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1 卷第 1 期

Vol. 41
 

No. 1
水　 资　 源　 保　 护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2025 年 1 月

 

Jan.
 

2025

基金项目: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自主创新项目(CX2022Z04-5,CX2023Z1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1YFC3200202)
 

作者简介:杨卓媛(1995—),女,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水文水资源研究。 E-mail:yangzhuoyuan@ whu. edu. cn
 

通信作者:黄宇云(1994—),女,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研究。 E-mail:yyhuang@ whu. edu. cn
 

DOI:10. 3880 / j. issn. 1004 6933. 2025. 01. 012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方法及应用

杨卓媛,黄宇云,夏　 函,周　 利,王艺蒙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湖北
 

武汉　 430010)

摘要:为定量衡量区域的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梳理其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科技生

产力、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为准则的评价方法,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 熵权-TOPSIS 的评价模型,
并量化了区域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等级。 利用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及其 11 个省市开展了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结果表明:2018—2022 年,长江经济带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逐步从中等

提升至中高等;东部地区的水利新质生产力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与东、中、西部 11 个省市的政策导向、经济规模、资源配置等实际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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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a
 

reg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an
 

evalu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riteria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digital
 

productivity,
 

and
 

green
 

productivity
 

was
 

proposed.
 

An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entropy
 

weight-TOPSI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grade
 

of
 

region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were
 

quantified.
 

The
 

eval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asses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ts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18
 

to
 

2022,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moderate
 

to
 

high.
 

The
 

overal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digital
 

productivity,
 

and
 

green
 

productivity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olicy
 

orientation,
 

economic
 

scal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11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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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作为最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不仅具有

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的自然环境功能属性,还具

有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属性,在保障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1-2] 。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和经济社会发展

加速,水资源承载压力日益加大。 在新时代背景下,
已建立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体系逐渐无法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供给的需求,亟须通过新技

术、新方法和新模式推动水利传统生产力的转型与

升级,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效益,确保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3] 。

自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以来,便引起学界、业
界的广泛关注。 彭绪庶[4] 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生产

力发展方向和前进趋势的代表。 周文等[5] 阐释了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及其理论,探讨了新质生产

力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 数字乡村建

设[6] 、粮食安全[7] 、产业转型升级[8] 等领域的学者

也纷纷开展相关研究,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各领

域的形成与发展。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

的大背景下,我国水利已由高速度发展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这对加快转变水利发展模式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 左其亭等[2] 率先探讨了水利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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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主要研究内容,并从工程、技术、制度和管

理支撑 4 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实施路径。 景晓栋等[3]

分析了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内涵,提出了培育

和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建议。 戴济群[9] 立足

传统生产力三要素,探讨了对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总体

理解,明确了问题导向并制定了以产业链革新为目标

的发展框架。 目前水利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尚处

于以概念、内涵及特征为主的理论探索阶段,缺乏对

水利新质生产力合理量化的评价手段。 基于上述背

景和现实需求,本文拟构建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

体系,并以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长江经济带为

例,进行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算,揭示长江经

济带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动态变化、区域差异和影响因

素,论证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提升路径,以期为我

国的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水利新质生产力

评价指标体系

科技生产力

科技研发投入水平

水利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T1( +)
水利类科研教育设施投资占比 T2( +)
水利科研机构数量占比 T3( +)
水利科研与发展人员数量占比 T4( +)

ì

î

í

ï
ï

ïï

创新成果产出水平

水利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数量占比 T5( +)
水利行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占比 T6( +)
水利学科卓越科技论文数量占比 T7( +)
水利行业实现组织管理或营销创新企业数量占比 T8( +)

ì

î

í

ï
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数字生产力

数字化资金投入水平
水利行业数字化投资占比 D1( +)
水利类数字孪生市场规模占比 D2( +){

数字化基础建设水平

配备在线测流系统的水文测站数量占比 D3( +)
具备北斗卫星短报文传输能力的报汛站数量占比 D4( +)
应急通信车、无人机、集群通信终端数量增长比例 D5( +)

{
{

绿色生产力

资源节约发展水平

万元 GDP 用水量目标控制程度 G1( +)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目标控制程度 G2( +)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G3( +)
非常规水源供水量占比 G4( +)

ì

î

í

ï
ï

ïï

环境友好发展水平

Ⅰ~ Ⅲ类水质断面数量占比 G5( +)
污水处理率 G6( +)
湖库富营养化状况 G7( -)

