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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9_E9_A1_B9_E7_c55_284578.htm 一、水利资金运动过

程的一般理论 水利资金要实现有效增值，就必须不停地参与

水利再生产的价值运动。这种在水利建设中水利资金的投入

、使用、回收、增值和分配等有序的价值运动就是水利资金

的运动。水利资金运动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水利资金的相

对静态表现，它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日上的水

利资产和权益的统一。二是水利资金运动的动态表现，它包

括水利资金的投入、建设期的消耗与转化、资金在投资回收

期的收回和分配，从而形成资金在水利项目中的动态转化过

程，即水利资金的循环与周转。 资金的循环和周转必须具备

两个条件，即资金在生产经营过程的空间分布并存性和各个

循环形式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否则资金循环与周转将会中断

。但水利资金是在单个水利项目的筹建、投资回收中的独立

的价值运动，而且各个水利项目又是由不同建设单位施工的

，因而也是相互独立的。 下图反映的是水利资金同一运动过

程，它表明水利资金的运动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即：资

金筹措阶段、工程物资准备阶段、建设施工阶段、项目营运

阶段和分配阶段。 综上所述，水利资金在运动过程中，表现

为项目建设不同阶段资金的耗费、补偿、收回、收入及利润

的形成，并以此作为评价水利项目及其资金配置与使用经济

效果的依据。 二、不同体制下水利资金的运行机因 1.计划经

济体制下水利资金运行机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水利资金的

运动过程同样遵循项目资金运动的共同规律，包括上述五个



过程，只不过每一过程都是政府行为，都带有浓重的计划色

彩。一是在前期工作阶段，项目规划、立项的决策等一系列

前期工作均由政府包揽，资金由政府筹集，并且对水利资金

的概念认识狭窄，只计算货币资金，而对大量无偿性农民投

劳不折算成资金，从而人为地缩小了水利资金的实有投入规

模，不能真实地反映水利项目建设的成本。二是在施工建设

阶段，水利资金配置给建设单位使用，如需突破资金计划，

再追加资金的投入。三是在水利项目运营阶段，对水利项目

的营运成本费用不进行完整的成本核算，对水利固定资产不

提或少提折旧，水管单位不讲求自身经济效益而只讲社会效

益。四是在回收补偿过程中，水管单位无权根据市场状况决

定商品水和其他服务的价格，而只能由政府确定收费标准，

甚至于政府可以确定不收水费，水管单位没有明确的经济权

利与责任，从而使水管单位普遍处于低效生产状态。五是在

分配过程中，实行侵蚀性的分配，一切结余都要上缴国家。 

可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水利资金并不能实现有效的增值

，从而也就无法保证水利资金的运动步入自我积累、自我发

展的良性循环。 2.市场经济体制下水利资金运行机因 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水利资金的运动摆脱了政府严格的无效控制，

并遵循市场规则和效益导向进行有效率的价值运动，其中，

市场机制起决定性的作用，使得资金运动的每一个过程都严

格体现有效性。一是在前期工作阶段，水利项目的立项、论

证、设计、招投标等都遵循市场中的效益原则，并在效益的

指引下自主进行这些活动，政府只对水利事业的发展给出有

效的政策，资金的筹集渠道多元化，资金的投资形式是：公

益型水利事业由政府投资，准水利公共品领域由财政资金引



导社会资金投资，竞争型水利项目完全由社会资金投资。二

是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严格实行业主负责制。三是在项

目运营阶段，所发生的耗费按完整成本进行核算，如实反映

项目运营中的成本费用，为计算净利润提供可靠的依据，并

且对公益型水利工程，其公益性行为程度也进行量化，水管

单位为社会提供无偿的服务的耗费由政府给予补偿。四是在

回收过程中，商品水及其他服务按价值和市场需求定价，但

也接受国家宏观物价政策的管理和调控；水管单位自主经营

，对投资者的资本金负责保值增值；公益性的全部耗费支出

由国家财政拨补或由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费加以补偿。五是

在分配过程中，承认政策性资本折耗，实施利润分配和纳税

的财务管理制度。 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为水利资金创造了一

种有效的运行环境，使得水利资金在各个运动过程充分体现

市场规则的灵活性并通过政府有效的调控实现水利资金自我

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水利项目全程控制的机制

1.水利项目全程控制的目标 本文讨论的“全程控制”有两个

含义：一是资金的运行起点至终结点，即起点是初始水利资

金，终点是项目效益的产生所转化而成的增值资金的分配；

二是从项目的运行过程来看，起点是项目的筹划，终点是项

目的经济寿命期的临近终结点。对上述水利资金运行的起点

至终点实行全过程的控制称为水利项目的全程控制。 在全程

控制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控制目标和内容。第一阶

段的控制目标是保证项目资金的及时足额到位；第二阶段的

控制目标是保证采购的工程材料物质质优量足；第三阶段的

控制目标是保证项目按质按量按进度顺利竣工；第四阶段的

控制目标是采取科学有效的经营管理策略，保障项目在若干



年内均获得最大化效益，尤其是经济效益；第五阶段的控制

目标是实现项目利润的合理分配，保证项目的良性可持续经

营与发展。 上述任何一个阶段失去有效控制，水利资金就会

运行不畅，水利工程就会最终失败，进而造成水利资金供求

矛盾的加剧和水利资金的巨大损失与浪费。而实行水利项目

的全程控制，不仅有助于防止水利资金的漏损与流失，有助

于提高水利资金的运行效率，更有助于提高项目的成功度和

成功率。 2.水利全程控制的基本要素 水利项目全程控制的基

本要素是：组织机构、信息系统和评价体系。 组织机构。在

水利项目的资金配置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就是项目法人单

位的市场独立性程度。它承担水利项目和实施、经营、管理

和保值增值，并按市场规则独立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追

求项目效益的利润最大化，其核心在于它要按企业化的方式

在市场中独立运作。但由于一部分水利项目表现出较强的公

益性，经济效益的取得不是主要的，这种公益性水利项目的

业主单位，实施完全企业化是不可行的，因而必须由政府机

构组建一个“准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既有政府性质，又

有企业属性。在政府财政的支持下，对项目的社会效应的发

挥负责，直接对政府承担法定责任。这就保证了“准政府”

的项目管理机构既能体现政府意志，又能保持独立社团的利

益，并有利于实现对水利项目的全程控制。 信息系统。水利

项目信息管理系统是由水利项目的存量、增量信息流构成的

，是以各个水利项目为载体的信息系统的总称。信息管理系

统主要是建立信息定期发布（批量）制度，一般应每季度不

少于一次，定期发布水利项目立项、项目实施和建后运行监

评信息，以促进项目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也形成了较强的



舆论监督，保障了水利资金配置与运动的社会监督。 评价体

系。对资金在项目不同阶段的运动质量进行评价和监督，是

保证水利项目的全程控制成功的又一基本条件。评价体系一

般由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机构、评价从业人员及评价经费

支持等要素构成。评价监督体系除了具备一些控制指标外，

必须具有实施专门监督评定的组织机构，这些组织机构一般

是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在实施评价时对所有的投资者负责。 

综上所述，水利资金配置的全程控制离不开三个最基本的要

素，在水利项目的全程控制中，三者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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