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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及管理学对资产的界定和资产的一般属性，本文将资产概念进行系统梳理

及归纳总结，对自然资源资产化的合理性展开论证，概括描述了涉水资产中的典型类别，重点对水资源资产

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认为：（1）从国家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资产指过去的事项产生的，由特定

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一项资源，该资源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2）水资产包括水流资产（水资源资产及水

域资产）、水利资产、取水许可与水域租赁以及水生态系统服务等涉水资产；（3）水资源资产指现实存在的，

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水资源，范围涵盖了内陆所有可以或可能被提取用

于经济社会的水量资源，其中包括淡水及咸水，亦包括可更新水资源及不可更新水资源。本文期望通过对水

资产及水资源资产的系统分析论证，开展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及水流产权制度建设的理论探讨，为自然资源

资产化管理的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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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加上我国水资源数量短缺、污染严

重及时空分布不均的现状，通过水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21世纪我国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1］。如何利用经济手段，使水资源在资产化管理制度改革下实现优

化配置成为我国水利行业面对的新课题。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在水权方面的理论研究、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力图在水资源确权的前

提下，通过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宏观调控，实现水资源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目前已有 7个省区率先开

展了水资源确权登记和水权交易试点工作。2016年 6月 2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国家级水权交易平

台——中国水权交易所，彰显了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重大进展。2016年 11月 4日，我国水利部及国

土资源部联合印发了《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将确权任务锁定为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确权及

水资源确权两大工作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

简称《决定》）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明确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水资源作为自然

资源的一项，意味着我国正式开启了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研究的新篇章。为此，国家统计局积极组

织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工作，并制定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编制度（编制指

南）》，以辅助 8个试点地区工作的有序开展，其中包括水资源资产账户的编制规范。同时，水利部也

在大力推进水资源资产核算的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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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是自然资源资产化的基础，明确产权边界有利于推动自然资源资产

核算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使收益和责任得到有效落实；水流产权制度建设中对水资源确权及水域、

岸线生态空间确权工作的推进，则凸显了水资源的战略性地位；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探索编制表明

了我国对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新要求。为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人们需及时发现水资源的商品属

性，并清楚认识到：水已不仅仅是一项资源，更是一项资产，当其投入市场运作后，不仅会对使用

者带来亏损或盈余，也会对国民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事实上，学术界已经出现了许多针对我国水资

源资产化管理的相关研究，其中不乏对基础概念的探索以及对管理体制的建议和决策。

本文试图在水资源资产现状研究基础上，通过梳理相关学科的“资产”定义，归纳资产的一般属

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化的合理性，同时，引出对水资产（涉水资产）的系统阐述，重点对水资源资

产展开剖析，分别从水资源资产化合理性及水资源资产的概念与内涵出发，构建基于水资源资产的

理论研究，以期促进我国水资源资产的有效管理及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的合理完善。

2 资产及自然资源资产

2.1 资产的一般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核算体系的内容日益丰富，无论是对具有价值量

的经济资产，还是对具有资产特性的自然资源资产，无论从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的角

度，还是从自然资源核算、环境经济核算的角度，人们对“资产”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手段逐渐提高，

许多过去被忽视的“资产”被重新赋予定义。基于不同的学科特性，使资产概念呈现出多样化特点。

经济学对资产的定义属广义概念，认为资产是一种着眼于内在经济价值，可以为企业带来未来

经济效益的稀缺资源［2-3］。该定义紧紧围绕经济科学的任务目标及其学科属性，突出强调了资产的收

益性和稀缺性两大经济特征［4-5］。

会计学对资产的界定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初，其代表性观点包括成本观、未来经济利益观、权

利观、经济资源观和变现能力观等［6-8］。1985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提出，资产是特定

主体由于过去交易和事项而取得或控制的可能未来经济利益［9］，该定义作为未来经济利益观的代表性

学说得到了会计理论界和各国的广泛认可。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定义资产是企业控

制的一项资源，是过去事项的结果，从所控制的资源中预期有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10］，即在未来

