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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新质生产力
赋能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王  浩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100038，北京）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代水利人的接续奋斗，中国水利事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面向

新的发展需求，水利生产力亟需向创新驱动和精细化治理转型升级，水利新质生产力成为突破发展瓶

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对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发展路径进行分析，水利新质

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推动水利行业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

对保障国家水安全、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包括培育和提升“人机一体”的新质水利劳动者、推动“智慧互动”的

新质水利劳动资料的创新与应用、拓展优化“实数共生”的新质水利劳动对象的管理以及构建与水利

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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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In response to 
new development needs, the productivity of water resources should be upgraded towards innovation 
driven and refined governance.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become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and 
focus to break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water resources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defined an advanced productivity state that impels the water industry towards high-tech, highly-e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suring national water security, achieving sustainable water us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key paths include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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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旱灾害多发频

发重发，是世界上水情最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

水任务最繁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

代水利人的接续奋斗，水资源利用方式实现深层次变

革，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全局性优化，江河湖泊面貌实

现历史性改善，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我国水

利已经由工程水利、资源水利发展到水利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我国现代治水发展已进入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时间节点，如何推动新阶段水

利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

一、水利新质生产力是水利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着力点

2024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

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

点，已在实践中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

支撑力。对于水利领域而言，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要

着力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2024年 3月，水利部部长

李国英在部务会议上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

个首要任务，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治理，加快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面对新机遇与挑战，传统水利生产力模式需向以知

识密集、数据主导、创新驱动为特征的水利新质生产力

模式转变，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构筑竞争新优

势，掌握发展主动权。

二、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1.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性
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创新起主导

作用，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

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是生产

力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体现。其基本内涵体现在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飞跃，核

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

（1）新质生产力是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培育和凝聚

新质劳动者具备创新能力、复合能力和技术应用能

力，能够持续创新并熟练应用先进科技，是推动新质生

产力形成的主体性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培

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还需要大力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和

能工巧匠。通过这些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才培养，可以

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进一步推

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传统生产力的变革跃迁。

（2）新质生产力是对新型生产要素和高科技生产

工具的应用和普及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有效推动了生产效率

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高科技生产工具，如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通过智能化、高效化和低碳化，促进了

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为构建高效、智能和可持续的现

代化生产体系奠定了基础。

（3）新质生产力是对新型劳动对象的创新创造与

探索发现

在数字时代，劳动对象的核心从自然物质转移至

信息数据，这种转变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型劳动对象展现

出可处理、易存储、智能化及协同性等特点，这些特性

使得它们能够被劳动者高效利用，并显著优化了生产

过程，提高了效率与产品质量。此外，这些数字型劳

动对象的持续演进与创新，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

级，还催生了诸如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能城市等新

兴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智能化、

自动化和高度协同的趋势，从而实现了资源的更高效

配置和生产过程的更精细化管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

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社

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它促使传

统的线性生产模式向更加开放、灵活和智能化的生产

网络转变，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2.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水利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水

利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推动水

利行业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模式向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方向转变的一种先进水利生产力质

态，是水利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体现。

从水利生产要素来看，水利新质生产力是对高素

质水利劳动者的培育和凝聚，对新型水利生产要素和

高科技生产工具的应用和普及，以及对新型水利劳动

对象的创新创造与探索发现。它包含由高水平水利

从业者和高智能水利虚拟人融合的“人机一体”的新



12

前  沿
CHINA WATER RESOURCES 2025.2

劳动者，由物理实体工程和数字孪生工程共同组成的

“智慧互动”的新劳动资料，以及由自然流域与数字流

域共同组成的“实数共生”的新劳动对象三部分。水

利传统生产力与水利新质生产力对比见图1。

三、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

发展质优先进的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新质生产

力的各项要素指标，具体到水利新质生产力来说有四

个方面内容，一是要发展新质水利劳动者，二是要发

展新质水利劳动资料，三是要发展新质水利劳动对象，

四是要构建与水利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见图2）。
1.“人机一体”的新质水利劳动者
新质水利劳动者是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核心，

是推动水利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体性力量。这其中

不仅包括“高精尖”水利科技人才，还包括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与传统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者相比，他

们具有更高劳动素质和劳动技能，具备创新思维，融

合多学科知识，同时能实现与由水利行业知识驱动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人”的高效协同，做到“人机一

体”，形成高效生产力。

发展新质水利劳动者，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打造新型劳动者管理队伍。一方面，要加强水利人才的

培养能力，通过数字孪生等水利建设，推动传统水利工

作的劳动者向创新型人才、战略型人才以及掌握现代科

学技术的新型劳动者跃升。另一方面，要深化水利人才

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水利人才激励政策体系，加大水利

引才聚才支持力度，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图2  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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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慧互动”的新质水利劳动资料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不断涌现的新科

技和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

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效率，成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

