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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赋能 助力现代水产业链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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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发

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使命，始终致力于服务国家战略。截至2022

年末，开发银行集团资产规模总额18.3万亿元，全年发放本外币贷款超3万亿元，

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中国最大的中长期信贷银行。 

支柱产业 

基础产业 

基础设施 

国际业务 民生业务 

两基一支 

“一体两翼”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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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的思
想主线。 

 “两手发力”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适应全面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
必须推进“两手发力”，在继续争取加大财政
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

极拓宽水利领域长期资金筹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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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银行充分发挥开发性
金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

桥梁纽带作用，始终把水

利作为优先支持领域，不

断深化银政企合作对接，

支持了一大批国家重大水

利工程和民生水利项目。 



5 贷款规模不断增长 支持投向不断扩大 金融产品更加丰富 信贷政策持续优化 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贷款规模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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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发放  本年发放 贷款余额 

    截至2023年8月末，累计投放水利资金22943亿元，余额9144亿元，其中本

年发放1315亿元，是我国水利融资主力银行。2022年当年发放水利贷款1864亿

元，达到2011年发放额5倍以上。全国已开工且有融资需求的155项国家重大水

利工程中，已融资支持108项,累计承诺贷款5391亿元，发放2364亿元。 

亿元 



6 贷款规模逐年增长 支持投向不断扩大 金融产品更加丰富 信贷政策持续优化 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支持投向不断扩大 

       从过去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为主，逐步扩展到涵盖防洪减灾、供水排水、水生态保

护修复、污水处理、智慧水利等水利水务上下游全产业链。 

支持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支持智慧水利建设 

支持重点行业、区域和领域节水 

支持防洪薄弱环节建设 

支持农村水利建设 

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广
西大藤峡、新疆阿尔塔什等
控制性枢纽工程、堤防建
设、河道整治、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城市防洪治涝等。 

永定河流域治理、新安江流
域治理、巢湖、太湖、滇池
等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截污
治污、水土保持等。 

数字孪生流域及数字孪生工
程建设、水安全监测体系建
设、水利工程智能化建设与
改造等。 

江西城乡供水、云南农村
供水、灌区现代化建设与
改造、水美乡村建设等。 

节水灌溉、节水改造、供水
管网漏损控制、非常规水源
利用等。 

支持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重大引调水、重点水源、区
域供水工程，如南水北调、
引江济淮、滇中引水、引汉
济渭、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
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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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更加丰富 

 开发银行可为水利项目提供从筹备、建设到运营阶段多品种、全周期金融产品和服务。

筹备
阶段 

规划合作贷款，用于规划编制、论证，与规划有关的专项研究，以及
规划项下项目的策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等前期工作，包括项目建
议书、可研、初步设计等。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研发贷款，为
提升企业和科研机构研发能力，用于与企业研发活动直接相关的设备
建设、购置和安装、材料采购、人员薪酬、产学研究和分析测试费用
等。贷款期限一般为5-10年。 

建设
阶段 

中长期贷款，为开发银行主要金融产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水利贷
款期限一般在30年以上。建设期短贷，用于工程准备费用，购买设备
和材料的费用，工程概算中的其它费用以及项目其他配套资金到位前
出现的暂时资金短缺。 

运营
阶段 

流动资金贷款，用于支持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周转，贷款期限短期不超
过1年，中期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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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品更加丰富 

 开发银行可为水利项目提供从筹备、建设到运营阶段多品种、全周期金融产品和服务。

灾情
阶段 

应急贷款：用于水旱灾害等突发性事件的处置和救助，灾情发生后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开通绿色通道，提供资金支持。贷款期限
一般为1年。灾后重建贷款：用于因突发灾害损毁的水利基础设施修
复和重建，贷款期限参照中长期贷款执行。 

综合
金融
服务 

开发银行可发挥“投贷债租证”全牌照业务优势，为项目公司提供债
券承销、融资租赁、投资咨询以及信用证、保理等中间业务服务，全
力保障水利工程建设。 

特殊 

阶段 

2015-2017年，国家发改委牵头，开发银行设立专项建设基金解决项
目资本金缺口。目前，人民银行牵头出台开发性金融工具（国开基础
设施投资基金），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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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持续优化 

开发银行根据水利项目特点持续优化水利信贷政策 

水利项目特点： 

 一是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存在超概、超计划工期风险，尤其是引调水、水

利枢纽、水源工程等大型水利项目。对于引调水、水源工程，下游配套管网

工程建设进展也直接影响整体工程投产运营。 

 二是项目公益性强，我国水价处于较低水平，项目自身收益较低，但具有长

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三是项目达产时间长，特别是大型引调水工程超前规划，从建成投产到完全

达产需要时间较长，项目投产初期还款压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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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持续优化 

开发银行根据水利项目特点持续优化水利信贷政策。特别是2022年为贯彻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署，开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信贷

优惠政策。 

贷款期限：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贷款期限最长为45年，列入国家或省级规划的水利
枢纽工程、水源工程、引调水及配套工程、灌区工程最长为40年，其他水

利项目最长为35年。 

       具体项目贷款期限根据项目类型、现金流测算等因素合理确定。对于

因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确需超出控制上限的项目，可进一步报总

行审批决策。 

宽限期：结合建设期合理确定宽限期。对于达产较慢的重大项目，可适当延
长宽限期，缓解投产初期还款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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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政策持续优化 