经济利益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资源观。通过将国际会计规范与我国国情的融合，2006年，我国

制定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提出资产是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11-12］。但囿于会计学在计量、核算手段上的局限性，现行会计仅将

较容易价值量化的资产纳入到了核算体系中，因而，基于会计核算的资产定义实际上小于资产的一

般范围［5］。总体而言，会计学的资产定义主要强调“已发生”、“能拥有或控制”、“收益性”及“能货币

计量”几项基本特性。

统计学对资产的定义主要包含在经济统计学所研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13-14］。2009年，由联合国

等 5个国际组织发布的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2008）提出资产是一种价值储

备，代表经济所有者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持有或使用某实体所产生的一次性或连续性经济利益［15］。经

济所有权变更的引入［16］，使 SNA-2008得以将原体系框架中非金融非生产资产中的有形资产正式更名

为自然资源资产。因此，“持有或使用”、“收益性”及“有价值”成为统计学资产的主要特性，其中

“持有或使用”等同于会计学中“能拥有或控制”的资产属性。

管理学中认为资产是由过去事项或交易形成的，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该经

济资源能为顾客创造价值［17-18］。现代管理学要求管理主体从整体出发，整合内部资源，向资源的合理

配置要效益，因此需要资产与主体的核心竞争力及其战略相匹配［19-20］。同时，基于学科的职能属性，

管理学内含资源的非有限性假设，认为通过管理可实现资源的扩充［21］。管理学的资产属性可归纳为

“已发生”、“能拥有或控制”、“收益性”及“有价值”4项。

综上，各学科总共提到六类属性，如表 1所示，其中“稀缺性”代表了经济学所指的资源有限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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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这与管理学的非有限性假设恰好相反；“收益性”是各学科均着重强调的资产属性；“由主体拥有

或控制（持有或使用），并获取利益”是三类学科共同提到的资产属性，而实际上，“拥有（持有）”代表

了法律所有者对资产享有的原始产权（所有权），而“控制（使用）”则代表了经济所有者对资产享有的

法人产权［22］，因此可理解为资产“有权属”的特性；“已发生”是对资产存在时间状态的描述；“价值”

是各资产定义中所暗含的要素，从哲学角度考虑，价值是与利益相关的对象，有利益即等于有价值［23］；

“货币计量”则是由会计核算职能要求的会计资产中的特有属性。结合各类资产的概念，现将各学科

中出现两次以上的属性作为资产的一般属性。由于本文所探讨的水资源资产隶属于国家的资源管理

范畴，因此，基于管理学的职能属性，从国家资源管理的层面出发，本文认为资产是过去的事项产

生的，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一项资源，该资源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需满足资产的一般

属性，即：收益性、有权属（能拥有/控制）、已发生和有价值四方面条件。

学科

经济学

会计学

统计学

管理学

稀缺性

√

收益性

√

√

√

√

有权属（能拥有/控制）

√

√

√

已发生

√

√

有价值

√

√

货币计量

√

表 1 各学科资产属性对比

2.2 自然资源资产

2.2.1 自然资源及分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将自然资源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能

产生经济效益，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指人类发现的具有有用性和价值的

东西，包括自然资本及生态系统商品和服务［24］。自然资源可根据资源的数量变化、再生性、稀缺程

度及赋存形态等多个方面进行分类［25］。根据孙金华等［26］对资源的研究分析，自然资源按照耗竭性和

非耗竭性分类，见图 1。其中，耗竭性资源指任何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范围内，资源质量保持不变，

