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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水资源资产管理的需求出发,探讨了现行以区域为主体编制水资
源资产负债表的局限。 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水行政管理体制,从国家(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河
道及流域)、区域、企业 3 个层面出发,系统探索多元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并从反映水资源
资产开发与管理目标、揭示水资源资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提升水资源资产化水平、决策区域
未来产业规划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分析不同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该研究有利于进一
步推动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满足提升我国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水平、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引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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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促
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2015 年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的《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
通知》指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国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重要内容。 2016 年底,水资
源资产负债表试点编制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浙江省湖州市、湖南省娄底市、贵州省赤水市、陕
西省延安市,以及北京市怀柔区、天津市蓟县和河北
省相继完成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试点编制工作。
2019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持续抓好国土绿化、
防沙治沙、水土流失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
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
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又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
战略资源。 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摸清我国水资
源资产“家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推动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关键,而其编
制主体的确定是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基础。

2019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提出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

权分离,加快构建分类科学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
系。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问题,实质就是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关系的确认和计量问题[1]。 水资
源资产具有多功能性、多用途性、循环性、所有权与
使用权分离等特性,因此,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主体较森林、矿产等其他资源性资产的编制主体更
复杂。 编制主体的明确是水资源会计及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研究的重要基础问题,是明确水资源资
产化管理主体的根本。 因此,如何明确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主体,不同主体编制的水资源资产负债
表应反映的要素及其作用的体现,都是水资源资产
核算及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基础[2]。 基于此,本
文基于我国现行的水行政管理体制,从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及水资源资产管理需求出发,研究多元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及其作用。

1　 现有文献述评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通知》
中要求:“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纳入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与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
产产权和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重大制度相衔接。”在
此基础上,相关学者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与领导干

·41·



水利经济,2020,38(1) 　 E-mail:jj@ hhu. edu. cn　 http: / / jour. hhu. edu. cn　 电话:025 83786350　

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红线管控、水资源用
途管制衔接起来,但鲜有学者对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作用展开系统探讨。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通知》
发布后,国内外学者除研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的表式、涉及公式等内容外,关于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主体方面的研究亦有所涉及。 如借鉴澳大利亚
水会计核算主体,贾玲等[3]提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核算主体可以是某一水权益实体,如水厂、水库管理
机构、灌区等;也可以是国家(或地区)经济体。 甘
泓等[4]首次把环境作为虚拟的核算主体引入水资

源资产负债表。 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家及各级政府是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主体,如李志坚等[5]认为

各级政府是水资源资产负债表首要的信息使用者,
也是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 唐勇军等[6]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中
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规定,提出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会计主体是拥有事实所有权的省或区域政

府,而非一般的企业。 宋晓谕等[7]在对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表式结构进行分析时指出:从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提出的背景及其主要应用范围出发,其核算
应以国家及地区为核算主体。 刘林厂[8]界定基于

会计学原理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主体主要为

国家或地方政府。
除此外,更多学者认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还应

该存在其他编制主体。 董翠翠[9]研究指出,水资源
资产负债表的会计主体是水会计工作服务的特定单

位或组织,水会计主体一般是政府,或水利单位,或
水公司,如农业灌溉部门、水电公司、自来水公司、给
水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水利局、湖泊、河流或水库
管理部门。 沈菊琴[10]认为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即河
湖管理处是水资源资产核算的主体之一,且各微观
涉水主体应根据水会计准则编制水资源报表,详细
记录水资源的来源与去向。 方媛[11]分析指出,水资
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
应是我国政府机构,是各流域管理机构及各级地方
政府水利部门。 田贵良等[12]编制黄河流域水资源

资产负债表时将黄河水利委员会作为代表国务院行

使流域水资源管理职能的主体,是该流域水资源资
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

实务操作中,关于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主体,
国外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澳大利亚公布的水会
计准则中规定,AWAS 以区域管理者或水资源系统
拥有者为核算主体,包括州和地区政府机构、城乡水
资源公共事业单位、用水大户(即大型用水企业,主
要是指化工、建筑材料、造纸等行业)和环境水权持