{

ì

î

í

ïï

ïï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图 1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

Fig.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1　 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数

字化、绿色化转型深度融合科技体系与产业体系,能
够为新质生产力奠定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的坚实基

础,从而系统性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动力和方向上的

变革与发展[10] 。 因此,传统生产力向高科技、数字

化、绿色化转型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1,4-5,11-12] 。 基

于以上认识,对水利新质生产力进行定义:水利新质

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以水利

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依托新

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管理手段,实现水资源开发

利用与管理的高科技、数字化、绿色化的一种先进生

产力形态。
对于水利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内涵,可从以下

3 个方面解析:①水利新质生产力是以水利科技创

新为主导的科技生产力;强调通过水利科技创新驱

动,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智能水利现代化发展体

系,推动水资源领域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开辟更多新

领域新赛道。 ②水利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数字技术

为基础的数字生产力;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革新,将水

利传统生产要素与数字要素相组合,促使水利工程

和水资源管理更加数字化和智慧化,以数字化赋能

水利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保障水资源供给安全,同时

注重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③水利新质生产力是

新发展理念指导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

生产力;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过程中倡导节约

型、绿色型和循环型的资源利用方式,追求低成本、
低能耗、低污染,以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推动水利

行业向节水型、循环型和环保型方向转型。

2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方法

2. 1　 评价指标体系

借鉴左其亭等[13-17] 研究中的相关评价体系,按
目标、准则、要素、指标 4 个层级,建立了水利新质生

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图中括号内“ +”表

示正向指标,“ -”表示负向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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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为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用来表达某地区

在某一时期的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程度和效果;准则

层按照对水利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理解,分为科技生产

力、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 3 个方面;要素层由多

个系统构成,为每个准则所包含的不同类型的指标;
指标层是每个要素层包含的多个具体量化指标。
2. 2　 评价方法

2. 2. 1　 基于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

层次分析(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法是

一种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首先由决策者对

评价对象进行两两比较,然后构建判断矩阵,进而计

算得到不同层次指标的权重值[18] 。 利用 AHP 法对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的 3 个准则层进行主

观权重计算。 具体步骤为

步骤 1　 构建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和绿色

生产力 3 个准则体系下的指标判断矩阵。 科技生产

力、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分别包含 8 个、5 个和

7 个指标,依据决策者两两比较各指标的重要性关

系后,得到科技生产力判断矩阵 T8 × 8、数字生产力

判断矩阵 D5 × 5、绿色生产力判断矩阵 G7 × 7。 判断矩

阵的元素为各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根据 9 标度方

法进行确定[19-20] 。
步骤 2　 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并进行

一致性检验。 得到判断矩阵后,根据其最大特征值

λmax 进行一致性检验。 若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

验,采用几何平均法分别计算各准则体系下的指标

权重,计算公式为

wsi =
n

∏
n

j = 1
hij ∑

n

i = 1
(

n

∏
n

j = 1
hij ) (1)

式中:wsi 为第 i 个指标的主观权重;hij 为判断矩阵

的元素;n 为指标数量。
2. 2. 2　 基于熵权法计算客观权重

熵可以度量指标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量,因此熵

能够根据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大小对数据进行赋

权,指标的熵值越小权重越大,反之指标权重越

小[18,21] 。 采用熵权法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确

定客观权重。 具体步骤为

步骤 1　 设有 m 个评价实体,对各准则体系下

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sij =

xij - minxij
maxxij - minxij

      正向指标

maxxij - xij
maxxij - minxij

      负向指标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 ≤ i ≤n,1 ≤ j ≤m)

(2)
式中:si j 为第 j 个实体的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xij

为对应的原始指标值。
步骤 2　 计算不同指标的熵值:

E i = - n∑
m

j = 1
pij lnpij (3)

其中 pij = sij ∑
m

j = 1
sij

式中:E i 为第 i 个指标的信息熵;pij 为第 i 个指标值

在第 j 个评价实体中所占比例。
步骤 3　 计算指标的客观权重:

woi = (1 - E i) n - ∑
n

i = 1
E i( ) (4)

式中 woi 为各准则体系下第 i 个指标的客观权重。
2. 2. 3　 主客观结合确定综合权重

AHP 法在确定指标权重的过程中主要考虑指

标体系设计者的意向,赋权结果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熵权法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赋权,但未考虑各准则对