资源蕴藏量不再增加的资源。按人类的时间尺度来看，只有资源量极为丰富并能在一定时期、一定

条件下及时更新的资源才可实现自然资源的非消耗性。

图 1 自然资源的分类

自然资源

非耗竭性资源

耗竭性资源

可更新资源

不可更新资源

恒定性资源

亚恒定性资源

易无用易污染资源

土地资源

森林资源

动物资源

作物资源

基因资源

非消耗性金属

化石燃料

大气

降水

风能

原子能

潮汐能

太阳能

自然风光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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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然资源资产化 就资产属性而言，通过比较自然资源与上述资产的 4项特征条件，自然资源

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27］，体现了资产的收益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归

国家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也将通过确权形式，实现公民对自然资源享有的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权利，体现了资产有权属的特性；同时，自然资源是人类已发现的以自然形态存在

的资源［24］，体现了资产的已发生性；而其经济和生态价值，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中的有

—— 172



偿使用［28］，均体现了资产的价值属性。综上，自然资源具备构成资产的条件，具有资产属性。

比较“资源资产”与“自然资源资产”，《中国资源百科全书∙资源经济》将“资源资产”界定为国

家、企业或个人所拥有的、具有市场价值或潜在交换价值的、以自然形式存在的有形资产［29］，其特

征属性有：稀缺、能够产生效益、具有明确所有者［3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辅导读本》将自然资源资产定义为具有稀缺性、有用性（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

益）及产权明确的自然资源。二者在概念内容及要求上基本一致，区别于资产的 4项特征条件，这两

种概念均对资源稀缺性提出了额外要求，而从宏观角度分析，我国自然资源正面临着全面稀缺的危

机，并逐渐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制约［31］，因此，从资源资产及自然资源资产的角度来看，自然资

源也具备资产属性。

自然资源资产化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尽管从宏观上自然资源符合资产属性，但仍有许多学者

认为不是所有的自然资源均可转化为资产，并提出“产权主体明确”、“产权边界清晰”的转化条件［32］，

抑或以洪水为例，因其为人类造成的损失而否定其资产属性［30］。本文认为，产权主体明确、边界清

晰是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而该产权作为所有权的派生产权，是资产下一个

主体的权益保障；若以大的时间尺度衡量洪水的利害两重性，洪水为下游带去的肥沃土壤，以及得

益于此而传承的人类文明亦将远远超过其造成的危害［33］。因此，尽管自然资源资产化的表述方式有

很多，其理解层面也有很多，在自然资源能够满足宏观意义的资产属性前提下，应从国家管理角度

出发，整合内部资源，即：将自然资源完整纳入资产管理，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化。

2.2.3 自然资源资产核算 20世纪 80年代，我国开始系统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研究，内容主要围

绕自然资源的价格理论和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在实际管理层面，我国致力于形成独立完整的自然资

源资产管理体系，其中，自然资源核算即为其重要内容之一［34］。

我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0年之前基本以学术探讨为主。自 21世纪初，我国开

展绿色 GDP核算研究之后，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开始走向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编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提出再次推动了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35］。

由于国家资产负债表从属于 SNA-2008，因此，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推出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

系（SEEA）［36］，作为 SNA的辅助核算体系，被认为是与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最为接近的现行

国际规范［37］。目前以 SEEA-2012 最为成熟，共包括由矿产和能源资源、土地、土壤资源、木材资

源、水生资源、其他生物资源（不包括木材资源和水生资源）及水资源组成的 7大资产账户。近 10年

来，在 SEEA框架理论与方法指导下，我国积极探索资源、环境计量与核算，并在水资源、森林资

源、能源资源、环境污染及矿产资源等领域纷纷开展了试点工作［38］。以森林资源为例，2013年国家

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绿色经济评价体系研究，对林木、森林分别采

用存量和流量的方式进行核算，其中选用了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森林

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休憩等 7类 13项指标作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核算的内容，清晰地反映

