流，也要开源挖潜。我国污水

资源化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利用量不

大、利用率较低。要加强污水资源化利

用，推进再生水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

国土绿化、生态补水等领域，推动海水、矿

井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

拧紧“水龙头”，离不开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的共同发力。发挥好价格的杠

杆作用，全面深化水价改革，深入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健全城镇供水价格形成

和动态调整机制，推行居民阶梯水价、非

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稳步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落实节水税收优

惠政策。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

基。做好节水文章，不仅要增强全社会

的 节 水 意

识 ， 使 之 成

为 企 业 和 个

人 的 自 觉 追

求 ， 更 要 通

过 “ 硬 指

标 ”“ 硬 措

施”，以刚性

约 束 强 化 水

资 源 节 约 集

约利用。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

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

风险的根本举措。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召开电视会

议，学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研究落实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工

作要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要够、节奏要

稳、结构要优、价格要可持续。如何理解这些

要点，值得分析。

一是力度要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够不够，主要体现在“量增”和“价优”上。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7.44 万亿元，

同比多增 1.76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和各项

贷款增量分别达到 25.2 万亿元和 17.4 万亿元，

在去年的高水平上进一步多增。8 月末广义货

币（M2）余额同比增长 10.6%。同时，社会融资

成本持续降低，8 月份新发放的企业贷款、个人

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3.85%和 4.12%，

同比均有所下降。下一阶段，需要加大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力度，综合运用总量、结构性工具，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提振市场信心，

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平衡。

二是节奏要稳。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节

奏要稳，主要是因为信贷波动过大可能会放大

经济波动，进而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

要平缓信贷波动，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稳

定性。1 月份至 8 月份，国内金融政策靠前发

力，信贷同比明显多增，同时各月度新增信贷

波动基本符合季节律动，银行金融机构信贷投

放节奏保持平稳。接下来，应综合运用再贷

款、再贴现、MLF、PSL 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国有大行要发挥信

贷投放支柱作用，引导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实体

经济信贷投放，并注重投放节奏把控。

三是结构要优。8 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和

制 造 业 中 长 期 贷 款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4% 和

39.5%，显著快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结构持续

优化。在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强调

信贷结构优化，主要是引导金融机构有效缓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加大制造业、科创

企业、绿色发展和重点项目支持，以带动居民

就业和企业投资，增强内需复苏动能。

四是价格可持续。价格机制是引导金融市场资金流向、资源配置的

关键因素。接下来，在引导金融进一步合理让利实体经济、推动其融资

成本稳中有降的同时，需要关注金融产品价格的可持续性。比如，要确

保银行部门净息差处于合理水平，保持银行稳健可持续经营；平衡居民

新、旧房贷利率水平，避免二者利差过大；保持各市场利率处于合理水

平，防范跨市场违规套利、投机问题等。央行监管部门还要统筹国内市

场大局，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引导金融机构综合考虑市场供需、经营

可持续性和风险，进行合理定价。

这四个要素是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接下来，宽信用将在提振经济

复苏动能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金融政策将强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

策等的协同，在促消费、稳投资、扩内需中形成政策合力，不断推动经济

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

解。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循环畅通，政策有力支持，内需动能有望

稳步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也将更加精准有力、质效双升。

日前，河北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

表示，雄安新区取消商品住房预售，实

行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交房

即交证”。同时，雄安新区支持有意愿

的人才，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并在

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租

售同权”。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相关

工作人员称，在雄安新区稳定工作的疏

解人员，可购入市场化项目住房，包含

商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在新建片

区市场化项目中，配置不低于 30%的

“只租不售”型住房。同时，雄安新区

将定期开展住房租赁市场调查，公布租

金参考价和租房指南。租住人员在教

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同购房

人员享受同等待遇。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