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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交易 “开源”共赢
四川有结余指标，宁夏

有用水需求

钢架林立、管道密布，高耸的厂房

鳞次栉比，不时有大型运输车载满货物

驶过……

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基地有企业 200 多家，2023
年工业总产值突破 1800 亿元，工业经济

体量占宁夏的近 30%。从四川交易来的

用水权，就用在这里。

“买水”的故事需从“分水”说起。

黄河以占全国 2%的水资源量，支撑

着全国 12%的人口、17%的耕地、13%的

粮食产量、14%的国内生产总值，水资源

开 发 利 用 率 高 达 80% ，远 超 一 般 流 域

40%的生态警戒线。水资源短缺，是流

域最大的矛盾。

为实现黄河流域计划用水、节约用

水，1987 年国务院批准通过黄河可供水

量分配方案，为黄河界定了 370 亿立方

米的年度供水总量，并在供水总量内为

各省份分配具体限额，俗称“八七”分水

方案。

曾经“吃大锅水”的格局就此打破。

方案分别为四川、宁夏分配了 0.4
亿立方米、40 亿立方米的年度用水权。

其中，四川将用水权分给了省内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的沿黄四县——阿坝县、

若尔盖县、红原县和松潘县。这四县均

地处川西北高原，地广人稀。2015 年以

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节水控水

等举措，四县每年使用黄河水总量控制

在 3300 万立方米左右，用水权每年均有

节余。

宁夏的用水却一直紧张：全区 3/4
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半干旱地带，人均可

利用水资源量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3，
是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份之一。“八

七”分水方案实施以来，宁夏一直将 40
亿立方米的年度用水权精细配置，但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即使精打细算也时常

捉襟见肘。

“四川有结余指标，宁夏有用水需

求，双方一拍即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水

利厅副厅长麦山回忆，2023 年 3 月，四川

省水利厅到宁夏调研，了解到宁夏缺水

的情况，提议共同探索用水权跨省域交

易，得到大家一致赞同。随后，双方将

川、宁两地的黄河用水情况进行梳理，

就用水权交易事项开展洽谈。

以往，沿黄各省份仅在各自辖区内

的不同行业或生产主体间调度、交易用

水 权 ，跨 省 域 进 行 用 水 权 交 易 从 未 有

过。是否可行？川、宁两地水利部门向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上级部门请

示，得到肯定的答复。

四川省水利厅水权水价改革办副

主任陈鹏介绍，202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的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在