了森林资源资产的存量和变动情况，为区域资源资产管理和政治决策提供了有效依据［39］。

3 水资产及水资源资产

3.1 水资产及其分类 本文所研究的水资产或称涉水资产主要包括水流资产、水利资产、水资源许

可与水域租赁资产以及水生态系统服务 4种类型，不包括水生资源（水生资源资产是 SEEA所列的七

大资产账户之一，主要包括鱼类、甲壳类、软体类、贝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是一种生物资源，本文

不作考虑）。

3.1.1 水流资产 “水流”一词源自我国《宪法》第九条，即“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

有”，同时，水流是江、河等的统称，具有重要的资源功能和生态功能。我国目前开展的水流产权确

权工作，内容包括水资源确权及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确权。据此，本文的“水流资产”是对具有

资产属性的水量资源及水域资源的总称，根据资源类别分为水资源资产及水域资产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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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资产以水量资源为主体，是我国资源性国有资产［40］。作为人类生活、生产必不可少的基

础性资源，水资源已为开发利用者和使用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水资源收益性的体现［41］；我

国水资源的国有属性以及水资源产权制度建设则分别反映了其权属特性；水资源涵盖了多层面的价

值属性，主要体现为使用价值、产权价值、劳动价值和补偿价值等［42］；结合目前管理现状，水资源

短缺、水质恶化逐渐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资源日益突显的稀缺性是促进我国水资源管理

体制改革及合理优化配置的主要原因。因此，水资源具备资产属性，是社会发展必要的战略性资产。

水域资产是指通过水域资源衍生出的资产，包括水域、岸线（如河流岸线、湖泊水库岸线和港口

岸线）、水的载体（如水库、湖泊、河流、地下水库等）等。水域、岸线作为特殊的自然资源和国土资

源，既具有行洪、调节河流生态平衡的自然属性，又具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及开发利用价值

的资源属性，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43-44］。近年来，由于我国水域、岸线缺乏统一管理，致

使出现水域污染、岸线侵占等问题，使水域、岸线资源逐渐稀缺，故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水域、

岸线资源理应成为国家资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项［45-46］。基于生态资产定义［47］，水的载体资产应包括

湖泊、河流自然资源资产（即水资源资产），湖泊、河流生态资源资产以及人造资源资产等在内的综

合性资产［48］，因此水的载体具有资产的一般特性。目前，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已被纳入由国家统计

局制定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范围，为水域资产的核算奠定了实践基础。

3.1.2 取水许可与水域租赁 取水许可与水域租赁是在水流资产的基础上衍生出的非生产性资产，

是由产权主体对水量资源及水域资源的应用而产生的资产。取用水许可作为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

优化水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49］，是当今国际上被广泛使用的水资源管理措施［50］。取水许可需通过层

层申请及审核方可将部分水量资源的使用权确定到用水户，体现了取水许可的稀缺性及权属特性。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中规定的水量有偿转让，则反映了取水许可能够为

用水户带来的收益性。故而取水许可具备资产属性，由取水许可代表的自然资源使用许可是 SNA中

的资产核算内容之一。

水域租赁则指水资源的法律所有者允许承租人使用水资源，而作为回报，法律所有者将得到一

项规律性的支付（称为地租金，记录为投资收入）［15，51］，承租人获得水域、滩涂的使用权后，可根据自

身需要进行自主养殖，或以出租等方式进行流转，这种方式使水域租赁满足了 SNA中对资源租赁的

要求，因此水域租赁作为一种可交易的经营租赁，也是一项资产。

3.1.3 水利资产 水利资产是通过对水能资源、水量（水质）资源及水域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产生的固

定资产，包括水利工程设施（如大坝、堤防、水电站、节制闸等）、水务设施（如供排水装置、污水处

理装置等）、水的监测计量设施（水文仪器）及水利（水务）工程设施运营管理的配套设施等［52］。通过投

资和产权制度分析，我国绝大多数水利资产属国有资产，少数中小水利工程由集体或个人出资建

设，属于企业、集体或私有资产。按照管理的权限，又可分为中央水利国有资产和地方水利国有资

产。目前，水利资产已作为固定资产，纳入到了 SNA统计体系。

3.1.4 水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近年来较有争议的一个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服务”指生