资本金：资本金比例最低为20%，满足条件的补短板基础设施项目，允许适当

下调最低资本金比例不超过5个百分点。 

资金保障：水利作为我行支持重点，享受评审绿色通道，优先审议，优先安排并
保障信贷资金规模需求。 

还款安排：根据项目达产率合理安排，可安排前低后高，最大程度缓解项目初期
还款压力。 

信用结构：可设计保证担保、抵押担保、供水供电收费权质押担保等。 

贷款利率：设立水利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政策；符合开发银行认定标准的
重大项目执行相关优惠利率政策；积极争取人民银行低成本资金，进一步降低

水利项目贷款利率。 

授信准入、审批权限、放款条件等方面对水利项目给予差异化信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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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水利枢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 

项目能够产生一定水费、电费收入的项目，开发银行可通过合理

设计贷款期限、还款计划，推动签订供水协议落实项目现金流，

依靠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提供融资支持。 

农村供水工程 

针对项目涉及地区广、单体项目小、工程收益能力不足等特点，

开发银行积极推动城乡一体化供水，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审批、

统一融资的“三统一”的省级统筹运作模式。目前已有江西、福建
城乡一体化供水，云南农村供水等成功案例。同时也可根据实际

情况宜市则市、宜县则县推动项目融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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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模式不断创新 

存量资产盘活项目 

通过特许经营，TOT、ROT等模式，支持了全国一大批水库、水

厂等存量资产盘活项目，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拓宽水利项目

建设资金来源，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智慧水利类 

通过充分挖掘项目收益，构建合规还款现金流，支持松辽委数字

孪生尼尔基工程、江西省智慧水利产品研发等项目，助力提升水

利管理现代化和智慧化水平。 

流域综合治理等公益性项目 

运用全要素资源统筹一体化理念，创新“X+OD”模式，通过合理
嵌入经营性项目，同步设计、打捆实施，推动外部效益内部化，

实现项目收益自平衡与经营可持续。落地了永定河流域治理、汉

江流域保护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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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南水北调工程， 

开发银行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保障工程建设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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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坚持规划先行，勇担资金保障重任。早在2002

年，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启动之前，开发银行就

参与了工程融资模式研究工作。2002年底，国

务院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后，开发银行

第一时间出具贷款承诺函。2003年，开发银行

成为南水北调建委会唯一金融机构，积极发挥

专家银行优势，提供财务顾问等综合金融服务，

主动承担融资方案设计与测算工作，为项目总

体筹资方案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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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牵头组建银团，提高资金保障程度。2004年，开发银行向南水北调工程授信263亿元，

同时承诺若其他银行贷款不落实，我行负责兜底安排。2005年3月，开发银行组织中、

农、工、建、浦发、中信等成员行与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等4个项目法

人签署银团贷款合同，合同总金额488亿元，其中我行份额213亿元。在利率上行、

资金收紧时期，开发银行率先垂范保证信贷资金足额发放，并积极协调各银团成员行

资金落实，确保工程建设。2022年，开发银行对存量贷款进行再融资，优化贷款期

限和贷款利率，助力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盘活存量项目，更好发挥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建设资金策源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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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提供过渡性融资，保障工程建设需要。南水北调工程约1200亿元建设资金来源

于国家重大水利基金，由于基金征收与资金使用存在时间差，财政部批准采取

银行融资等方式搭桥解决。开发银行作为银团牵头行，第一时间承诺提供过渡

性融资100亿元，坚强保障项目建设资金。 

 支持配套工程建设，保障项目发挥效益。开发银行主动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

联系，编制配套工程融资规划，推动配套工程融资工作，支持了北京、河北、

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份南水北调配套工程建设，累计发放贷款超过270亿元，

有力保障了工程按期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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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序号 项目 累计发放 贷款余额 

1 干线工程 254 159 

1.1 中长期 213 159 

1.1.1 中线干线 148 115 

1.1.2 中线水源 32 24 

1.1.3 东线干线 20 13 

1.1.4 东线水源 13 7 

1.2 短贷 41 0 

2 过渡性贷款 68 0 

3 配套工程 268 100 

3.1 北京 41 18 

3.2 河北 159 52 

3.3 河南 45 19 

3.4 湖北 12 3 

3.5 江苏 2 0 

3.6 山东 10 7 

4 总计 589 259 

 截至目前，开发银行累计向南

水北调东中线干线一期工程及

沿线配套工程发放贷款589亿元，

贷款余额259亿元。 

 此外，开行投放79亿元专项建

设基金支持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建设，基金余额53亿元。 

开发银行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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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签订合作协议，加强战略合作。2020

年10月南水北调集团成立，这是加强

南水北调工程运行管理、完善工程体

系、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格局的重大

举措。2021年5月，开行作为第一家

金融机构与南水北调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意向授信总量3000亿元，为

后续工程提供资金保障。双方还通过

加强高层互访、建立三级联络人机制、

共同开展课题研究等方式进一步深化

合作，合力推进项目融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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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南水北调工程情况 

 支持后续工程建设，提高供水保证率。2022年，开发银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讲话精神，主动对接集团公司，

设计融资方案，作为第一家金融机构向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全额授信430

亿元，并于9月6日签订60亿元贷款合同。 

 双方还在安徽凤凰山水库、河南城乡供水、海南六水共治等多领域进一步加强

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水网建设起来，会是中华民
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

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开发银行将继续发挥开发性
金融引领示范作用，全力以赴做好金融服务，助力全
面加强现代水产业链建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