黄河流域开展用水权市场化交易”。以

此为法律依据，交易得以立项。

但新的顾虑很快产生：作为用水权

的具体转让方，阿坝州水务局担心，既然

有节余的用水权出售，那今后再分配黄

河用水权时，会不会将节余的指标调走？

“不会让节约用水的地方吃亏，更

不会让改革者吃亏！”经过再次请示，四

川省水利厅向阿坝州水务局传达了水

利部等上级部门的答复，坚定了各单位

参与此项交易的决心。

顾虑在沟通中一一打消，路径在探

索中渐渐明晰。

达 成 跨 省 域 用 水 权 交 易 ，源 于 深

化改革和实践探索。川、宁两地在各自

省 域 内 的 长 期 实 践 ，为 交 易 提 供 了 借

鉴：2021 年以来，宁夏在自治区内累计

完成用水权交易 339 笔，交易水量超过

2.5 亿 立 方 米 ，交 易 金 额 超 过 5 亿 元 ；

2022 年以来，四川省内完成用水权交易

467 笔，交易水量 5457 万立方米，交易金

额逾 2616 万元。

此次交易价格，双方参考了阿坝州

居 民 生 活 水 价 、工 业 水 价 以 及 宁 夏 用

水 权 交 易 平 均 价 格 ，确 定 为 每 立 方 米

1.2 元。

2023 年 11 月 23 日，双方在四川成

都市签约：2024 年至 2026 年，阿坝州水

务局每年拿出 500 万立方米黄河用水

权 ，出 售 给 宁 夏 宁 东 能 源 化 工 基 地 管

委会。

“自 2005 年以来，基地内企业的用

水权一直靠购买取得，至今已购买超过

2.2 亿立方米的黄河用水权。”宁东能源

化工基地管委会自然资源局局长何德

昕说，近年来基地用水权需求旺盛，此

次交易后，将探索开展更多跨省洽谈，

为用水权“开源”。

节水补水 守护生态
产业优化节水，水利工

程补水，多途径扩大用水权
节余量

深秋的川西北，天气转凉。骑着骏

马，挥舞皮鞭，大声吆喝，牧民仁青泽让

赶着牦牛，从夏季牧场转到冬季牧场。

“牦牛少了几十头，加上冬天吃得

少，牧场相对固定，我阿妈一个人就能

照管，到时候我就去大城市务工。”仁青

泽让说。

仁青泽让的家，在阿坝州红原县安

曲镇下哈拉玛村，距离黄河不远。一家

人曾喂养了 200 多头牦牛。2019 年，响

应 阿 坝 州“以 草 定 畜 、草 畜 平 衡 ”的 号

召，家里卖掉了 50 多头。在当地有关部

门引导支持下，一家人在草原上的帐篷

区 开 办 家 庭 旅 馆 ，等 到 冬 季 旅 游 淡 季

时，仁青泽让还能外出务工，全年收入

不降反增。

严 控 载 畜 量 ，与 阿 坝 州 的 生 态 责

任密不可分：黄河在阿坝州境内“一拐

而过”，让 5464 公里的黄河，在此留下

174 公 里 的 四 川 段 。 相 比 其 他 沿 黄 省

份 ，黄 河 四 川 段 似 乎 短 得 不 起 眼 。 然

而，这里却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

区。同时，阿坝州还是长江几条重要支

流的发源地。

过度放牧，曾让这里出现草地退化、

沙化现象。“为了保持水土，维护长江和

黄河的上游生态，必须控制畜牧规模。”

阿坝州水务局局长张险峰说，农牧业占

当地用水量超过六成，阿坝州通过给予

牧民一定的补贴，逐步减少牲畜数量，实

现沿黄四县草场载畜量持续下降。

仁青泽让算过一笔账：一头牛每天耗

水 40多升，家里卖掉了 50多头，每天就能

减少耗水 2000 多升。因为减畜，他家每

年可以领取约 1500元的生态奖补资金。

从 2020 年 底 到 2023 年 底 ，阿 坝 州

减少牦牛超过 20 万头、减少羊超过 35
万 只 ，同 时 禁 止 高 耗 能 、高 耗 水 产 业 。

每年数百万立方米的黄河用水权，由此

节余而来。

目 前 ，阿 坝 州 已 创 建 节 水 型 单 位

132 家。其沿黄四县中，松潘县通过水

利部审核，于 2022 年底被评为节水型社

会建设达标县，其余 3 县也力争在今年

完成建设任务。

除了节水，阿坝州还通过一系列水利

工程建设，为黄河补水，守护黄河生态。

来到若尔盖县辖曼镇西仓村，黄河

在草原上蜿蜒盘绕，一处位于河湾的拦

水坝已蓄满清澈的河水，坝底水草依稀

可见。阿坝州水务局水政水资源科科

长刘轩告诉记者，这处拦水坝能蓄水超

过 120 万立方米，可在冬季枯水期对黄

河有效补水。

近 3 年，四川在沿黄四县修建多座

小型和微型拦水坝。“拦水坝能提高黄

河上游草原地区水资源拦蓄和调配能

力。”刘轩说。

河流保护需整体布局，生态治理靠

系统推进。

为筑牢生态屏障，阿坝州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用椰壳纤维制成椰丝毯，为局部裸

露基岩盖上“绿毯”；将牧场内的部分通

车道路改建为生态拦水坝，阻止水源流

失；推进河湖护岸工程建设及土地沙化

治理，让黄河四川段保持水质清澈……

经过治理，阿坝州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

“用水权节余，靠的是生态保护；出

售用水权的资金，仍将用于生态保护。”