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所有惠益，无论这种惠益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也有学者认为根据这些惠益的

形态可将“服务”进一步划分为商品和服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MA）项目采用第一种理念，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四项服务［53］；而《资源经济

学》则对“服务”有所区分：将生态系统商品定义为由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所产生的对人类有用和有价

值的有形物质；将生态系统服务定义为对人类有用和有价值的事物在状况或位置方面的改善［24］。如

前所述的水流资产、水利资产所涉及到的水量（水质）、水域及水利工程均可视为人类社会从水生态

系统中获取的商品，而取水许可与水域租赁则是这些商品在经济社会流转中所形成的资产，这些资

产均可视为水生态系统的供给服务。为避免资产核算内容的重叠，本文水生态系统服务采用第二种

服务概念，特指人类从水生态系统中获取的无形惠益，如调节水资源、净化水质、水文化和水汽循

环等。水生态系统服务是自然资源的组成成分，是支持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要素，为社会的

发展创造着巨大的价值，具备资产属性，也应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无形资产。但目前的 SNA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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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与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的核算内容。因此，如何将水生态系统服务合理纳入水资源资产核算体

系，值得进一步研究。经总结，水资产与 SNA资产账户的对应关系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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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资产与 SNA资产账户的对应关系

资产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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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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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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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

……

土地资源财产
林木资源财产
水资源财产
……

水域及水域设施用地
耕地
园地
……

水域资产

水资源资产

取水许可与水域租赁

水生态系统服务

水流资产

水利资产

水资产

3.2 水资源资产

3.2.1 水资源 《国际水文学名词术语》将水资源定义为可能利用或可能被利用的水源，这个水源应

具有足够的数量和合适的质量，并满足某一地方在一段时间内具体利用的需求。从我国水资源评价

与规划角度出发，水资源则专指地表和地下可供人类利用又可更新的水［54］。我国内陆水资源总量丰

富，类别广泛，如：以再生性为标准，包括由年均地表水和地下水流量构成的可更新水资源，以及

以深层地下水为代表的不可更新水资源［55-56］，见图 3；按照矿化度等水质标准，又包括淡水、微咸

水、苦咸水及高氟水等多种水资源［57］。不同类别的水资源拥有不同的开发利用程度，多数地区以可

更新的淡水资源为主要生活生产用水，部分缺水地区则通过苦咸水淡化等处理方式开发当地苦咸水

资源；地表水及浅层地下水以其方便的可操作性成为促进区域发展的主要供水水源；深层地下水以

其优异的水质条件成为部分地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内陆水资源使用途径的不断扩展，不仅改善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使国民经济得到了大幅提升。

图 3 水资源的分类

水资源

不可更新资源

可更新资源

地表水

浅层地下水

土壤水

深层地下水

人工水库

湖泊

河流

冰川、雪和冰

3.2.2 水资源资产化 多年来，在我国“地大物博”的宣传影响下，水资源一直以“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认识深入人心，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水资源短缺、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使人们终于意识到水资

源的稀缺与宝贵，并开始建立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及水资源确权制度（水权制度），使水资源逐渐步

入资产化管理阶段。为此，学术界也开始针对水资源的资产特性及水资源资产范围界定等内容展开

了相关的探索研究。

20世纪 90年代，沈菊琴［58］对水资源资产及其特点进行了阐述，并对水资源资产的价值评估进行

了探讨，认为并非所有的水资源都是水资源资产，只有通过现行技术能够取得并为人所用，同时为

使用者带来经济效益的可计量水资源可称为水资源资产；21世纪初，杨美丽［59］就水资源所具有的收

益性、经济性、权属性和有偿性等基本特性，探讨了水资源的资产属性，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论证了