有者。 而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及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编制试点,仅仅根据《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
点方案的通知》中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要求,是以省
或市(区)政府为编制主体开展实施的。

综上,国内外理论界与实务界专家针对水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国外研究
成果中将政府、企业及各水资源管理单位作为研究
主体,而国内主要以区域为主体开展水资源资产负
债表的研究,没有独立开展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主体
及作用研究的相关文献。 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分析了现行以区域为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局限性,从国家(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河道
及流域)、区域、企业 3 个层面出发,系统探索多层
次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及其作用。

2　 现行以区域为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
表的局限

　 　 现行已开展的理论研究及实务操作中侧重于以
区域为编制主体开展水资源资产负债的核算工作。
但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及水资源管理体制,以区域
为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具有局限性。
2． 1　 以区域为主体未反映区域水资源资产化利用
过程

　 　 根据《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通
知》要求,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内容主
要包括土地资源、林木资源和水资源,因此,按照试
点通知的要求,在全国 8 个地方进行了试点,并随后
以区域为主体进行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但
水资源资产实物量的核算、存量及变动表的编制工
作远难于森林、土地等其他自然资源。 目前以区域
为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从反映的内容来看存在

以下局限:
a.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反映的仅仅是水资源的

来水和供给状况。 国家统计局与其他 8 个部门于
2015 年 12 月共同发布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
编制(编制指南)》中构建的水资源存量及变动表仅
分列地表水(包括水库、湖泊、河流的水)和地下水,
除去了 SEEA实物型水资源资产账户中的雪、冰、土
壤水等。 甘泓等[4]设计并对比分析了不同主体的

左右和上下两种水资源资产存量及其变动表结构:
宾栏设置水资源期初存量、期中变化量和期末存量,
主栏是资产、负债以及净资产,分列地表水、地下水
和其他水资源。 统计的完全是水资源的来水和供给
状况。

b. 主体单一,不能够发挥资产负债表应有的作
用。 根据国家要求,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应与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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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国家制度相衔接,并需
突破各种技术壁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但实际上现行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仅仅反映了水资源

量,无法体现“人”在其中的作用,因此难以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c. 现行的“水负债表”没有反映水资源资产化
利用状况。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地域为主体
构建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中没有“水资源资产”这
一基本要素。 由于水资源所具有的可再生性、随机
性、流动性、多功能性、重复利用性等特点,决定了水
资源资产与其他资源性资产最大的差异在于其并不

遵循会计恒等式,也不遵循水资源的“期末存量 =
期初存量 +期间变动量”这一平衡公式[10]。 由此可
见,现行以区域为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水资
源资产存量及变动表,式中水资源资产仅仅是对水
资源的统计,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没有反映水资源资
产的形成过程。

不同主体由于各自的职能不同,所核算的水资
源资产量各有差别;因水资源资产功能及循环利用
效率的差异,不同主体核算的水资源数量也不等同
于水资源资产实物量,基于此,仅仅以区域为水资源
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无法反映水资源及水资源
资产的开发、使用过程,不能切实反映水资源资产的
使用效率,不能全面掌握水资源资产化情势,应考虑
多层次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的共同结合,实
现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体系的构建。
2． 2　 以区域为主体未反映流域上下游的水资源与
水资源资产之间的演化规律

　 　 a. 现行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未严格区分水资
源与水资源资产。 水资源资产的开发、使用及排水
等循环过程决定了不同主体核算视域下水资源资产