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均有一

定的局限性。 因此,本文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对
各准则体系下的指标进行综合赋权,计算公式为

wci = αwsi + (1 - α)woi (5)
式中:wci 为第 i 个指标的综合权重;α 为主观偏好系

数,α∈[0,1],根据舒欢等[22] 的研究,在偏差平方

和最小的情况下,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的最佳组合

为各占 50%,故本文 α 取值为 0. 5。
2. 2. 4　 建立 AHP-熵权-TOPSIS 评价模型

基于 AHP 法和熵权法得到各准则体系下指标

的综合权重后, 利用 TOPSIS (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法对科技生

产力、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水利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水平进行测算[23] 。 评价模型构建步骤为

步骤 1　 构建加权矩阵 B:

B =
b11 . . . b1m

︙ ︙
bn1 . . . bnm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6)

其中 bij = wcisij
式中 bij 为 sij 赋权后的指标值。

步骤 2　 计算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V +

i = max
j
bij | 1 ≤ j ≤ m{ } (7)

V -
i = min

j
bij | 1 ≤ j ≤ m{ } (8)

式中:V+
i 为第 i 个指标的理想解;V

 -
i 为第 i 个指标的

负理想解。
步骤 3　 计算各准则层与理想解、负理想解的

距离:

S -
j = ∑

n

i = 1
(bij - V -

i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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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j = ∑

n

i = 1
(bij - V +

i ) 2 (10)

式中:S+
j 为第 j 个准则层与理想解的距离;S-

j 为第 j
个准则层与负理想解的距离。

步骤 4 　 计算各准则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

水平:
I j = S -

j / (S
-
j + S +

j ) (11)
式中:I j 为第 j 个准则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j =
1,

 

2,
 

3。 I1 为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I2 为数字生产

力发展水平,I3 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值范围均

为[0,1]。
步骤 5　 采用多准则集成计算方法[14] ,按照一

定的权重对 3 个准则的评价结果进行加权计算,得
到目标层的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 IC:

IC = β1I1 + β2I2 + β3I3 (12)
式中:β1、β2、β3 分别为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绿
色生产力的准则层系数,β1 +β2 +β3 = 1。

图 2　 长江经济带概况

Fig. 2　 Overview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 1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等级划分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index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等级 T1 / % T2 / % T3 / % T4 / % T5 / % T6 / % T7 / % T8 / % D1 / % D2 / %

Ⅰ <0. 5 <5 <0. 3 <0. 2 <1 <0. 3 <0. 2 <0. 2 <1 <0. 5
Ⅱ 0. 5 ~ <1 5 ~ <20 0. 3 ~ <0. 5 0. 2 ~ <0. 6 1 ~ <2 0. 3 ~ <0. 8 0. 2 ~ <0. 6 0. 2 ~ <0. 5 1~ <2 0. 5 ~ <1. 5
Ⅲ 1~ <2 20~ <30 0. 5 ~ <1 0. 6 ~ <0. 8 2 ~ <3 0. 8 ~ <1. 5 0. 6 ~ <1. 2 0. 5 ~ <0. 8 2~ <3 1. 5 ~ <3
Ⅳ 2~ <5 30~ <50 1 ~ <2 0. 8 ~ <1. 5 3 ~ <5 1. 5 ~ <5 1. 2 ~ <3 0. 8 ~ <1 3~ <5 3 ~ <5
Ⅴ ≥5 ≥50 ≥2 ≥1. 5 ≥5 ≥5 ≥3 ≥1 ≥5 ≥5

等级 D3 / % D4 / % D5 / % G1 / % G2 / % G3 G4 / % G5 / % G6 / % G7

Ⅰ <3 <10 <10 <50 <50 <0. 2 <10 <40 <60 >80
Ⅱ 3 ~ <20 10~ <30 3~ <35 50 ~ <70 50 ~ <70 0. 2 ~ <0. 3 10 ~ <20 40 ~ <60 60~ <70 >60 ~ 80
Ⅲ 20~ <50 30~ <50 35 ~ <60 70 ~ <85 70 ~ <85 0. 3 ~ <0. 4 20 ~ <30 60 ~ <80 70~ <80 >50 ~ 60
Ⅳ 50~ <60 50~ <70 60 ~ <70 85 ~ <95 85 ~ <95 0. 4 ~ <0. 6 30 ~ <40 80 ~ <95 80~ <85 >20 ~ 50
Ⅴ ≥60 ≥70 ≥70 ≥95 ≥95 ≥0. 6 ≥40 ≥95 ≥85 ≤20

