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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区域经济谈

数据显示，
2014 年 的“ 双
11”农村市场购
销两旺。在阿里

巴巴各零售平台 571 亿元人民币的
交易额中，发往农村的消费品总额
占到 10%。而且还不仅是消费，各
地的“淘宝村”也都在这场“盛宴”中
有着不俗的表现。表面看，互联网
经济改造着农村流通渠道的生态和
农民的消费习惯。深层看，互联网
经济改变着农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
的社会身份，推动着乡村的转型。
随着互联网经济向乡村蔓延，既有
助于现阶段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
也有助于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乡
村“空心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让转
型中的乡村重新焕发出生机。

互联网经济改变乡村

当前我国已
进 入 老 龄 化 社

会，由此带来老龄人口养老、医疗、
卫生等新问题。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是人的城镇化，因此，城镇化建设过
程中必须把养老问题考虑在内。城
镇化的高速推进和老龄化程度的不
断加深给我国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完
善养老产业政策，大力推进养老产
业的发展，既是推动城镇化发展、促
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有效
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

城镇化须重视养老

全球利率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下
降趋势，即使美联储加息也无法撼
动。中国利率水平应顺势而为。更
为重要的是，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下
行，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投资疲软，
地方和企业债务高企等问题，这些
因素都需要中国有更低的长期利
率。现在企业普遍资金成本高，更
需要低利率来挽救被扼杀的投资。
只有长期利率的下降，经济才会真
正受益。

低利率促进投资

国际原油市
场上两大基准油
价如今都已跌入
每桶 70 至 80 美

元区间。截至 14 日的一周，纽约市
场 轻 质 原 油 期 货 合 约 价 格 改 写
1986 年以来周度最长连跌纪录。
国际能源署（IEA）14 日公布的月度
石油市场报告显示，除非全球原油
产量减少，否则直至 2015 年上半
年，油价都可能保持下行态势。国
际能源署在报告中说，由于中国经
济增长放缓，而美国页岩油发展繁
荣，油价短期内不大可能恢复至高
位。IEA 给出的结论是，“油价重返
此前高位可能变得遥不可及”。

国际油价短期难翻身
王国翔

“五水共治”时近一年，全省上
下雷厉风行、高歌猛进。在“五水共
治”继续纵深推进之际，展望未来
走向，笔者认为，“五水共治”大致有
以下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向水里投钱。直
面水困境、水瓶颈、水灾害，短兵相
接，重拳出击，铁腕治水，以治水的
投入，换取水环境的改善。主要通
过截污纳管、污水处理、强库固堤、
扩通强排、开源引调、循环节水等一
系列工程措施和技术措施，握指成
拳，五水发力，建成一批、推进一批、
谋划一批战略性、全局性、关键性的
重大项目，强势推进治水“十百千万

大行动”，“清三河”大行动，力争在
“五水共治”的开局之年早见效、快
见效、见实效，赢得开局之年开门
红。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治污水、防
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都需
要大量的投入，十分必要。根据各
地制定的近三年工作目标和治水计
划，初步估算，全省每年用于治水的
投入在1500至1800亿元。

第二种境界：在转上发力。治水
出题目，转型做文章。问题在水中，
根子在岸上，跳出治水论治水。在治
水上发力，在转型上受益；在转型上
发力，在治水上省力。通过“五水共
治”倒逼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发
展方式的转变和转型。“五水共治”真
正的攻坚战不只在治水，而在坚定不
移地淘汰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的
落后产能、落后技术、落后产品。要
根据区域水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
赋，深入研究、精心谋划生态经济、空
间格局、产业布局，扩大智慧经济、信

息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
业。以流域为系统，生产力布局、重
大项目引进，应与水环境容量、污水
处理综合能力相适应。绍兴市提出

“重构绍兴产业，重建绍兴水城”的
“双百双千”项目，在实施100个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1000亿元投资的同时，
推进 100 个重大产业发展项目 1000
亿元投资。就是在转型上发力的战
略选择。

第三种境界：做好水文章。巩
固和弘扬“五水共治”成果，把水环
境改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产业
转型升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水
资源优化管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治水不再都是“扔钱”的买卖。实现
向水里投钱到做好水文章的嬗变，
需要战略筹谋、超前布局。

充分发掘水环境价值。通过水
环境的整治，原来污水横流、垃圾漂
浮、掩鼻而过、避之不及的山溪、河
流，变成了人文与绿水交相辉映的胜

地，变成了优化投资的热土，变成了
人们亲水、乐水、游水的好去处。深
度挖掘“五水共治”带来的水生态、水
文化、水景观，彰显其现实的水环境
价值，实现清一方水，美一片土，兴一
方业。开化县“治水红利”、“清水经
济”初尝甜头，乡村旅游连连爆棚，民
宿床位急增20倍仍“一床难求”，全县
乡村旅游收入今年前三季度同比剧
增2.6倍。

