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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新发展阶段，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由过去单纯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拓展为美好生活需要的

多方面需求。最突出的变化是我国水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诞生一批水经济新业态，笔者认为凡

是直接或者间接利用“绿水”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就是绿水经济。绿水

经济在发达国家发展多年，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形态。梳理选取 “绿水 + 高端农业”“绿水 +

新型工业”“绿水 + 旅游”“绿水 + 健康”四个代表性经济形态，剖析各典型经济形态的具体做法，总结

提炼主要经验，并提出我国发展绿水经济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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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ing into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water demand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pu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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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在

需求侧是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

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到水资源方

面，在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前，水资源主要为支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就是保障防洪安全、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经济增长，促进水文化建设等。进入到新发

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性的

需求之外，还有心理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其中，安全、

稳定、和谐、绿色、生态的环境是相对迫切的需求。除

了美好的居住环境之外，旅游休闲的需求对生态环境

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安

全的要求更甚。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最

重要的转化机制就是推进绿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绿水经济的定义

发展绿水经济，首先应明确“绿水经济”这一概



70

水与经济社会
CHINA WATER RESOURCES 2024.10

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

生产力。从生产力范畴来说，凡是直接或者间接利用

“绿水”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

形态都可以纳入绿水经济范畴。这里的“绿水”是保

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形成的优质水体，含有优质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各种功能以及优质的水量、水质、水温、

水域、水能各种属性。绿水经济的实质是“绿水产业

化”+“产业绿水化”。发展绿水经济的目的有两个层

次，基本目的一方面是促进保护和改善后的水资源、水

环境和水生态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高质量发展

推进更高水平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保护；最终目

的是以人水和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发展绿水经济，即绿水产业化加上产业绿水化。

首先，将绿水生产力通过绿水产业实现其生态产品价

值。在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后，形成了“绿水”，就

形成绿水生产力。要将绿水生产力变成绿水经济，需

要将绿水进行产业化。一些依水而兴的新业态就是

绿水产业。这些产业对水的利用，与传统产业大量取

水、大量耗水不同，其不直接取用水，而是依靠水域

优质的水体要素、良好的生态要素、适宜的水温要素、

独特的生境要素等产生新的业态或者颠覆传统产业

发展道路，这种绿水产业化可被称为“绿水经济”。其

次，产业绿水化就是通过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将传统产业的用水方式和排水模式进行技术改造，改

变传统产业灰水化的发展路径，通过水利新质生产力

引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推进污水零排放，大幅

度降低产业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影响，实现

产业与“绿水”的融合。

二、国外绿水经济发展模式

1.绿水+高端农业
高端葡萄酒是法国朗德森林地区“绿水 + 高端农

业”的代表产品。朗德森林位于法国西部，是欧洲最

大的人工森林，占地超过 5400 平方英里（约为 13 986 

km2）。朗德森林的形成使得其内部的锡龙河和加龙河

水质较好，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水温条件。每年秋季，

两条河流交汇之处形成独特的微气候，清晨薄雾聚集

在葡萄园上方，为贵腐菌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使得波尔多南部的苏玳成为优质贵腐甜酒独

