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晟 摄

◎ 记者 魏来

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执委会会同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

局，两省一市三级八方水利（务）部门，联

合召开示范区水利（务）领域联保共治创

新实践成果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示范

区 《水利专项规划》《供排水专项规划》

《联合河湖长制工作规范》和《水利（务）

领域 2023 年行动计划》。

五大建设任务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

以及上海、江苏 、浙江两省一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共同组织编制了《长三角生态

绿 色 一 体 化 发 展 示 范 区 水 利 规 划

（2021-2035 年）》（下称《规划》），近日已

正式印发。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人水和谐

的生态水网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协同的

防洪除涝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互联互通

的水资源供给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共保

联治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体系基

本建成，共商共管的综合水管理体系基

本建成；到 2035 年，示范区“一网+四体

系”全面建成，率先实现水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洪涝无虞、水源无忧、

生态宜居、诗画水乡”的幸福河湖目标全

面实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进一步增强。

《规划》提出五大建设任务。 一是打

造人水和谐的生态水网。 结合国家水网

总体布局和省级水网建设布局，在严格

管控河湖生态空间的基础上， 营造具备

综合功能、 充满活力的幸福水网， 展现

“流水飞桥、粉墙黛瓦、择水而憩”的诗画

江南水乡美丽景象。

二是完善协调协同的防洪除涝保障

体系。依托流域治理，完善示范区洪涝治

理格局和工程体系， 形成多层级协调协

同的现代化防洪除涝保障体系， 全面提

升示范区洪涝灾害防御能力。

三是构建互联互通的水资源供给保

障体系。优化示范区饮用水水源布局，强

化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完善水资源配

置网络，形成高效节水、优水优用、连通

互济的水资源供给体系， 高质量保障供

水安全。

四是健全共保联治的水生态环境保

护与修复体系。 依托太湖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 在示范区生态水网建设的基础

上，协同加强河湖生态保护治理，弘扬江

南水乡文化建设， 打造健康的示范区河

湖生态环境，促进人水和谐共生。

五是创新共商共管的综合水管理体

系。提出创新一体化机制、强化一体化河

湖管理、统筹一体化工程调度、打造一体

化智能水网、构建一体化标准体系的“五

个一体化”措施，构建共商共管的综合水

管理体系。

示范区供排水共绘“一张图”

会上 ， 上海市水务局金宏松副局

长发布介绍了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供排水专项规划 （2021-

2035 年）》（下称《供排水规划》）。 根据

《供排水规划 》，至 2035 年 ，规划构建

与示范区目标定位相匹配的安全优

质 、均等高效 、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的

供排水体系。

据介绍，《供排水规划》 可分为供水

规划、污水规划、雨水规划三部分。

其中，供水规划提出，至 2035 年，示

范区市政供水实现 “同网同质同服务”，

一体化供水成为示范引领的标杆。 供水

系统总体布局上，实现“1 网、3 片、9 厂、

10 环”示范区供水总体布局。“1 网”是指

示范区形成一张互联互通、 统筹调度的

供水管网，落实组团式保障；“3 片”是指

形成青浦、吴江、嘉善三大供水片区，做

好集约型调度；“9 厂” 是指示范区 9 座

中心水厂， 实行多中心供给；“10 环”是

指形成清水连通的 10 个供水主干管网

环，实现网络化输配。 同时，以强化用水

“总量强度双控制”、 着力加强重点领域

节水、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深化节水体

制机制改革、引导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

促进示范区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 环境

友好型社会。

从具体指标看，至 2035 年，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用水量控制在 20 立方米以