大力发展治水产业。浙江率
先部署“五水共治”，其他省市、国
外其他地区，也都将认识到水资源
作为战略性资源的极端重要性，也
终将实施类似的“多水联治”。在
污水防治、节水供水、防洪排涝各
领域的设备制造、关键技术、运维
服务都具有巨大的需求空间。特
别是在工业 4.0 时代，与信息化深
度融合、智能化全面对接后，在研
发研制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
服务方面还将迸发出无限商机。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节水和减排，
利用传感器产品加强水资源监测、
排污监控、洪涝预警、清洁生产、水
环境治理等等，都具有广阔的现实
需求和应用前景。

积极培育水权交易。美国、澳
大利亚、智利等国通过水权交易，实
现水资源配置高效化，有效防止水
资源被过度利用、低效利用、无限索
取、无序开发，管理成本大幅降低，
利用效率大为提高，为我们提供了
十 分 有 益 的 借 鉴 。 澳 大 利 亚 从
1994 年开始逐步建立全国统一规
范、相互兼容的水市场，鼓励水权交
易，促进了水资源利用的灵活性，有
助于水资源高效管理，实现了水资
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确保全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
安全。

从向水里投钱的“看水是水”，
到在转上发力的“看水不是水”，再
到做好水文章的“看水还是水”。反
映出治水理念的升华和腾跃。“五水
共治”不仅要善于治水，更要善于算
账，算大账，治水才能治出新维度、
治出新空间。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纵深推进五水共治

本报杭州11月23日讯
记者 颜伟杰 祝梅

年年浙江农博会，总有从四
面八方赶来扫货的“马大嫂”，而
对于李利国来说，这也是个“扫
货”的好机会。

这台选果机功率多大，可以
调整间隙吗？原本只是来农博会
推销胡柚的常山果农李利国，被
现代农业装备展区的“大块头”们
彻底吸引了。前两次逛农博会，
李利国都没有买到适合小农场的
选果机，不过经过这些年的寻找
和比较，李利国几乎成了“农机专
家”。

在今年农博会主会场新农都
会展中心的大门口，61 家大型农
机生产厂商的 110 余台套农机产
品特别显眼，从耕田、播种、浇水，
到收割、包装、运输，包括联合收
割机、农用无人机、自动驾驶插秧
机、蔬菜自动嫁接机、精密育苗播
种机、智能化玻璃温室等先进农
业机械及设施设备一应俱全。

农博会上农机热
“ 外 行 看 热 闹 ，内 行 看 门

道”。趁着中午的空闲，李利国直
奔现代农业装备展区，挑选自动
选果机。“今年家里包了 200 多亩
胡柚园，雇人采摘果子已经花了
不少钱，如果再用人工选果、包
装，成本就太高了。”李利国说。

和李利国一样，在农机展区
现场，各种收割机、农用车一字排
开，数十位“专业”农民把这些崭
新的机器围了好几层。展台的技
术员们，则忙着给农民讲解各类
农机的使用技术要领，介绍政府
补贴标准，有的则现场演示起了
操作方法⋯⋯

从临安赶来的陈刚，围在轮
式拖拉机跟前询问正在讲解的技
术员：“这台拖拉机多少钱？有政
府补贴吗？”“这台机器原价75000
元，按往年的补贴标准，可以申请
国家补贴 2 万元和省市补贴 6600
元。我们公司的车型都是国家最
新排放标准，而且环保、省油，你
可以放心购买。”

而另一边的小型农机则更讨
人喜欢。第一次看到农用无人机
的淳安农民申屠建伟，对这些自
动施药的无人机充满好奇。他挨
个看完一遍后，慢慢走到其中一
台前，弯下腰，这里摸摸，那里弄
弄，嘴里还不停地问这问那。

“看看这些播种机械你就知
道，咱农民早就不是挥锄头、铁锹
的形象了，我家新买的新型耕种
机械，就能把翻地、播种、施肥这
些活一并完成，播种质量也显著
提高。”陈刚告诉记者，“以前抢农

时，需要白天黑夜连轴干，现在用
上农机，效率提高了好几倍！”

农业机械化已成为我省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
据省农业厅统计，自 2004 年《农
业机械化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
全省仅财政补贴农业机械装备新
增量就达到 94 万台（套），农机总
动力达到 2470 万千瓦，其中农业
作业机械动力占 78.2%，百亩耕
地拥有动力数位居全国第三位。

“口袋里”的现代农业
农业机械从根本改变了农民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作模式，
实现机械化耕作的农民更像是现
代的“产业工人”。