量并不等于水资源数量。 根据现有研究结果,较多
学者认识到水资源与水资源资产具有异质性:水资
源是天然存在的,本身并无资产属性,而水资源资产
参与到生产生活中,具有经济属性;水资源若不能被
人们所利用、无法为用水主体带来效益,或者不能用
现代技术获得,都不能称之为水资源资产。 在此基
础上,国家作为水资源及水资源资产的所有者,区
域各级政府(具体授权部门如水利厅、环境保护厅
等)是国家授权的水资源及水资源资产供给及需
求的管理者,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是流域水资源管
理部门的重要组成部门,同时是水资源及水资源
资产具体的开发部门,而企业是水资源资产的具
体使用者。

b.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未体现水资源资产价值
量要素。 现有关于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构建的研究成

果中,由于缺乏水资源资产实物量核算方法,无论是
理论研究还是试点编制实务工作中,水资源资产负
债表的核算体系所反映的仍然是水资源的数量,并
未体现水资源资产价值量等要素。 即现有部分研究
中,并未严格界定水资源数量与水资源资产实物量,
且认为将水资源数量乘以水资源价格,即可得到水
资源资产价值量。 这一观点,反映了现行以区域为
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将水资源数量与

水资源资产实物量等同,更多体现的是对水资源量
的统计,无异于水资源公报中披露的水资源的相关
信息。

c. 以区域为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构建
未结合水资源资产循环规律。 从区域来讲,区域为
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应反映区域可获取的潜在

水资源资产、水资源资产的形成过程以及水资源资
产与水资源的循环变化规律。 实际上,水资源资产
量不等于水资源数量,从不同主体核算的水资源资
产实物量正常情况下是不相等的。 因此,水资源资
产负债表核算要满足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并非是
在以区域为基础构建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上加

以简单合并即可,而应该从水资源整体开发管理的
角度构建。 尽管从区域角度也可以构建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但其构建的目标、反映的科目以及构建的方
法应与国民经济核算的需求有所差异。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初始要求是摸清水资

源资产的家底及变动情况,仅反映水资源量的统计
情况,并不能达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
方案的通知》的要求。 因此,必须厘清水资源资产
实物量、水资源量、水资源资产量三者的区别并反映
于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中,且要求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中不仅可以反映水资源资产的形成过程,而且需要
反映水资源资产的供给及资产化管理过程,反映水
资源资产的利用效率等信息。
2． 3　 以区域为主体未体现管理人(机构)对水资源
资产的管理作用

　 　 现行编制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更多体现的是
对水资源的统计。 水资源资产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潜在水资源资产与水资源资产
的形成、取用过程,面临着不同行政部门的管理;不
同水资源资产的需求与供给,亦需要不同的水资源
资产管理机构发挥各自的管理与监督作用。 但目
前,我国现行的以区域为主体编制的水资源资产负
债表并未体现不同管理机构与人员对水资源资产的

管理作用,也无法实现对水资源资产管理的监督作
用,尤其是我国尚未形成编制完善的水资源资产负
债表,阻碍了作为我国领导干部水资源资产离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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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推行。
因此,要体现不同管理机构及人员对潜在水

资源资产、水资源资产及水资源负债的管理与监
督,应以不同的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反
映潜在水资源资产、水资源资产及水资源负债等
信息,体现不同管理人(机构)对水资源资产的管
理作用。
2． 4　 以区域为主体难以满足自然资源核算的要求

以区域为主体核算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如以
省、市或区为核算主体开展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
算,仅可以实现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的取水、用水、污
水处理、回用及排放情况,即仅可以反映区域内水资
源资产的取用情况。

而由于水资源的流动性,水资源及其所在的流
域是一个复杂系统,河流的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之间互通,水资源的使用过程与运动过程既交叉联
系又各自独立,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 而这些仅仅
通过以区域为主体核算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难以系

统反映,无法实现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的核算
要求。

虽然《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通
知》中要求“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包括地表水、地下水
资源情况,水资源质量等级分布及其变化情况”,但
是地表水与地下水涉及不同的管理主体,具有不同
的管理机构、制度、要求及考核目标。 地表水尤其是
流域或跨区域的河道、水库,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地
下水往往局限于区域使用。 因此,为实现地表水与
地下水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应
结合其各自的管理体制分别进行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编制工作。 国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应分别基于流
域及区域报表基础予以合并。

