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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集约利用水资源
破解沿黄部分盟市工业园区水资源短缺难题

司咏梅   代建明

按照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关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安

排，聚焦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加

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先后赴

包头市、阿拉善盟和乌海市开展

了“破解沿黄部分盟市工业园区

水资源短缺难题”的专题调研，

围绕解决沿黄部分盟市工业园区

水资源短缺问题提出建议。

一、基本情况和面临的

问题

内蒙古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

地区，水资源禀赋差且时空分布

不均衡、用水结构不合理并存，

东部地区呼伦贝尔市和兴安盟水

资源量占全区 65% 以上，而人口

较为集中、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

黄河流域水资源量仅为全区水资

源总量的 10% 左右，黄河流域农

业用水占比为 75%，黄河干流农业

分配了 93% 以上的初始水权，工

业的合理用水受到挤占，水资源

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包头、

乌海、阿拉善等沿黄盟市的工业

发展。目前，内蒙古水资源开发

摘  要 ：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沿黄部分盟市工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努力做好“开源”“节

流”工作的同时，更需要在“盘活”方面做文章，加快完善区域性水权交易平台，创新水权交易机

制，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升水资源整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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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已达到国家管控指标上限，

已经没有新增加水量的空间，为

缓解水资源瓶颈制约，沿黄部分盟

市积极推进生产工艺节水改造，加

强中水回用，开展区域之间、行业

之间的水权转让，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水资源的刚性缺口仍然较

大，导致部分招商引资项目因为

缺少用水指标无法落地。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水资源刚性缺口较大

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阿

拉善盟 2023 年现有工业用水指标

3880 万立方米 / 年，每年用水指标

缺口为 4000 万立方米左右，其中

腾格里产业园现有工业用水指标已

全部分配到各企业，已投产项目、

在建项目和 2023 年拟建项目每年

工业用水缺口达到 600 万立方米。

阿拉善高新技术开发区现有黄河水

指标 2000 万立方米 / 年，已全部

分配给开发区内企业使用，有近

70 个项目因无水指标或缺水指标

无法满足生产和建设需要，每年

用水指标缺口达到 2000 万立方米

左右。受用水指标短缺影响，部

分高质量的强链补链项目无法正

常落地，同时也制约了现有企业

的后续发展。

包头市水资源刚性约束问题

也十分突出，近年来，包头市加

快发展硅材料、稀土精深加工等

产业，引进了一大批光伏材料、

稀土新材料生产企业，工业用水

量持续增加，2021 年超取黄河水

1.08 亿立方米，为缓解水资源供

需矛盾，包头市坚持“开源”与

“节流”并重，采取了用足用好凌

汛期生态分水、工业节水改造、实

施农业灌溉节水改造项目等一系列

措施，但仍然存在较大缺口，2023

年仅 11 家重点光伏企业新增用水

量 3000 万立方米，受缺水、水质

不达标等因素影响，切片、组件

等高附加值环节不得不转移到浙

江、江苏等地区，造成原料供给

端与成品端、成品端与市场端的

错位，对于延伸产业链条、提升

产业层次十分不利。

（二）可供交易的水资源总量

不足

内蒙古是全国首批开展水权

交易试点工作的 7 个省区之一，

从 2003 年开始探索性开展水权转

让，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共转让

水权 4.06 亿立方米，主要模式是将

农业灌溉节约的水量有偿转让给

工业企业，通过工农业的相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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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区域间的水权转让，实现水

资源优化配置。从近年来的实际

交易情况看，单笔交易水资源量

最大的是跨盟市黄河水权转让节

水改造一期工程，目前 1.2 亿立

方米水指标已经全部配置，二、

三期水权转让和交易工作正在全

力推进，预计到 2024、2025 年才

能陆续建成，虽然有利于缓解水

资源紧张问题，但远水解不了近

渴，最近几年可供交易的水资源

量仍明显不足。从对企业实地调

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很多企业都

实施了生产工业节水改造项目，

加强了中水回用，但节约下来的

水权指标主要以企业自用为主，

基本没有余量用于水权交易。同

时，有的企业担心如果将节约的

水权指标用于交易，企业自身的

水指标就会被削减，影响了部分

企业将节约的水资源进行交易的

积极性，不利于从整体上盘活区

域内水资源存量。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的

几点建议

（一）积极协调，争取增加初

始水权

积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对接

调整初始水权分水方案，根据内

蒙古高质量完成“五大任务”对

水资源的实际需求，充分考虑内

蒙古沿黄各盟市生态建设、经济

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争取增加

黄河取水指标，缓解黄河流域部

分盟市水资源严重短缺问题。同

时，加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完

善区域水网，积极呼吁推进南水

北调西线工程建设，争取国家在

分配“南水北调”西线一期工程

水量时，充分考虑内蒙古水资源

短缺的实际情况，增加内蒙古初

始水权配置水量。

（二）节水增效，加快构建水

产业链

随着水资源利用、水权交易、

水资源综合治理和智慧水务的深入

推进，行业将迎来重大的战略机遇

期，“水产业链”将面临着巨大的

市场机会。需要围绕做好“调水

+”“节水 +”“治水 +”等水文章，

尽快谋划构建多点发力、优势聚

集的现代水产业链。积极跟进国

家水网布局，实施一批引水、调

水、蓄水工程项目，做好联网、

补网、强链，不断完善区域水网。

加大节水型社会建设力度，实施节

水行动，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

业节水减排和城镇节水降损，不

断优化用水结构。进一步加强水

污染治理和水环境保护，提高水

资源循环利用水平。

（三）完善机制，做大水权交

易“蓄水池”

总结内蒙古开展水权转让交

易以来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围绕

确权、赋能、定价、入市等关键环

节靶向发力，系统推进水权、水

价、水资源税改革，不断创新体

制机制，使水权交易转让发挥好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高效配置

的作用。针对各盟市、行业之间

水权出让方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完善水权交易收益分配和资金使

用等机制，使水权出让方能够持

续获得收益，探索以水资源权入

股的方式参与工业项目建设，按

入股比例取得收益，以市场杠杆

撬动水权交易，促进水资源向高

效益行业有序流动。

（四）创新模式，“盘活”水

资源

坚持“四水四定”，以用水权

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主线，把科学配

置水资源的要求贯穿始终，不断

创新合作机制，加快培育节水服

务企业，推广“合同节水＋水权

交易”模式，扩大“节水贷”融

资服务规模，推动用水单位与节水

服务企业的共同建设、深度合作

和长效节水，形成总量控制、指

标到旗（县）、分区管理、空间均

衡的配水体系，更好地用活水资

源、激活水市场、盘活水价值。

（五）整合平台，加快构建区

域性水权交易市场

目前沿黄水权转让基本以各

盟市的内部交易为主，通过自治区

水权收储转让中心的交易量不多。

市场中交易主体的增加虽然有利

于减少交易成本、增强流动性、

减少价格波动，提高市场运行效

率，但不利于信息充分交流，影

响水权市场运转。建议加大各盟

市水权交易平台整合力度，加快

完善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的

职 能， 构 建 区 域 性 水 权 交 易 平

台，鼓励各盟市通过区域性交易

平台进行水权交易，并推动信息

共享、提高交易透明度，在交易

市场内部形成更为统一、明确的

价格信号，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配

置效率。

（作者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宏

观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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