在新农都会展中心三楼的
“智慧农业”展区，一套互联网智
能监控器和智慧农业云平台让不
少参观者大开眼界。

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智慧农
业的后台操作——随意选择一个
地市杭州，就能看到该市已有智
慧农业设备的农业企业的生产情
况。而进入其中的杭州美人紫色
农业开发公司，就能检测到大棚
里的光照、空气湿度等要素，并且
可以根据需要后台调节。

“智慧农业随着农业生产的
需要也在日新月异。”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展出的用于水产养殖的
互联网智能监控器，第一代监控
器只能监测到温度，第二代增加
了溶解氧检测，第三代增加了 Ph
值检测，第四代又增加了对电导
率等项目的监测功能。

德清小根水产养殖场负责人
的吴小根，就是这套系统的最早
应用者之一。他打理自家的四片
鱼塘，全靠一台电脑。“你瞧，鱼塘
的水温、PH 值、溶氧量等数据能
通过电脑实时监控。这么方便，
根本不用整天往鱼塘跑。”吴小根
介绍，“偷懒”的窍门，就藏在鱼塘
水底。每片鱼塘底部都装有一个
探头，就好像一个全方位监控的
雷达，鱼群的生活状况、水塘的环
境等要素通过分析，都能在电脑
上反映出来。

“假如水中溶氧量不够，警示
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我们通
过遥控就能开启增氧泵，输送氧
气。”吴小根说，“以前靠经验养
鱼，大热天顶着烈日去记录溶氧
量、水温等指标。如今看看电脑
就一目了然，省时省力。”连上了

“智慧”的鱼塘，不仅增加了养鱼
的安全系数，还能实现增产15%。

新疆的水果展商张尚春，来
到浙江睿斯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示的物联网种植管控系统前，
询问正在讲解的技术员：“你们就
用这个电脑种菜？这个机器除了

能自动喷水、施肥，还有没有其他
的用处？”

“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监测
蔬菜大棚里的温度、湿度、光照、
风雨量等数据，通过智能控制系
统进行分析，还能调节生产日期，
实现精准生产。”睿斯特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介绍，这套
系统现在还开发出了 APP，完全

可以实现“口袋”控制。

“机器换人”成效明显
农业机械化的不断应用，不仅

解放了农民，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
体会到了科技对现代农业的重要。

据省农业厅农机局负责人介
绍，大中型拖拉机、高速插秧机、联
合收割机等高性能农业机械逐步

取代传统农业机械，钢架大棚、玻
璃温室逐步取代简易塑料拱棚和
日光温室，农用无人机、智能控温
控湿设备等融合信息化技术的现
代农机装备开始应用于农业领域。

目前，全省水稻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到72.5%，比2004年提
高 22 个百分点，在南方水稻产区
中综合机械化水平名列第一。水
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也实现突破性
进展，耕作、排灌、植保、收获、烘干
等环节基本实现机械化，机械栽植
面积由几千亩扩大到300万亩；粮
食批次烘干能力达到 5.4 万吨，年
烘干能力超过250万吨。

茶叶生产关键环节基本实
现机械化，大众茶类修剪和采摘
机械化水平近 90%，名优茶机制
率达 95%。畜牧养殖机械化、设
施化水平大幅提升，自动喂料系
统 已 覆 盖 近 45% 的 规 模 养 殖
场。设施农业栽培快速发展，已
经超过 300 万亩，增长 216.8%，
且智能化控制技术设备得到大
量应用。

各类先进适用农机化技术装
备的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农业
生产效率，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投
入。以水稻和茶叶产业为例，生
产劳动用工分别比 10 年前节省
1231 万工和 1883 万工，农业“机
器换人”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农机工业持续壮
大，发展势头日趋强劲。全省现
有农机生产企业 5000 余家（含配
件生产企业），16家企业进入全国
农机工业百强，2013 年农机工业
总 产 值 达 到 760 亿 元 ，增 长 了
150%，位居全国第四位。农机产
品出口额居全国前列，并形成了
台州喷雾器、新昌茶机、温岭水
泵、湖州收割机等一批农机产业
集群，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农机
制造大省。

现代农业装备和技术让种田不再那么辛苦

浙江农业越来越智慧

曾俊华（香
港特区政府财政
司司长）：沪港通

开通后首周成交偏低，说明投资者
没有一窝蜂盲目入市，并非坏事。
投资者仍要客观考虑各种因素，包
括潜在回报及风险，需要时间认识
对方市场及相关股票。现阶段重点
在于确保沪港通运作畅顺，各项风
险管理及监管措施能有效落实，对
沪港通的长远效益充满信心。

看好沪港通长远效益

农博会上看农事

金华展台的一株番薯，结了700个，令观者啧啧称奇。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设施栽培的自动化微灌系统。 叶敏 摄

风送式植保设备。 叶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