劳动资料。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也需要结合数据这一

新型生产要素，加大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

感知和控制等高效能的新技术应用，打造水利新质劳

动工具。

水利工程是从事水利生产活动的核心生产资料，

如何用好水利工程，是兴水利、除水害、保护生态环境

的关键所在。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在现有

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

推动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

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与传统水利工程

体系相比，国家水网有六大方面的提升：一是系统完

备，综合考虑防洪排涝、水资源配置与综合利用、水生

态保护等需求；二是安全可靠，水网工程安全性和可靠

性显著提升；三是集约高效，水利基础设施网络规模效

益大幅提升；四是绿色智能，基本实现水利基础设施规

划设计、建设运行全过程全周期绿色化；五是循环通

畅，国家骨干网及省市县水网实现互联互通；六是调控

有序，水资源调配能力进一步加强。

国家水网作为新质水利劳动资料，核心的创新驱

动还在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的数字孪生水利体

系，实现流域、水网、工程的智慧化管理。其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感知方面，

从单点监测发展至整体感知，构建“天空地水工”一体

化监测体系；汇聚方面，从数据资源发展至数据要素，

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分析方面，从机理模型发展至数

据与机理双驱动模型，提高模型分析运算能力；决策方

面，从辅助决策发展至智慧决策，提高决策精度与决策

效率；控制方面，从自动控制发展至智能控制，提高工

程运行精准度，降低工程运行能耗。

我国水利发展迈入新阶段，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

已成为推动国家水网建设更为全面、系统的现实需求。

国家水网建设应当全面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导作用，

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逐步推进并完善基础理论

和技术研究、水利基础设施升级改造、智能化控制和

调度水平，建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国家水网综合体系，

支撑新阶段水利的高质量发展。

3.“实数共生”的新质水利劳动对象
构建高附加值和高需求的劳动对象，关键在于提

升劳动对象要素的附加值。对于水利领域而言，这一

过程具体体现为从传统的水流调控向更综合的能量流

和物质流调控转变，同时，将物理流域与数字化的虚拟

流域相结合，以实现更高效、智能的水利管理。

发展新质水利劳动对象，需要从传统水流调控拓

展到能量流、物质流调控。水电是最清洁的可再生能

源，且水电能源具有调节速度快、能源可存储的优点。

如何充分发挥流域梯级水电站的调蓄作用，与流域内

的风光资源互补开发，是实现流域大规模清洁能源开

发利用的重要途径。发展新质水利劳动对象，需要从

“能量流”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流域对象，优化水利工程

的运行管理方式。从“物质流”的角度来看，还需要从

水生态、水环境的角度来审视流域水利管理，要考虑

水利工程运行对流域碳氮循环过程的影响，要从水环

境、水生态保护的角度来优化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行

管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发展新质水利劳动对象，需要从物理流域拓展至

数字流域。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水利领域的生产

活动正经历深层次转型，传统的物理劳动对象正逐步

扩展至数字领域。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为主的生产方

式正逐渐转化为以信息处理、数字孪生建设、创新设计

和知识转化为核心的新生产方式。传统以物理流域为

核心的水利生产活动，未来可更多依托数字流域开展。

未来，在数字流域中能够模拟和推演物理流域中罕见

或未发生的极端情景，有效弥补流域水循环系统复杂

性、开放性导致的现实边界条件预演局限性，显著提升

水利智慧化管理水平。

4.构建与水利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要充分发挥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效能，还需要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与水利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

型生产关系。

在政策法规指引下，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推

动水利创新，是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广泛

调动企业、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参与，实现

资源整合，有效促进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水利行业的

现代化和智能化。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的协调

合作，打破行政壁垒，通过综合管理平台统筹水资源配

置，满足经济社会、生态保护和人民生活的多重需求。

要强化体制机制和法治化管理，深化水利改革，破

除发展障碍。完善水法规体系，确保水利活动有法可

依。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河湖长制，明确职责并强化责

任追究；创新水利投融资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建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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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市场化开发；实施水流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确保资源公平分配；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提升水利工程安全管理等。

四、展 望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是促进水利现代化、推进水

利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着力点。本文从水利高质

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和着力点出发，结合对水利新质生

产力的内涵理解，探讨了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路径，可概括归纳为:

1.创新是驱动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

大文章。要紧紧把握创新在水利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

地位，加快推动水利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技术研发、成

果转化与产业化落地。

2.工程是关键
要加快构建国家水网，构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相适应的国家水安全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数字

孪生国家水网，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大江大河大湖生态

保护治理能力。

3.数据是核心
数据作为新型的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变

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数字经济是抓住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性选择。要加快构建水

利数据要素体系，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用数据分析、

用模型决策。

4.人才是保证
培养新质水利劳动者是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第

一要素。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水利战略人才力量，实施卓越水利

工程师培养工程，加强水利科技人才、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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