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合理性；董文虎［60］运用“两权论”的观点对水资源资产进行研究，划清了水资源

及水资源资产的界限；李慧娟［61］将水资源资产界定为由某一组织所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

能作为生产要素被投入到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去的水资源及其权利；李雪松［62］肯定了水资源的资

产属性，并对现行水权的特征、初始水权的界定进行了详细探讨。由此可见，水资源的资产属性已

得到广泛认可，而水资源资产的定义及范围也得到了不断更新和完善。

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目前水利行业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水资源作为自然资源分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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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一项，具备资产属性。因此，不论是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理论分析，还是水权制度建设的实

践探索，都体现了水资源资产化的可行性及合理性。

3.2.3 水资源资产及分类 基于各学科资产定义，结合从国家管理角度总结出的资产属性，水资源

资产应指现实存在的，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水资源。与我国

之前的水资源资产研究范围不同，从我国水资源的实际情况出发，本文认为应将全部水资源纳入

资产管理。首先，全部水资源均符合资产的收益性、产权明确、已发生及有价值的一般属性，也

能满足自然资源资产提出的稀缺性的附加条件；其次，水资源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独特的流动

性，随着相关技术工程的研究推进，原本不能利用的水资源逐渐转化到可利用的行列，如雨洪资

源利用、微咸水淡化等，使可利用水资源与不可利用水资源之间不再具有明显的界限，同时，水

资源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使用价值上，更多的水资源在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生态方面发挥着巨大

的效用，故而，水资源还具有生态价值；最后，《水法》等现行水资源管理制度明确规定对水资源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因此，将全部水资源纳入资产管理符合“资产”的界定条件，也符合我国对水

资源的管理要求。

从水资源资产的范围考虑，水资源资产则指内陆所有可以或可能被提取用于经济社会的水量资

源。本文认为，从国家管理角度出发，水资源资产的范围较水资源的范围更广，既包括以水质标准

划分的淡水及咸水等水资源，亦包括由再生性划分的可更新水资源及不可更新水资源，其中可更新

水资源指长期的年均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而不可更新水资源则指相对于含水层水量，补给量极少

的深层地下水。根据各类水资源的特征及开发利用程度，可将水资源资产进一步划分为：可开发利

用的水资源资产及不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指满足水资源开发利用控

制红线要求，并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主要为我国内陆可更新的部分

淡水资源，还包括内陆可利用的苦咸水资源。根据我国“三条红线”的相关规定，2030年可开发利用的水

资源资产（淡水资源）最高可达 7 000亿m3。而不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则分 3种情况：（1）目前暂不

具备开发利用能力的水资源资产，如特大洪水；（2）具备开发能力，但从管理层面考虑，不允许开发

利用的水资源资产，如深层地下水、基本生态用水；（3）已经遭到破坏，需要进行修复和偿还的水资

源资产，如污染的水质资源等。

3.3 水资源资产核算与评估 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下，我国致力于通过水资源开发利用评价、

水资源公报编制等技术手段，对内陆可更新的淡水资源开展实物量核算，以了解水资源演变情势及

利用现状，揭示其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63］。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资源耗减和生态

恶化，传统的水资源管理及核算已不足以评价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合理性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而 SEEA的若干版本则通过对经济和环境存量和流量信息的编排与整合，实现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与经

济社会的物质交换关系的直观反映。水资源环境经济核算（SEEAW）更是以水资源为核算主体，通过

水资源存量核算以及与经济活动相联系的水供应和使用核算，实现水利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对

接，为水资源管理及相关决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64］。

近年来，我国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开始研究水资源资产核算账户，并试图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

SEEAW。“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提出更是为我国水资源资产核算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推

动，国家统计局、水利部等多个机关组织积极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目前建立了以水资源存量及变

动表为基础的核算账户，各试点区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对水资源存量及变动表的编制工作。“资产核