张险峰介绍，与宁夏交易黄河用水权的

1800 万元已打入阿坝州财政账户，将主

要用于流域内水利工程的维护保养、黄

河流域水资源本底调查以及水资源监

测管理和调度等，让因水而来的资金继

续用于治水管水，让节水、护河形成良

性循环。

“我们力求通过多种途径扩大黄河

用水权的节余量，争取拿出更多的用水

权参与跨省交易。”阿坝州副州长旺娜

表示。

高效用水 集约管理
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农

业用水精准计量，让每一滴
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

过滤管密集，水流声汩汩。眼前这

处专门净化废水的水资源再生车间，占

地有 70 多个篮球场大小，每天净化废水

6500 立方米。

这里，是位于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的

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宁

东基地在购得四川黄河用水权后进行

二次配售，将每年 500 万立方米的用水

权卖给基地内 8 家企业，其中泰和芳纶

公司购得 56 万立方米。

“用水权得来不易，我们将继续优

化节水工艺，让每一滴黄河水发挥最大

效益。”泰和芳纶公司副总经理孙德卫

说，水资源再生车间的建成，让企业在

生产环节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相比

废水直排模式，每年可节水近七成。

泰和芳纶公司主要生产对位芳纶

等关键材料。“对位芳纶以煤炭为初始

原材料，属于宁东基地重点布局的煤化

工产业。”孙德卫介绍，看中宁东基地成

熟的煤化工产业链，位于山东的公司总

部——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在此投资设厂。

“基于生产工艺特点，我们产品的

用水量较大。”孙德卫说，宁夏的工业用

水实行配额制，新上项目必须先获得用

水 权 。 参 照 此 前 的 废 水 直 排 模 式 ，按

3000 吨的最低年产量估算，企业每年需

购买用水权约 60
万立方米。

宁东基地批准泰和芳纶公司每年

用水权 56 万立方米。

配额用水，倒逼企业节约用水。“配

套建设水资源再生车间，对生产废水全

部净化处理、循环利用，实现零排放。”

孙德卫对节水效果颇为满意：企业每吨

产 品 耗 水 量 ，从 废 水 直 排 模 式 下 的 逾

200 立方米降到 70 立方米以下。

“去年我们产量创新高，达到 4000
多吨，实际用水不到 29 万立方米。”孙德

卫说，节余下来的用水权，公司调配给

了泰和新材集团设在宁东基地的其他

兄弟企业，同时也为二期生产建设预留

了空间。

这是宁夏高效利用黄河水的缩影。

量水而行，节水优先，遏制粗放用

水。目前，宁夏新增用水项目一律要先

通过用水效率论证，效率达标才能申请

购买用水权。

“ 十 四 五 ”以 来 ，宁 夏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工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9%、29%；

万 元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用 水 量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用 水 量 ，则 分 别 下 降 22.2% 、