下，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控制在 10 立

方米以下。规划实施策略上，采取水源地

保障计划；推进示范区给水厂新改扩建，

优化升级净水工艺； 延伸并连通三片区

供水干管， 适时推进区域供水连通管建

设和重点区域管网配套工程； 全方位落

实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 打造示范区智

慧水务平台。

污水规划提出，至 2035 年，全面实

现城乡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 水泥气同

治，资源循环利用，管理一体化，构建标

准领先、生态绿色、安全韧性、智慧高效、

区域协同的污水收集处理体系。 雨水规

划提出，至 2035 年，形成与示范区定位

相适应的具有较高标准、系统完善、安全

韧性、生态优良、智慧高效、区域协同的

城镇雨水排水体系， 示范区雨水综合治

理、 全面达到规划排水标准， 管理一体

化。

示范区供排水规划“一张图”的印发

实施， 为两区一县水务规划建设明确了

方向。在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沪苏浙两

省一市的共同努力下， 示范区水务领域

制度创新和项目建设将持续推进， 使天

更蓝、水更绿、景更美。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

张忠伟表示，目前，示范区治水理水制度

的效果已初步显现。 相信未来三年乃至

更长的时间内， 示范区将探索出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示范区绿色的

底色将更加浓郁。 我们将坚定不移守护

好示范区的这一泓清水，紧紧围绕“一田

三新”的战略定位，建设世界级湖区，打

造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场

景，使人民群众的体验度更高、获得感更

强。

责编 | 潘晟 ２０23年 5 月 22 日8�|长三角

水利联保共治新样本

公共资源
“一网交易”
◎ 记者 潘洁

推广数字证书跨区域互认， 实现

远程在线投评标， 推进信息资源共享

共用……近日， 长三角公共资源交易

统一门户正式开通。 这是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的又一项重要成果。

最新统计显示，2022 年， 长三角

三省一市公共资源交易总额超过 5.7
万亿元，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可以说

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推动长三角公共资源交易一体

化合作，不仅有利于深入实施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和高效聚集，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也

能为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相关改革，加

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要素资

源市场化配置力积累经验。 ”财经评

论员徐浩平对 《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

示。

“公共资源交易涉及政府采购、药

品采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要项目，

但因为公共资源交易在政务服务中处

于相对后端， 近年来各地才开始对公

共资源交易进行改革。 ” 徐浩平说，

“2020 年 5 月， 上海在全国首创公共

资源‘一网交易’改革，推动制度性交

易成本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对后

来的长三角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合作

起到了有效支撑。 ”

据悉， 长三角公共资源交易统一

门户一体化服务平台聚焦“统一市场、

集中发布、资源共享”，推动实现区域

内公共资源交易信息“一网尽览”和市

场主体“一地注册、区域通用”以及交

易材料“零提供”。截至今年 4 月底，统

一门户试运行期间已发布交易信息超

过 41 万条，信息范围涵盖三省一市全

域，包括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政府采

购、国有产权等主要交易品类。已入库

市场主体 30 万余家。在示范区专区已

集中发布交易项目 2900 余宗，涉及交

易金额 1200 多亿元。

远程异地评标系统的建成运营，

是长三角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的一

大突破。 借助该系统，各城市可以突

破专家资源稀缺的瓶颈，实现专家跨

域共享 ， 不仅能有效提高评标专业

度，还能确保投标人与专家的异地空

间隔离， 从而进一步强化公平公正。

目前 ， 该系统已实施远程异地评标

650 项， 累计抽取评标专家 4200 多

人次。上海青浦区，江苏苏州市、无锡

市、南通市，浙江嘉兴市，以及安徽合

肥市、滁州市等均已依托该系统开展

了跨域评标。

同时， 长三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服务系统技术规范和数据规范制

定完成， 促进区域内电子系统互联互

通、交易数据协同、信息资源互补、各

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

值得一提的是， 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与上海、苏州、嘉兴三地公

共资源交易主管部门联合印发 《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公共资

源交易目录 （2022 年版 ）》，形成全国

首个跨区域的公共资源交易目录。

在徐浩平看来， 长三角积极推动

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展有两大益

处。 “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破解制约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的机制和技

术障碍， 为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

改革探索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

进一步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区域内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的比较优势， 对于推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 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

场具有重要意义。 ”徐浩平说。

据悉，上海开展公共资源“一网交

易”改革以来，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国家考核排名稳步提升。 2022 年 4
月，首次考核排名全国第一，并始终保

持在全国前列。改革以来，交易规模持

续增长 ，2022 年全年交易规模突破

1.3 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长三角上市银行喜中有忧
◎ 记者 潘洁

营收净利有升有降

整体来看， 依托于长三角地区雄厚

的经济实力和强大韧性，今年一季度，长

三角区域内的城农商行净利润均实现正

增长。 其中，无锡银行、苏州银行、杭州

银行、江苏银行、常熟银行的净利润增幅

超过 20%。

从营收来看，江苏银行、宁波银行、

上海银行排名前三， 营收分别为 187.95
亿元、165.53 亿元、132.15 亿元，在长三

角城农商行中处于龙头地位。 其中，江

苏银行和常熟银行增幅超过 10%，分别

为 10.35%和 13.28%。 上海银行营业收

入虽然靠前，但同比下降 7.12%，张家港

行下降幅度为 0.64%，排在第三位。

从财务指标来看， 拨备对业绩增速

有一定贡献。 数据统计显示，浙商银行、

杭州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 4 家银行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较 2022 年一季度下