算”使资产属性增加了“可计量”限制条件，而囿于我国当前的监测技术水平及管理范畴，水资源资产

核算账户基本以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为核算主体，将范围限定为由水库、湖泊、河流构成的地

表水以及浅层地下水［65］，这与我国目前拥有的水资源资产总量及所有涉水资产相比，核算内容相对

较少。我国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综合考虑国家（地区）及水权益实体两个核算主体，随着未来理论平

台的完善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可将水资产中的部分类别加入相应的资产核算行列。例如：通过健

全我国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尽快完成对土壤水、微咸水、苦咸水等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的统

计与管理，加强对深层地下水的监督管理力度以及持续开展对水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论研究等，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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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为社会发挥的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能够通过更完整的核算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4 主要结论与讨论

（1）本文综合考虑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及管理学的资产定义，从国家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认

为资产是过去的事项产生的，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一项资源，该资源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

益，具备收益性、有权属、已发生及有价值的四项属性。再结合资源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要

求，对自然资源资产化进行了合理性分析，进而为水资源资产化提供了论证依据。同时水资源资产

可定义为现实存在的，由特定主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为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水资源。水资源资

产的概念界定，能够为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2）基于资产的一般属性，对所有的涉水资产加以概述，共提及水流资产、水利资产、取水许可

与水域租赁、水生态系统服务四大类。其中，水流资产由水资源资产和水域资产构成。对涉水资产

的系统梳理，能够为水流产权制度建设、水权制度建设夯实理论基础，巩固、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核

算体系，特别是为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研究提供一定的扩展思路。

（3）在水资源资产现状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资源管理制度及水资源实际利用情况，将水

资源资产的范围扩展到全部水量资源。而开发利用程度则成为对水资源资产进一步分类的依据，即

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和不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从而明确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的管

控范围。

（4）囿于我国目前可计量的水资源资产有限，使得在水资源资产负债表及水资源存量及变动表的

实际编制过程中，很难将核算范围覆盖到全部的水资源资产。对于土壤水及深层地下水（矿井水）、

咸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应加强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和相关研究，构建国家基础水信息平台。对于特

大洪水一类的不可开发利用的水资源资产，应持续推进“洪水资源化管理”的技术研究，通过对洪水

资源的有效监控，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使人类社会能够从洪水资源中获取直接惠益，使洪水资

源价值能够在水资源资产核算体系中得到具体体现。

（5）取水许可的可交易性已引起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由于取水许可证尚未具有等同于水权的法

律地位，在其有效期限之后，需重新申请。在权益主体并不明确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用水需求

时，一旦产生取水许可量内的节约水量转让，势必面临无法再次申请到原有水量的风险，从而导致

权益主体不愿通过转让取水许可量中的节约水量获取效益，即，如何通过取水许可实现节约水资

源、增加收益的效果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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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italiz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asset accounting system of natural resources.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as⁃
sets stated in economics，accounting， statistics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fields respectively and their com⁃
mon attributes， the connotation of assets was summed up and redefined for natural resources， the capitaliza⁃
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as discussed and the typical categories of the water assets were analyzed systemat⁃
ically focusing on water resources asse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1）According to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national resources management，assets refer to resources that are owned or controlled by particular enti⁃
ties， and can bring future economic benefits. （2）Water assets are those related to water and relevant eco⁃
no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water flow assets （water resources assets and water territory assets），water engi⁃
neering assets， water permission rights and water territory leasing rights and hydro-ecosystem services val⁃
ues；（3） Water resources assets refer to the water actual existing and owned or controlled by particular en⁃
tities，and are capable of bringing economic benefits in future. It is the amount of water resources that can
be extracted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inland and be used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urposes， including fresh
water and brackish water， as well as renewable and non-renewable water. This paper expects to support
the capitalization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rough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water resources asset ac⁃
counting and water flow asset property right system construction in arguing what water assets and water re⁃
sources assets are.
Keywords：assets；water assets；water resource assets；water resource assets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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