3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主体分析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与会计报表一样,编制前应
有其适用的主体假设,只有在合理确定水资源核算
主体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合理开展我国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编制研究工作。

广义上,只要是与水资源资产开发、使用与管理
有关的政府部门、水资源管理部门、企业、高校、居民
户、区域、流域、水库、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厂等,都
可以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主体。 但是,结
合我国的水行政管理体制,从国民经济核算对自然
资源资产核算的需求以及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水平评

价的角度分析,编制主体主要有国家(水利工程管
理部门、河道管理部门及流域层面)、区域和企业。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缘起于自然资源核算

与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将自然资源价值尽可能编
列在资产负债表上,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
随着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立,相应的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也会正式成为国家资产负债表

的一部分,成为国家经济决策和社会决策的重要依
据,并成为考核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的重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
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各省水利厅
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

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水
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即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限,
因此,国家(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河道管理部门及流
域子层面)及区域可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
主体。

同时,水资源资产在企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誉为“工业的血液”,参与了
企业生产(加工、制造、冷却、净化、冷却、洗涤等)及
服务的系列环节,企业中水资源资产的数量、质量及
使用效率,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应选
择部分行业的用水大户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

制主体,切实反映高耗水行业企业对于水资源资产
的使用与管理,以提升水资源资产效率,为行业水资
源资产的供给与需求决策提供依据。

综上,鉴于水资源的特征、我国现行的水资源行
政管理体制及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需求,水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水利工程管
理部门、河道管理部门及流域子层面)、区域及企业
3 个层面,其编制主体之间关系及作用见图 1。
3． 1　 国家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主体,亦是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编制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水流属于国家所
有;《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

作;作为水资源法,不能由国家以外的主体享有所有
权,这便于我国更合理地利用和保护水资源,更有效
地防治水害并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水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主要目标是国家为了加强自然资

源的管理,促进自然资源核算,摸清国家自然资源家
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流
域管理机构多在水资源管理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
统筹规划流域发展,并制定流域未来一段时间的建
设计划。 流域管理机构更多以执行单位的身份贯彻
流域机构制定的发展规划,如澳大利亚的墨累河委
员会、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水资源流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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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及作用框图

的典型案例。 水利工程是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
据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需要,可以以某个水利工程
为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因此,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核算首先应该以国家作为核算主体,但不
同层级水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权限不同,可以从水
利工程管理部门、河道管理部门及流域 3 个层面设
定报表编制主体。
3． 1． 1　 水利工程管理部门

根据水资源资产的界定可知,水资源资产必须
是由人类控制且能为人们所使用,并能获得收益的
水资源[10]。 而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是水资源开发、利
用的重要手段,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服
务于水利工程的运用、操作、维修和保护工作,对于
水利工程的防洪、排水、灌溉、发电、水运、水产、工业
用水、生活用水和改善环境等进行综合管理,促进效
益的发挥。 因此,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控制了大量的
水资源资产,对于我国水资源及电力资源调配有着
积极作用,对保护水资源、加强防洪抗灾安全管理、
提升航运效益、优化渔业养殖并强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其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核算主体具有必要性。
3． 1． 2　 河道管理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的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该行政
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国家对河道实行按水系统一
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因此,对于非跨省
界的河流,其管理应由省水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并
编制河道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内容包含河道上

所涉及各级水利工程(如各级水库、发电站等)管理
产生的水资源资产等。 河道管理部门水资源资产负
债表的编制,是对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水资源资产负
债表的合并及抵消,是对河道水资源资产负债情况
的反映。
3． 1． 3　 流域层面

地表水的集水面积称之为流域,指一个水系的
干流和支流所流经的整个区域。 水的流动性和行政
区域的划分决定了水资源的流域性和跨区域性特

征。 现行《水法》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
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据此,水利部
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流域管理机构,授
予其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 目前,我国已在长江、黄
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和太湖流域设立了流域管
理机构,通过对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可以加强江
河、湖泊泄洪排涝和抗旱的能力,改善流域水环境,
为流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水资源保

