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天勇谈怎样计算调水经济

帐：没必要和不合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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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未利用土地之四 

有学者质疑南水北调（马克安，2014）工程在流速、沉沙、落差等方

面有缺陷，建成通水达不到设计流量要求，没有考虑工程防冻等质量问题。

马克安和 S.C．沃兰（2001）等学者也从经济上论述了中国南水北调的问

题：投资规模大、成本和水价高等。马克安建议北京等华北地区不应当调

水，提倡节水，并下雨收集灌入地下和停止破坏水资源的煤矿开采等即可，

南水北调是个失败项目，并且没有必要进行投资和建设。对马克安流量速

度慢、泥沙沉积和防冻欠考虑等三个突出的疑问，工程院院士王浩（2014）

和王光谦（2014 等进行了辩论。那么，怎么从经济资源生态方面看待调水，

对于中国是坏事，或是无必要，还是经济方面非常合算和很有必要。应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理有据的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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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理论上讲，中国国内也有一些舆论俨然以为自己是发达的市场

经济国家，学术和政策界一度最不重视的就是人口、淡水和土地资源。一

是对于新生人口的增加，曾经认为是一种经济负担，采取了时间过长和力

度过大的计划，予以了减少；二是对于淡水，认为是自然资源，没有劳动

价值，一度没有价格，起不到调节水资源合理利用和鼓励开发水资源的作

用；三是对于土地，也认为是自然资源，没有价值，不是资产，先划拨白

送，后是城市里的有价格是资产，农村仍然是没有价格不是资产，造成了

大规模的体制性闲置土地，并大量地整治村庄转移已利用土地，而没有人

去开发未利用土地资源。在中国这样二元体制和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里，

经济学界的生产函数中竟然没有土地要素变量的位置，使改革盘活闲置低

利用土地推动增长、土地资产化货币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溢值性增长和开

发提高国土地利用率加快增长，这三大因果关系从经济学理上无法解释和

表达。我们是一个理论混乱的状态下，轻视和忽视了人口、淡水和土地这

样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的最基本因素。这里我主要想从淡水及衍生

可利用土地的经济性角度，论述一个国家调水工程战略部署、资源配置和

成本收益方面的极端重要性。 

1．调水和土地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产品？ 

我们先来看制造品和需要再投入生产的资源性产品。（1）加工生产的

消耗性和有使用寿命期的制造品。比如饼干、挂面、牙膏、卷烟、服装、

纸笔、药品、耐用消费品、运输车船、机床及生产线等等的特点是，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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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直接进行生产，则没有供给的持续性；一次性被消耗，或者一定时间

内折旧完毕和报废不能再使用。（2）稀缺并不可再生资源产品，或者可再

生但需要再投入生产的资源产品。前者比如天然气、煤炭、金属矿藏，采

掘完后此矿不会再有；后者比如林木、粮食、瓜果、蔬菜、烟草、草药等，

虽然也是资源性产品，与前者不同的是可以再生但需要再投入。 

我们再来看调水产品和被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产品。（1）异地河湖调水

是一次性投入永久性生产淡水资源产品的工程。地球上的水资源流动循环，

总体上讲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但其与阳光不同的是，一是有海水淡水

之分，二是淡水的降雨、河流、湖泊在人类生活的各地分布不均匀。由此

从经济学上讲，造成一些地区水资源供给的稀缺，使淡水成为一些地区人

类需要通过异地河湖调水、雨雪储水、污水再处理、海水淡化等方式生产

的资源性产品。但是调水生产淡水，与前述需要再投入生产粮食、烟草、

林木等可再生资源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工程一般是永久的，不需要再建

设，而只需要简单的维护。典型的如都江堰，已经两千多了，还与世长存。

（2）永久使用和数量固定的土地资源产品。地球上的陆地面积和供给几乎

是固定的，自然陆地面积在国家之间大小和人均也分布不同，有的国家如

俄罗斯比较宽裕，有的国家如韩国比较稀缺；人类社会再其发展过程中，

将自然的未来利用土地，逐步开发成耕地、园地、城市、村庄、交通和水

利等用地；一个国家，对人类生活和生产有用的是可利用土地，因而人均

可利用土地水平也取决于其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人们随着其国家的发展程

度不同，国土利用率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当然也会有无法可利用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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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喜马拉雅山，或者有意保持一定比例的不去利用土地如自然保护区）。  

为了加深对淡水和土地资源的认识，这里也谈一下阳光资源。阳光也

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资源，它除了夜晚、阴天、经度、海拔和南北极轴斜度

不同，均匀地照射在地球每一个纬度相同的地方，取之不尽。但一般来说，

它没有稀缺性，或者制造太阳不可能，或者制造人工小太阳成本太高，或

者制造太阳会导致太多的温室效应，所以其不能成为人类生产的资源性产

品。 

2．调水是经济上不合算甚至亏损的项目吗？ 

有前面对调水及衍生可利用土地经济性质的讨论，我们就可以在此基

础上分析调水项目的经济性：淡水自然持续流淌、调水工程寿命久长，以

及其衍生产品可利用土地的寿命永久性、折旧成本为零和土地的价值升值

性。前面已述调水工程项目建筑安装与衍生资产，与建设制造工厂厂房、

生产机器设备、中间产品或消费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其项目寿命、投

资成本和经济收益计算也有着重大的区别。（1）调水工程产出和衍生的是

最基础的资源性淡水、土地和生态产品。调水工程建设和开发平整土地过

程中可能消耗能源和产生排放，但工程运营时生产淡水和增加的可利用土

地，特别是草木植被，本身并不排碳，甚至会改善生态。外部成本很低和

社会收益较高。（2）近乎永久使用的调水工程，其水资源摊销投资后的直

接生产成本几乎为零。调水工程与制造业工厂厂房和机械设备的另一区别

是，前者运营期特别长，近似于如都江堰这样两千多年的永久性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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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者其投产到报废时长一般在 20 年到 40 年之间，再建设又需要有一轮

投资、折旧和利息成本。因此，当调水投资回收期完成后，除了运营工程

维护之外，自流性水资源，包括通过储能和虹吸方式的提水性水资源的生

产，其生产的直接成本较低和几乎为零。（3）售水权和衍生的可利用土地，

都是需求稳定、贬值性小和升值性大的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因此，在建设

筹资时，一是调节水资源分布与开发改造未利用土地相结合，水权和可利

用土地是优质的贷款可抵押资产，二是国家可用发行特长期国债、银行提

供长期贷款。这两项因素决定了贷款利率要比制造业的中短期贷款低，还

款的期限要比一般工商业和房地产项目长，对投资方和出借方的风险相对

较低，资金流动循环的回旋余地也要大得多。因此，调节水资源分布和开

发未利用土地工程，是成本风险相对较低、需求市场稳定和投资收益优质

的项目。 

3．各主要国家都做过：调节水资源与土地的时空错配 

土地、淡水和气候资源的自然分布，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天赋

的，而人口及其生活和生产是流动、板块和集中式的。人类努力寻找诸资

源配置结构均优的地方生活和生产。古代逐水、逐草、逐气候、逐土、逐

地理交通，形成放牧、农业、村庄和城市。然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往往存在着淡水、土地、海拔、气候和地形等资源之间时空分布和配置的

借位，实际也是人口与资源结构之间在时空上的错配。每个国家和地区，

都存在着各类资源在结构和时空上不理想和不均衡的问题，其解决之道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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