2. 3　 评价标准及等级划分

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的理论研究或实例对水利新

质生产力指标等级进行划分,本文依据相关水利、经

济社会发展规划,将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划分

为Ⅰ、Ⅱ、Ⅲ、Ⅳ、Ⅴ
 

5 个等级,如表 1 所示。
为便于评价,将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

为低、较低、中、中高、高 5 个等级,取值范围分别为

0 ~ 0. 2、>0. 2 ~ 0. 4、>0. 4 ~ 0. 6、>0. 6 ~ 0. 8、>0. 8 ~ 1。
需指出,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是相对的,
不存在绝对的低水平或高水平,本文所构建的评价

体系主要用于评估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水利新质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相对状态,并通过科技生产力、数字

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 3 个准则的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来识别影响因素。

3　 实例分析

3. 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包括

东部(上海、江苏、浙江)、中部(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重庆)、西部(四川、贵州、云南)11 个省市,以长

江“黄金水道”为纽带串联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

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4] (图 2)。 长江经济带

以 1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 40%的人口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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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DP,是中央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地区之一,
是我国经济密度最大的流域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

作的协调发展带及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带[25-26] 。
近年来,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布局下,
相关部门就长江经济带水利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 长江经济带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

性成效,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突

出[27-28]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区域发展水

平受政策导向的影响大,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政

策支持使东部长三角地区成为稳定的高水平发展

区,尽管后期国家加大了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统筹力

度,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但中、西部地区发展

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

转;②区域经济规模差距较大,根据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 年

东部的江浙沪 3 省市 GDP 总量为 20. 81 万亿元,占
长江经济带 GDP 的 47%,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市

GDP 的 1. 5 倍和 2 倍;,③区域资源配置不协调,金
融、科技、交通、教育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在空间分布

上差距较大,总体呈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

区优于西部地区的阶梯状分布。
3. 2　 数据来源

对长江经济带 2018—2022 年及其涉及的 11 个

省市 2019 年的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其中科技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的各指标原始数据来

源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 (2018—2022 年)、长
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统计年鉴》 《水资源公报》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科技学术发展报

告》《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等;数字生产力的各指标

原始数据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专家打分获得。
3. 3　 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

3. 3. 1　 分年度评价

表 2　 长江经济带 2018—2022 年水利新质生产力评价结果

Table
 

2　 Evaluation
 

resul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for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8
 

to
 

2022

年份
科技生产力
发展水平

数字生产力
发展水平

绿色生产力
发展水平

水利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

水利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等级

2018 0. 46 0. 36 0. 62 0. 46
 

中等

2019 0. 48 0. 48 0. 64 0. 52
 

中等

2020 0. 51 0. 42 0. 58 0. 49
 

中等

2021 0. 52 0. 48 0. 66 0. 54
 

中等

2022 0. 59 0. 57 0. 68 0. 60
 

中高等

　 　 采用 AHP-熵权-TOPSIS 方法评价长江经济带

2018—2022 年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果见

表 2。 由表 2 可见,2018—2022 年长江经济带的水

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由 2018 年的

0. 46(中等)提升至 0. 60(中高等),增长了 1. 3 倍,

年均增速为 7%。 从 3 个准则层来看,科技生产力发

展水平在 2018—2022 年由 0. 46 稳步提升至 0. 59,
这是因为长江经济带水利行业在科技研发投入、创
新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了有效进展;数字生产力发

展水平由 2018 年的 0. 36 波动式提升至 2022 年的

0. 57,年均增速为 12%,仅在 2020 年略有下降,说明

长江经济带水利行业在数字化资金投入和数字化基

础建设上,把握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

机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势头迅猛;绿色生

产力发展水平与数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相

似,由 2018 年的 0. 62 波动式提升至 2022 年的 0. 68,
年均增速为 2%,这反映了长江经济带的水利发展方

式正逐步朝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方向转变。
3. 3. 2　 分区域评价

基于 3 个准则层的 20 个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

带 11 个省市 2019 年的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

行评价,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见,长江经济带

各省市的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从东至西依次递

减,其中东部的上海、浙江、江苏水利新质生产力发

展水平均在 0. 6 以上,为中高等;西部的贵州、云南

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分别为 0. 39 和 0. 34,为
较低等。 各准则层指标在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存

在较大的差异。 11 个省市的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

差异最大,上海为 0. 72,其次是江苏和浙江,分别为

0. 66 和 0. 62,云南为 0. 22。 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大小主要受不同省市的政策支持方向、经济体量