特产区。在苏玳，滴金酒庄出产的贵腐甜酒极其名贵，

被称为“液体黄金”。2011年，一瓶1811年产滴金以7.5

万英镑的高价被拍卖。除此之外，产区内的拉菲莱斯

古堡酒庄、旭金堡酒庄等名庄酿制的贵腐甜酒同样品

质不俗，这都得益于优质的水和独特的水温条件。

除了优质酒业之外，高端鱼子酱也是法国朗德森

林地区优势的“绿水 + 高端农业”产品。出产其中的

PERLITA 是非常高端的鱼子酱品牌，也是法国第一个

完整鱼子酱产业链品牌。该品牌的鱼子酱生产涵盖

从育苗繁育到品牌包装各个环节，使得每个产业都能

溯源。该品牌鱼子酱每个生产环节都非常严苛，特别

是生产鱼子酱的西伯利亚鲟鱼，在产卵过程中对水质

比较敏感。PERLITA生产鱼子酱所在的加龙河水质

较好，适合模拟鲟鱼“洄游”产卵的自然环境。此外，

PERLITA注重环境保护，承诺养殖排水水质优于河水

水质。相关化妆品企业还将鱼子酱作为发膜、面膜生

产的重要原料，进一步延伸了产业链。目前，朗德森林

地区已成为绿水 + 高端农业的典型代表。

2.绿水+新型工业
国外“绿水 + 新兴工业”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

是以水温优势打造液冷数据中心。根据统计显示，给

数据中心降温所采用的风冷技术每年用电量约占全球

总用电量的 2%，消耗大量能源，不但不利于改善气候

变化，而且易造成安全事故。2014 年，微软考虑到越

来越多的人口朝着滨海地区集聚，大量数据由滨海地

区生产，也大部分为滨海地区人口所利用，由此启动

Natrick项目。该项目在距城市不远处的海洋中建造数

据中心，利用海洋的自然冷却能力为数据中心降温，并

且数据存储所用的能源来自海上风电设施。该项目的

实施过程表明，液冷技术不仅能够降低能源成本，而且

具有显著的减碳效应。二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水既有

量的需求，更有质的需求。在芯片制造过程中，清洗、

蚀刻、镀膜、检测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超纯水。一般来

说，8 英寸晶圆厂每天用水量在 0.6 万 t以上，12 英寸晶

圆厂每天需要 1.2 万 t以上。其取水量基本等同于一个

中等规模化工厂，但是产值规模远远超过化工厂。限

于高品质水源紧张，这些新质生产力产业企业会建设

超纯水设备生产超级纯净水，带动超级纯水制备技术

和产业发展。

3.绿水+旅游
日本箱根的温泉久负盛名。箱根温泉小镇位于神

奈川县西南部，距离东京约 90 km，是距离东京最近的

温泉度假地，有“东京后花园”之称。从历史发展上看，

箱根温泉度假区起源于 15 世纪中期，箱根温泉小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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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 年成型，1956 年正式确立边界，整体开发于 1984
年。箱根温泉小镇建有日本最早的西式宾馆，成为外

国人在日本的避暑胜地，日本的政界和商界人群也多

选择这里避暑、休闲。近年来，箱根依托其温泉、打造

景观、富士山景等旅游资源，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依托

东京经济辐射圈的庞大市场，外国游客和周边城市居

民旅游数量都在不断上升，年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

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第一温泉乡。独具禀赋的自然旅

游资源和交通条件，使得箱根的竞争优势更明显。

温泉是箱根旅游业最大的资源。箱根温泉泉质多

达 20 种，有碱性单纯温泉、食盐温泉（钠·氯化物温泉）、

石膏温泉（钙·硫酸温泉）等。依托其资源优势，箱根

以温泉和休闲度假作为核心产品，辅助观光、疗养产品，

并且配套体育、娱乐设施，形成了集自然、文化、运动等

于一体的多元化产品体系。其中，温泉观光活动有火山

遗迹大涌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温泉疗养有箱根

原别墅、温泉旅馆、疗养宿舍、浴场多种业态；自然景观

有芦湖、富士山、飞龙瀑布等景点；文化方面有箱根佛

群、箱根神社、早云寺、美术馆、博物馆等独具特色的游

览场所。另有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夏季开放）、网球场

等娱乐休闲设施，为都市人群提供休闲放松的场地。接

待能力方面，2017 年接待游客 2152 万人，其中过夜客为

469.4 万人，来自东京地区的游客约占 66%。

4.绿水+健康
依云镇位于法国东部，靠近阿尔卑斯山，面向日内

瓦湖，拥有独一无二的地形和风景。该小镇集聚康养、

休闲、度假以及商务会议等多重功能，是欧洲著名养生

胜地之一。最早在 1824 年，此地就设立了第一家温泉

医疗设施。1902 年，一家以依云命名的水疗中心开始

营业，并于 1984 年提升为水平衡疗养中心。水疗服务

每日费用为 57 欧元，完整的治疗周期需要维持 3 周时

间。该服务中使用的所有水都来自依云，包括所有必

需的护肤品，例如保湿喷雾，都采用依云水制成。

依云镇因其独有的“依云矿泉水”而闻名。在拉丁

语中，“Evian”意味着“水”。整座小镇的文化及活动密

切依赖于水资源。阿尔卑斯山的雄伟景色不只是依云

水的发源地，同时在经过山脉深处时，山上的积雪融化

和雨水通过长达 15 年的天然净化流程及作用，最后形

成依云水。该小镇的水处理厂直接从发源地提取水，不

经过任何处理直接进行瓶装销售。依云矿泉水的年产

量达到了 15 亿 L，其中 40% 供应给法国市场，60% 销售

到国际市场。依云水凭借其高端品牌形象成功占领了

市场，在全球矿泉水市场中拥有 10.8% 的市场份额，其

制造厂平均每月能够制造大约 4000 万瓶矿泉水。

依云矿泉水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该

镇大约 70% 的经济收入来自矿泉水相关的行业，比如

水处理设施、温泉疗养所和赌场等，而且 3/4 的本地居

民在水厂工作。依云镇格外重视结合温泉疗养与医疗，

其温泉疗养中心提供众多物理疗法服务。通过有效利

用自然和特色资源，依云镇发展出完整的产业链循环

体系，从最初的疗养胜地逐步演变成以水疗为主题的

养生度假地，并最终成为集旅游、休闲、商务会议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康养度假区。