14.5%。全区逾九成规上企业建成节水

型 企 业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用 水 重 复 利 用

率达 97.3%。

高效用水，集约管理，“抠”出用水

节余。常年占总用水量八成的农业生

产领域，也是宁夏节水的重点。

掏出手机，打开灌区信息化数据平

台，各闸口的运行状态和水流量一目了

然。“现在安装的都是测控一体化闸门，

啥时候开闸、闸门开多大，手指一点就

行。”宁夏贺兰县习岗镇和平村管水员

林礼忠说，一部手机就能管好全村的开

闸放水。

近年来，宁夏根据种植种类和

灌溉面积分配灌溉用水指标，同时

通过测控闸门、电磁流量计等装

置 ，实 现 农 业 用 水 计 量 精 准

化、灌溉方式智能化。“管水

技 术 越 来 越 先 进 ，村 民 们

都 改 掉 了 过 去 大 水 漫 灌

的用水方式。”林礼忠深

有感触地说。

如今，宁夏 52%的

干渠直开口实现在线

测控，滴灌、喷灌等高

效节水灌溉技术得到

普及。2023 年，全区农

业 亩 均 用 水 量 比 2020
年降低 17%，高效节水农

业 面 积 占 灌 溉 总 面 积 的

54%。越来越多的农业用水权节余出来，

有偿转让给工业，有效解决了当地工业

用水指标短缺问题。

市场机制 优化配置
探索用水权线上交易，

鼓励专业化市场化机构参与
节水管理、分享节水收益

“交易信息挂到网上后，不到 4 天就

卖掉了 23 万多立方米。”当近 19 万元用

水权交易款完成转账，宁夏银川市兴庆

区通贵乡乡长常昊天兴奋不已。

今年以来，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和建

设高效节水设施，通贵乡节余农业用水

权 300 万立方米。 6 月底，这笔用水权

交易信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

交易网发布后，很快便有一家科技公司

联系咨询。

就在网站上，双方通过水利部门的

水权交易资格审核，“不见面”即达成了

首笔交易。

近年来，川、宁两地积极探索用水

权线上交易，助推用水权市场流转更加

便捷透明。

其中，宁夏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接入水利、工商登记等部门的数据，实现

用水权交易资料提交、信息查询、登记确

权、指标核减等手续全部线上办理。

“从以前人工审核双方资质，到如

今升级为系统自动检索匹配、判定，单

次交易时间由 13 个工作日缩减到 9 个

工作日内。”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用

水权改革专班负责人暴路敏说。

四川依托全国水权交易系统，在省

水利厅门户网站布设电子交易大厅，用

户注册登录后即可开展线上交易，由中

国水权交易所负责交易审核、资金结算

等。省水利厅则可通过电子交易大厅，

查询全省用水权交易信息、处理违规交

易、预警交易风险等。

随着用水权交易的推进，越来越多

水资源变为“水资产”，川、宁两地顺势

出台政策，吸引更多专业化、市场化机

构参与节水管理、分享节水收益，进而

进一步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走进四川雅安一家企业的用水管

廊，只见水管阀门上，一个拳头大小的

白 色 球 体 ，蓝 灯 闪 烁 。“灯 光 颜 色 偶 尔

会 变 红 ，那 是 它 在 自 动 调 节 水 压 和 水

流 。”节 水 技 术 员 严 锋 讲 解 道 ，这 个 装

置 是 水 阀 智 能 控 制 终 端 ，通 过 网 络 与

公 司 的 智 慧 水 务 综 合 管 理 平 台 相 连 ，

实现精准节水。

2020 年底，严锋所在的节水服务公

司与用水企业签订了为期 8 年的合同，

为其提供节水技术服务。目前，这家企

业的年均用水比过去节约近六成，每年

节约水费 160 多万元。

前不久，四川省水利厅、省发展改

革委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大力推广

合同节水管理：鼓励节水服务企业与用

水单位签订合同，通过集成先进节水技

术、提供节水改造和管理等服务，提升

用水效率。企业以分享节水效益方式

收回投资、获取收益。

“文件提出，积极推动农业灌溉、重

点用水行业等领域实施合同节水管理

项目节约的水量，通过用水权转让、收

储等方式进行交易。收益归用水单位

所有，或由用水单位与节水服务企业按

合同约定分享。”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

谭小平介绍。

在宁夏，从各村成立管水协会，到

各乡镇成立灌溉合作社，再到特许经营

模式下的专业管水公司，基层农业灌溉

管理模式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演进。

“这几年，我们公司负责管理吴忠

市 盐 池 县 4 个 乡 镇 的 干 渠 取 水 ，比 以

往 乡 镇 灌 溉 合 作 社 管 理 时 ，还 能 节 省

10%的水量。”作为宁夏水投盐池水务

有 限 公 司 用 水 管 理 员 ，冒 建 军 的 话 语

中带着自豪。

“以政策约束激励为驱动，以发挥

市 场 机 制 为 手 段 ，调 动 各 方 节 水 积 极

性，未来会有更多用水权入市交易。”对

此，谭小平深信不疑。

图图①①：：宁夏银川市一处蔬菜种植基宁夏银川市一处蔬菜种植基

地内地内，，喷灌节水设备正在喷灌节水设备正在作业作业。。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冯开华摄

图图②②：：四川阿坝州四川阿坝州境内境内，，黄河黄河在草在草

原上蜿蜒盘绕原上蜿蜒盘绕。。

图图③③：：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一家一家

企业的员工企业的员工检查水循环利用装置检查水循环利用装置。。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游客在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游客在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

的黄河边的黄河边湿地游览湿地游览。。

图图②②④④均均为本报记者为本报记者张张文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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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宁夏达成黄河流域首单跨省域用水权交易

“远水”解“近渴” 节水有收益
本报记者 张 文

同为沿黄省份，相距上千公里的四川
和宁夏，2023 年 11 月携手迈出用水权交
易改革新步伐：在水利部支持下，宁夏以
1800万元价格，购得四川3年 1500万立方
米的黄河用水权。这是黄河流域首单跨省
域用水权交易。

今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时指出，“要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利
用制度，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
极探索和规范推进水权交易”。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优化长江经济带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黄河流域缺水。四川、宁夏跨省域用

水权交易，既解决了缺水方因水而困的难
题，也让节水方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走出
了运用市场机制破解水资源瓶颈的新路
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黄河水资源优化

配置、高效配置。
黄河流域首单跨省域用水权交易如何达

成？四川的用水权是怎样节余出来的？宁夏
购得用水权后如何使用？用水权交易，在全
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哪些作用？近日，记者赴四川、宁夏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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