降超 5 亿元。

“长三角的部分银行深耕本土 ，

依靠地区经济实力 、庞大的融资需求

和公司自身成熟的业务模式 ，故业绩

表现较好 。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

析师廖志明对 《国际金融报 》记者分

析称 。

值得一提的是， 总部位于上海的浦

发银行虽然实现了 480.79 亿元的营业

收入和 158.31 亿元净利润，但营收和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速 分 别 下 滑 了 3.85%和

18.35%，成为长三角区域内唯一营收和

净利润双降的上市银行。

究其原因， 作为营收支柱的利息净

收入负增长， 或是浦发银行业绩下滑的

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浦发银行一季度

的利息净收入为 303.47 亿元，较去年同

期的 345.02 亿下降了超 40 亿元； 利息

净收入比营业收入的比重也由 69%下

降至 63.12%。

事实上，不仅是浦发银行，不少长三

角上市银行同样面临利息净收入下滑的

挑战，降幅大多处于 3%-12.5%。 例如，

上 海 银 行 的 利 息 净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11.72%；无锡银行和瑞丰银行分别下降

4.92%、3.21%。

在上述银行中， 唯一一家手续费及

佣金净收入亏损的是瑞丰银行， 一季度

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 -0.03 亿

元。 同时，根据过往财报，该行手续费及

佣金净收入长期表现不佳 ，2020 年 -

2022 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

为-1.67 亿元 、-1.33 亿元 、-0.83 亿元 ，

存在连年亏损的情况。

从资产质量看， 截至 2023 年一季

末 ， 大多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维持在

1%以下，其中，常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

为 0.75%，排名第一；其次是宁波银行、

杭州银行，不良贷款率均为 0.76%。 而浦

发银行、浙商银行、上海银行、紫金银行、

瑞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超过 1%，分

别 为 1.52% 、1.44% 、1.25% 、1.19% 、

1.01%。

资产负债进一步“扩表”

今年一季度， 长三角多家银行的资

产端和负债端继续扩张。

从规模（总资产）增速来看，今年一

季度，规模增速超过 10%的银行主要为

瑞丰银行、常熟银行和紫金银行；规模增

速超过 5%的，有江苏银行 、宁波银行 、

苏农银行、 无锡银行。 东方财富 Choice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 月末，瑞丰银行、

紫金银行、常熟银行这 3 家长三角银行

的资产和负债相较 2022 年末的增幅均

超过了 10%，其中总资产的增幅分别为

13.71%、13.60%、10.10%，总负债的增幅

分别为 14.88%、14.53%、10.69%。

资产和负债双双扩张的背后， 是信

贷投放和吸收存款的大幅增多。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4 月 26 日发布

的一季度长三角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

显示，今年一季度，长三角地区人民币贷

款增加 3.71 万亿元， 同比多增 8712 亿

元；人民币存款增加 4.78 万亿元，同比

多增 1.58 万亿元。

从信贷投放增速看 ， 东方 财 富

Choice 统计数据显示，南京银行、苏州银

行一季度发放贷款及垫资余额相较年初

增幅分别为 8.32%、7.34%。

从吸收存款的情况看，截至 2023 年

一季度末，宁波银行、紫金银行、常熟银

行、江苏银行、苏州银行、南京银行，吸收

存款的余额相较上年末的增速超过

10%， 其中宁波银行的存款增速超过

20%，为 22.13%。

值得关注的是，在银行业存款“定期

化”这一普遍趋势下，也有银行将活期存

款的占比提高。

比如， 杭州银行第一季末的存款总

额突破 1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8.11%。

光大证券研报分析该行新增存款期限结

构称，今年一季度该行的定期、活期存款

分别增加 251 亿元、490 亿元，定期存款

同比少增 106 亿元， 活期存款同比多增

252 亿元， 活期存款占比较上年末提升

1.3%至 49.7%。

张力 摄

长三角是
我国经济发展
最活跃的区域
之一， 区域内
银行业竞争日
趋 激 烈 。 从
2023 年一季报
看， 长三角上
市银行有喜有
忧。

到 2035 年
示范区 “一网+
四体系”全面建
成、供排水共绘
“一张图”……
长三角示范区
正着力打造水
利联保共治新
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