障。 从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面出发,流域的
确定以及流域行政管理机构的成立,可以进一步核
算基于流域层面的水资源状况,服务流域行政部门
离任审计。 由此,可确定流域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另一层面的核算主体。
3． 2　 区域可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主体

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由政府
代为行使其管辖权。 在各级政府管辖范围内的自然
资源及其权益增减的变动状况,应由政府来管控并
加以落实。 因此,从政府组织的管理范围看,各级政

·81·



水利经济,2020,38(1) 　 E-mail:jj@ hhu. edu. cn　 http: / / jour. hhu. edu. cn　 电话:025 83786350　

府是管辖区内自然资源的权益主体,也是其责任主
体,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应以本级政府实际控
制为原则划分核算范围,对区域内水资源资产负债
情况展开核算研究。 基于此,各级政府应当作为水
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的会计主体:层级低的政府,如
最基层的县、乡镇政权,虽然管辖范围小,但是仍然
可以对其辖区内水资源及其环境实施管控;层级高
的政府,需要在辖区范围内协调各地区对水环境资
源的开发、利用和水环境治理。 且各级政府部门作
为核算主体,有利于核算资料的收集与计算,有利于
推动核算工作的顺利实施。
3． 3　 企业是水资源资产主要使用单位,可作为资产
负债表重要的编制主体

　 　 加强对钢铁、纺织印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
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即用水大户的水资源管理,在我
国水资源节水利用、提高水资源效率,落实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水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中具有
重要意义。 2018 年,根据《水法》 《江苏省节约用水
条例》,江苏省水利厅制定了《江苏省用水审计实施
办法》,要求省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对用水户的
取水、用水、节水、耗水、退(排)水等活动的合规性、
经济性及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监督、鉴证与评价。 而
要实现用水大户的用水审计,对其编制水资源资产
负债表势在必行。 因此,应以用水大户为主体核算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4　 不同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4． 1　 流域为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作用
a. 可反映国家及流域水资源资产的开发程度。

以国家及流域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主体,可
反映国家及流域水资源资产及负债的数量与质量分

布及其变化情况,通过核算水资源资产实物量与水
资源实物量的比例关系,反映国家及流域水资源资
产的开发程度。

b. 可反映河流的水资源资产开发目标。 以流
域及水利工程管理部门为编制主体,开展水资源资
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可对流域及水利工程所掌握
的水资源资产实物量及价值量进行核算,切实反映
水利工程的发电效益、旅游效益、航运效益、灌溉效
益、生产生活效益及环境效益等,以体现河流水资源
资产的开发目标。

c. 可评价河流的开发程度与国民经济发展之
间的和谐性。 河流的开发利用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
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通过以流域及水
利工程管理部门为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

制,可基于和谐理论,实现生产、生活及生态水资源
资产实物量、价值量与国民经济发展和谐度的评价,
促进河流开发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d. 为进一步提高水资源资产开发程度提供依
据。 基于国家、流域及水利工程管理部门为主体
编制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可反映国家、流域及某
一河段的生产、生活及生态水资源资产实物量及
价值量,进而通过系列评价指标体现水资源资产
开发利用程度,对于加强促进水利工程效益的发
挥,为国家、流域及河段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决策提
供依据。

e. 为进一步提高流域水资源资产化水平提供
决策支撑。 通过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可以反
映生产、生活及生态水资源资产的实物量、数量、
质量及各分类的占比,为合理规划流域内各类水
资源资产比例,实现水资源资产的均衡开发,推动
国家、流域及河段水资源资产化水平提升提供决
策支撑。

f. 可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 目前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核算内容
主要包括土地资源、林木资源和水资源,水资源资
产负债表是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内容。 编制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将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纳入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的完善。
4． 2　 区域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的作用

a. 反映区域内水资源资产需求与供给之间的
关系。 以区域为编制主体,可以反映行政区域范围
内水资源资产的供给及需求状况,从而对区域范围
内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水平进行评价。

b. 评价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与节水程度。
基于区域为编制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可反映
区域内各行业水资源资产与水资源负债的分布与变

