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
国家水网建设关键内容及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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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国家水网建设稳步迈入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征程，在理解水利新质生产力内涵及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绿色 4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国家水网建设需要把握的关键内容，分析有代表性的研

究实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水网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包括研发国家水网模拟器大科学装置、物理水网和

虚拟水网协同建设、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科学处理人水关系 4个方面，以期为面向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国家水网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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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网建设作为我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在统

筹解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等问题以

及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

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

时期，传统生产力逐渐发生根本性转变，科技创新

日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2023年 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这里的新质生产力是

以创新为核心导向，追求高科技含量、高质量发展、

高效率增长、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在此背景下，水利行业也迎来了向新质生产力发展

转型的重大机遇期[1-3]。

国家水网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的水安全保障[4-5]，

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

水问题，更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

要求，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6-7]。面向智

慧水利（水利 4.0）快速发展的新阶段[8]，国家水网建

设必须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大力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与水利工程建设的深度融合，

持续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国家水网建设

再上新台阶。目前，构建国家水网正处在从战略提

出向全面实施过渡的关键建设期，众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对国家水网建设开展研究。金凤君等[9] 从地理

效应、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等方面对国家水网建设深

入分析，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水网建设的战略

途径；叶茂盛等[10]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国产化自主视

角，提出国家智慧水网建设的总体方向；左其亭等[11]

基于人水和谐视角，提出了国家水网优化布局的构

建框架；张建云等 [12] 分析了水网规划的建设依据，

探讨国家水网在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方

面的科技及政策需求。针对国家水网的理论研究，

无不强调科技创新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

提升国家水网建设保障能力，确保国家水网建设与

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相适应，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

本文立足于水利新质生产力内涵，从不同视角

分析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意义及其对国家水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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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迫切需求。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绿色

4个方面出发，系统阐述国家水网建设需要把握的

关键内容，通过总结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征相关的

研究实践和未来发展研判，进一步展望国家水网的

建设方向，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国

家水网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1    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国家水网建设的
需求

 

1.1    水利新质生产力内涵

2024年 2月 22日，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国

英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强调要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部署要求落实到水利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水

利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理念在水利领域的具

体体现，是以水利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新一代信息

技术为支撑，追求水利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符

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水利生产力质态[1]，与传统水

利生产力相比，水利新质生产力强调以“新”提

“质”、以“质”催“新”，追求通过创新驱动发展，实

现生产力质态的根本飞跃。水利新质生产力的提

出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水利科技高水平自立自

强指明了方向，水利作为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产

业，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是促进水利现代化建设、

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从资源节约高

效利用角度看，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创新

驱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从生态环境保护层面看，水利新质生产力将

生态环境保护贯穿其中，致力于加强河湖生态系统

修复，维护水生态平衡；从防灾减灾能力建设视角

看，水利新质生产力依托现代科技手段，显著增强

了洪旱灾害的监测预警和防控能力；从适应新时代

发展需求出发，水利新质生产力正是推动水利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现代化国家水利体系的必由之路。大力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事关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

态环境保护、防灾减灾能力及水利现代化建设，是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1.2    对国家水网建设的需求

国家水网建设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统筹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工程。作为现

代化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重要支撑和标志性工

程，国家水网建设不仅为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水利转型升级、新质

生产力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国家水网是促进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

要载体，为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国

家水网建设在创新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水利产业

水平提升、水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

为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融入

新技术新模式、发展智慧水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

水利新质生产力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作为

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国家水网旨在构建系

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

水网格局，在其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和运行管理的

各个环节，为水利先进适用技术的创新应用提供了

广阔的实践平台。

（2）国家水网建设为水利新质生产力创造新的

发展空间，为水利事业转型升级开辟新的领域。国

家水网的建设将打破水资源的区域束缚，消除流域

界限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制，创造出新的水资源

开发利用空间，为水利新质生产力在水资源精细化

管理、高效利用及智能调度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发展

空间；同时，国家水网建设能够带动水利数字孪生、

水利物联网、生态水利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产业

链向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延伸升级，拓展水利市

场空间和跨领域合作交流。因此，国家水网建设是

推动我国水利现代化和培育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关

键性工程，为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从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看国家水网建设
的关键内容

 

2.1    关键内容

发展水利新质生产力，为国家水网建设提出了

更加全面、系统的现实需要，国家水网建设必须充

分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引导作用，坚持以创新驱动发

展，持续将水利新质生产力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绿色的理念内涵深度融入国家水网建设的全过程，

不断提高水利基础设施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建设

安全高效、绿色集约的现代化水网体系，构建现代

化高质量的水网基础设施体系。为此，国家水网建

设应重点抓好 4个方面工作（图 1）。
（1）强化水利高科技创新应用，夯实现代化水网

建设基础。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理念，

强调在水网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大力推进水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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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自主创新，加快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水网建

设中的转化应用和创新升级，推动水网建设向更高

科技、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例如，在规划设计

阶段充分利用遥感导航、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分

析等先进技术手段，精细化感知并分析水资源时空

分布及区域动态变化，为水网总体布局和规模提供

科学决策依据；工程建设阶段，推广应用新材料、新

装备、新工艺及智能化施工技术，如无人机航测、机

器人施工等，提高水网工程建设质量和生产效率，

实现水网建设的智能化；运行管理阶段，积极推广

管网泄露检测及智能巡检技术，提高输水管网智能

化运维水平，同时，集成人工智能、实时监控等技术，

构建数字化监控预警平台，提升水网监测预警和智

能调度决策能力，为智慧化水网建设奠定坚实的技

术基础。
  

水利新质生产力
内涵

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 绿色

国家水网建设

强化水利高
科技创新应
用，夯实现
代化水网建

设基础

打造高效能
水网建设体
系，优化水
网布局和联

合调度

坚持水利高
质量发展导
向，构建高
水平国家水

网格局

统筹经济发
展与绿色转
型，促进水
网建设可持

续发展

图 1　面向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国家水网建设关键内容
Fig. 1　Key contents of 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2）打造高效能水网建设体系，优化水网布局和

