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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合规、风控与发展的关系  创新融资模式支持水利建设 
 

——访农发行浙江省分行基础设施客户处处长周海峰 
 

本报记者  郝飞  王爱静 
 
    水利基础设施是防汛抗旱的重要设施，在防汛工作中，水库能够有效调节河流流量，减少洪
峰流量，缓解洪水灾害。同时，在旱灾时期，水库也可以存储水源，为灌溉农田提供水源。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大、建设期长、社会效益强，如何支持这些项目融资?如何创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模式?《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农发行浙江省分行基
础设施客户处处长周海峰。 
    记者：贵行如何支持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 
    周海峰：我行采取如下措施支持水利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一是强化战略引领，完善顶层设计。
我行与浙江省水利厅签署“十四五”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水利补短板专项融资协议，支持全省重大

水利项目建设，敲定政银合作目标方向、统筹规划资金供需、设计重大项目融资方案;在水利部与
总行工作推进会上作浙江经验交流，并受邀在全省水利年度工作会议上宣介投融资信贷政策。 
    二是创新信贷产品，丰富信贷模式。深入挖掘水利项目的“绿色”红利，做到项目和收益有
机结合。其中，在支持中小河流治理中，以供水收入等弥补生态修复公益投资。实现水利项目公

益性与经营性平衡，通过“融资+融智”，既符合监管政策要求，也促进信贷业务市场化转型。如
安吉县城区河道整治及环境提升改造工程，采用“立项+资源”模式，为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整
体立项及运营，通过项目综合收益解决公益项目投融资需求。 
    三是坚持综合施策，强化精准支持。出台 30 条“稳经济”专项措施，给予水利贷款延长贷
款期限、降低贷款利率、降低资本金比例、优先保障资金筹集和优化担保措施等五大优惠政策，

同时开辟优先受理等“七优先”绿色通道;突出支持重点领域，聚焦水资源优化、防洪工程体系建
设等六大重点领域，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融资保障;发挥行业引领作用，积极推荐优
质客户与地方水利部门开展项目对接，通过银团、联合贷款等方式吸引金融同业积极参与民生水

利建设。 
    记者：贵行如何落实安全合规要求，实施有效的风险防控? 
    周海峰：我行持续深入研究水利行业公益属性强等特点和政策，结合项目实际，提供一揽子
融资融智服务，在合规先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新融资模式。 
    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以现金流管理为重点，帮助项目“发现现金流、设计现金流、创造现
金流”，灵活采用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统筹借款人综合收益还款等模式，充分挖掘项目收益权

及其他相关经营权益。同时结合水价改革、水流生态保护补偿、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重点领域改

革，围绕水资源价值探索公益性、准公益性水利项目投融资有效路径。 
    牢固树立高质量发展意识，平衡合规、风控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合规为先、风控为要、全面
主动、审慎稳健，合理设置贷款条件，严格贷款投向，加强贷后管理，做实担保措施，确保水利

信贷资金安全。 
    农发行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始终将支持水利建设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全力擦亮“水利银行”特色品牌。今年 1-7 月,农发行浙江省分行投放水利建设贷款 74 亿元、同
比增长 28%。截至 7月末，贷款余额 280亿元，比年初增长 45亿元、同比多增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