大小、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 11 个省市中除上海数

字生产力发展水平为 0. 62,其余省市均在 0. 6 以

下。 表明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生产力整体上处于较低

等或低等,这是因为大部分省市在推动水利建设与

发展的过程中,数据库建设滞后、数字化应用水平不

高的问题较为突出,导致数字生产力发展相对滞后。
11 个省市绿色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且分布相对均

匀,均为 0. 5 ~ 0. 8。 这是因为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绿

色发展理念以来,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对水利绿色

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尚未出现绿色生产力

发展水平达到高等的省市,且安徽、江西、湖北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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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9 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利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f
 

water
 

conservancy
 

for
 

each
 

province
 

and
 

municipal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9

省市
科技生产力
发展水平

数字生产力
发展水平

绿色生产力
发展水平

水利新质生产力
发展水平

水利新质生产力
发展等级

上海 0. 72 0. 62 0. 64 0. 66
 

中高等
浙江 0. 62 0. 59 0. 78 0. 65

 

中高等
江苏 0. 66 0. 56 0. 62 0. 61

 

中高等
湖北 0. 55 0. 45 0. 59 0. 52

 

中等
重庆 0. 53 0. 41 0. 66 0. 52

 

中等
安徽 0. 42 0. 55 0. 54 0. 50

 

中等
湖南 0. 44 0. 38 0. 68 0. 47

 

中等
四川 0. 41 0. 36 0. 52 0. 42

 

中等
江西 0. 31 0. 45 0. 51 0. 41

 

中等
贵州 0. 26 0. 32 0. 70 0. 39

 

较低等
云南 0. 22 0. 28 0. 62 0. 34

 

较低等

川绿色生产力仍处于中等,说明中西部地区水利绿

色生产力仍有一定的提升潜力。
3. 3. 3　 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路径

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受区域政策导向、经
济体量、资源配置等因素的影响,水利数字化转型是

制约长江经济带水利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而水利绿色化发展也亟须进一步突破。 据此,提出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提升路径:
a.

 

坚持区域协调发展。 受政策导向、经济体

量、资源配置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

地区的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差异较

大,导致各省市水利新质生产力呈阶梯状分布。 东

部地区继续发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应用方面的优

势,中西部地区应结合当地资源、区位特征探索具有

地方特色的水利高质量发展路径。 然后进一步考虑

各区域的差异性,探索东中西部地区水利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有效衔接机制,推动跨区域水利发展合作,
将东部地区的科创优势和技术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生

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等优势相结合,缩小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推动形成水利新质生产力

协调发展新格局。
b.

 

坚持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水

利新质生产力相对更高,例如上海数字生产力发展

水平在 11 个省市中最高,其次为浙江和江苏,与这

3 个省市的水利新质生产力水平基本一致,反映出

水利数字化转型在提升水利新质生产力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应牢牢把握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等重大

战略机遇,加大水利数字化创新力度,因地制宜制定

水利数字化转型发展方案,加强人才、资金、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支持,加大水利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投

入和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水利深

度融合,有助于摆脱传统的水利发展路径,以数字技

术驱动水利新质生产力持续提升。

c.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水利新质生产力即水

利绿色生产力,受到有限的水生态环境容量和水资

源承载能力的共同制约,东部地区的水利绿色生产

力低于中西部地区,应充分激活东部地区在水利绿

色发展科技创新的潜力,促进水利发展方式绿色化

转型。 中西部地区应在水利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资源节约之间进行权衡与协调,强调创新水资源开

发利用模式,降低水利建设对水生态环境的胁迫程

度,促进传统水利向绿色水利转型,通过提高水利绿

色化水平,实现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4　 结　 论

a.
 

梳理了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及内涵,提出

了以科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为准则的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 AHP-熵权-TOPSIS 的评

价模型,并量化了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等级。
b.

 

2018—2022 年长江经济带水利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逐步提升,由中等提升至中高等;东部地

区水利新质生产力水平总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科
技生产力、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长

江经济带东、中、西部 11 个省市的政策导向、经济体

量、资源配置等实际情况相符,表明所构建的评价体

系是合适的。
c.

 

制约长江经济带水利新质生产力提升的问

题主要是不同区域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

明显。 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水利新质生产

力呈阶梯式下降的趋势,水利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不

足,在水利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

应用较少,水利绿色生产力仍有一定的提升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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