化情况,核算区域内各产业水资源资产的利用效率,
进而反映并评价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与节水

程度。
c. 反映区域内节水的需求与方向。 以区域水

资源资产负债表反映各行业的水资源资产量及水资

源资产利用效率,可明确区域内各行业水资源资产
的使用状况,从而评价区域内各行业水资源数量与
水资源资产实物量的关系,以反映区域内各行业的
节水需求与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水资源节水技术
的推广与应用。

d. 为区域水资源资产化水平提升提供决策依
据。 以区域为编制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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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区域内水资源量与水资源资产的来源与使用情

况,明确区域内各行业水资源资产化水平的差距,
从而为提升区域内水资源资产化水平提供决策

依据。
e. 为区域未来产业规划及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区域水资源资产负债表中各行业水资源资产与负债

的分布与变化情况,可反映区域内产业结构与布局,
据此可分析区域内各行业布局的合理性。

f. 反映地下水使用变化情况,为地下水开采、
补给、回灌提供决策支撑。 通过反映地下水数量
及水资源资产实物量的分布与变化情况,可核算
地下水资源资产的价值量,反映地下水资源资产
的使用效率,从而为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
支撑。
4． 3　 企业作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的作用

以用水大户为主体核算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反
映各行业水资源资产负债现状,量化水资源资产价
值量,同时也是分析水资源资产使用效率,比较各行
业用水大户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对于促进提升
水资源资产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具
有重要意义。 以企业为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
的作用主要有:

a. 反映水资源资产的供给与排出水质的变化
情况。 通过各用水大户的水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
可设置明细科目,反映各行业用水大户水资源资产
供给与排水的水量、水质变化情况,从而掌握水资源
资产开发利用与水资源负债的基本资料,为后续分
析奠定基础。

b. 反映企业内部的水资源资产管理水平。 以
各行业用水大户为编制主体核算水资源资产负债

表,通过对各企业水资源资产利用、增值情况的考
核,可充分反映各企业内部水资源资产管理水平。

c. 从水资源资产供给视角反映区域资产化管
理水平。 各企业水资源资产的来源,反映了流域及
区域水资源资产管理部门对各用水大户水资源资产

的供给及管理策略,从而可反映流域及区域范围内
水资源资产化的管理水平。

d. 从各企业所拥有及控制的水资源资产质量
与数量的角度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水资源
资产数量及质量是制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 通过企业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反映企业所拥有或
控制的水资源资产实物量及价值量,可反映管理部
门对于不同行业水资源资产量的管控策略,并可核
算各行业水资源资产的利用效率,以衡量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

e. 反映水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 通过核

算各企业内水资源资产量及其循环使用程度,可反
映各行业、企业水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为实
现流域及区域水资源资产保值、增值管理策略的制
定及实施奠定基础。

5　 结　 语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主体的明确是开展水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的基础,关系到水资源资产
开发水平、管理水平及使用水平等重大问题,关系到
是否系统反应水资源资产化信息以及落实最严格的

水资源管理制度等重大问题。 本文在分析现行以区
域为主体编制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局限性的基础上,
提出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应以国家及各级政府

层面、流域层面、水利工程管理部门、企业(用水大
户)等为编制主体,并揭示了不同主体编制水资源
资产负债表对于反映水资源资产开发与管理目标、
水资源资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可为水资源资产化水平提升,区域未来产业规划及
发展方向,地下水开采、补给、回灌等提供决策支撑,
对反映水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且将水资源资
产负债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建议进一步推行不同主体的水资源资产负债
表的编制工作,以满足我国水资源资产化管理、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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