三、国外绿水经济发展主要经验

1.多维度挖掘绿水经济价值
国外绿水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绿水经济不仅仅关注

于水资源量的价值。水资源具有水量、水质、水域、水

生、水温、水能等维度，其每个维度都具有经济价值、生

态价值、社会价值。从国外绿水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

水资源更具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相对于传统水资源

需求产业，绿水经济对经济贡献更大，对水资源的消耗

更小，对环境影响更小，对社会、生态环境的贡献更大。

以国内瓶装水市场为例，市场售价依云水每 330 mL约

4 元，合 1.2 万元 /m3 ；而作为化妆水的依云喷雾，每 350 

mL约 69 元，合 20.7 万元 /m3，远远大于自来水水价。可

以看出，优良水质属性的水，市场溢价高，可以从多个

角度来挖掘水的经济价值。

2.多角度推进绿水生态价值转化
国外实践表明，绿水的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

化需要从多个角度加快推进。一是从健康的角度推进

绿水的生态价值转化。依云小镇紧紧抓住人们对健康

的高水平需求，将本地水打造成健康的代表，开发了

一系列康养产品和服务，大大推进了绿水生态价值的

转化。二是从景观休闲的角度推进绿水的生态价值转

化。箱根紧紧抓住东京都市圈人群对美景休闲的需求，

从美景休闲的角度推进绿水生态价值的转化。三是从

新型工业化的角度推进绿水生态价值转化。新型工业

化对水的要求很高，这些既包括对天然水质的要求，也

包括对工艺水质的要求。其中天然水质是工艺水质的

前提。在国内，浙江绍兴市正在建设的镜岭水库就是

对标优质新型工业基地，重点支撑集成电路、医药制造

等产业的高品质水资源需求。四是从高端农业的角度

推进绿水生态价值转化。从国外发展趋势来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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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们对食材品

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农业、食品科技的发展，其对

优质水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绿水 + 高端农业”将成为

促进绿水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方式。

3.多要素助力绿水经济强链延链
国外实践经验表明，绿水必须与其他要素相结合

才能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绿水经济链。一是绿水与资

本要素结合。“绿水 + 健康”“绿水 + 旅游”“绿水 + 新

型工业”“绿水 + 高端农业”等模式，前期投入巨大。

单纯依靠绿水所在地自主开发，难度极大，必须有大量

的外部资本投入，按照项目的角度进行前期保护、前期

论证、前期投入等，保障项目顺利实施。二是绿水与高

级人才要素结合。绿水经济多是高端产业，经济附加

值高，有些产业对技术要求极高甚至苛刻，必须由专业

的人才运营。因此，高级人才是绿水经济关键生产要

素。三是绿水与科技相结合。绿水经济生产所获得的

附加值不是单纯要素量的投入，更多的是科技要素作

为强力支撑，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相关建议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水产业出现新业态，形成

了一批附加值高、生态影响小、投入形式多样的绿水经

济，有些绿水经济正在形成水利新质生产力，这对相关

管理提出挑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快水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用水形势

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把原来注重水资源量的供给，逐

渐转变为注重水量、水质、水生、水域、水温等多种形

态、高品质的供给，为绿水经济新业态的健康发展提

供供给侧支撑。

二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绿水经济发展。科技赋能绿

水经济，拓展绿水经济内涵，提升绿水经济竞争力，将

水资源多重属性与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深度结合，催

生绿水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三是加快融入扩大国内需求战略。以绿水经济充

分发展，激发绿水消费潜能，扩大有益绿水消费投资，

形成绿水消费和绿水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将绿

水经济与数字消费、健康消费深度结合，积极打造绿水

消费中的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形成新型绿水经济的消

费爆点。

四是以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契机，打造绿水经

济高地。深度融合绿水经济中的生态环境要素和文化

旅游要素，以绿水经济为突破口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价值转化。在国家层面加

快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规划，并将先行区中绿水经济

纳入美丽中国建设考核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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