联合调度。打造高效能水网建设体系，不仅是水利

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

要举措。高效能水网建设的首要原则是将节水作

为基本前提，挖掘区域节水潜力、创新节水技术，提

高取水、输水、用水全过程的节水水平，同时积极探

索建立水权交易和水价改革机制，健全节水政策制

度，通过市场化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优化水网布

局是实现高效能的关键措施，首先要立足水资源分

布特征，发挥水资源刚性制度约束作用，按照“确有

需要、生态安全、可以持续”要求，科学规划水网主

骨架[13]；同时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水网，

提高水网规划的效率和准确性，优化水网线路走向

和设施布局。联合调度是水网高效运行的保障，要

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构建智能

化水网调度系统，实现水资源的精准预测和实时监

控；同时应建立多尺度的水资源联合调度机制，统

筹考虑水量、水质、水生态需求，提高水资源配置的

灵活性。通过节水优先、优化布局、智能调度等多

方面措施的综合实施，实现更加科学、高效的国家

水网建设，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

保障。

（3）坚持水利高质量发展导向，构建高水平国家

水网格局。水利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建立高质量水

利发展模式为根本宗旨[1]。国家水网作为推进水利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需坚持以水利高质量

发展为导向，从整体性、系统性、前瞻性的角度出发，

统筹水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

满足人民幸福的多重目标，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等手段，打造一个

安全、智慧、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国家水网体系。

高标准保障水安全方面，加强防洪减灾体系建设，

建立智能化的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网络，提高水安

全风险防控能力；高度维护生态健康方面，实施河

湖生态修复工程，保障生态流量和生物多样性，同

时，推进水污染治理，改善水环境质量；高效支撑经

济发展方面，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创新水网布局

规划方法，协调水网与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的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协同发展；高度满足人民幸

福方面，提升供水服务保障水平，确保饮水安全，同

时要开展水文化宣传，发展水利文化旅游，提升公

众满意度和幸福感。这种多目标协同的水网建设

模 式 使 国 家 水 网 形 成 一 个 全 面 的 水 利 发 展

体系。

（4）统筹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促进水网建设可

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不仅是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基

本原则，也是国家水网建设的要求之一。在新质生

产力的背景下，国家水网建设既要追求高科技、高

效能，更要坚持绿色理念，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整

体性和复杂性。需遵循系统性思维，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贯彻

国家水网建设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在水网设计与

施工过程中，积极采用友好型建设方案、材料和施

工工艺，注重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同时，

需深入开展绿色转型升级，对部分已建成的水网设

施进行生态化改造，建设绿色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在水网建设过程中，需同步开展河湖湿地生态修复

工程，如人工湿地、生态廊道等，坚持生态修复与工

程建设并重；此外，为保证措施的有效实施，需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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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跨流域、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上下游、

供水区与受水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从多个维度提升国家水网建设的综合效益，实

现经济社会与生态保护的协调统一。 

2.2    国家水网建设中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应

用实例

国家水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

个领域和多个尺度的实践工作。为了更好地理解

和推进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水网建设，本文选取

引江济淮工程水资源调配系统、长江模拟器干流河

道水生态调度模型及区域水平衡诊断分析系统三

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实例进行分析（图 2），论述水

利新质生产力在国家水网建设中的具体实践。

 
 
 

引江济淮工程水资源
调配系统研发

研发国家水网模拟器
大科学装置

物理水网和虚拟水网
协同建设

长江模拟器干流河道
水生态调度模型研发

总结

…

国家水网 展望
区域水平衡诊断分析

系统研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水网建设

构建科学处理人水关系的
水网主骨架

高
科
技

高
效
能

高
质
量 绿

色

图 2　国家水网实践总结及研究展望
Fig. 2　Practice summary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national water network

 

（1）引江济淮工程水资源调配系统研发。引江

济淮工程水资源调配系统是推动水资源统一调配

的综合系统，为引江济淮工程的水资源统一调配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4]。在资源高效利用方面，水

资源调配系统通过精准预测和优化配置，大幅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在科技创新应用方面，该系统融

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先进技术，集成地理

信息服务、供需水预测、水资源优化配置及优化调

度等功能。通过水资源调配系统的研发，提高工程

的智能化程度和水资源利用水平，充分体现了传统

行业向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为水利新质生产力

的快速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引江济淮工程是国家

水网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调配系统的

研发通过多维度数据整合和可视化决策支持，实现

水资源的分配可视化、调度智能化和管控一体化，

开展了诸多创新性的先行实践工作，为国家水网建

设的信息管理和智慧化建设提供实践经验和技术

支撑，有助于提高国家水网的整体规划和管理水平。

（2）长江模拟器干流河道水生态调度模型研发。

长江模拟器干流河道水生态调度模型是基于河道

生态状况进行水资源调配的模型工具，用于模拟不

同调度方案对河道水生态系统的影响，为水资源管

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15]。模型由多个子模型联合构

成，通过多过程模拟和多模型耦合，建立综合考虑

河道鱼类水文需求的调度方案。该模型的构建紧

密围绕着水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一方面，充

分考虑了河道水生态健康需求，体现了水利新质生

产力追求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另一方面，

融合多学科先进模拟技术，充分体现新质生产力发

展所强调的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

模拟，更加准确地评估水资源调度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为平衡发展需求和生态保护需求提供决策支持，

有助于在水网规划建设中更加充分地考虑生态需

求，同时，模型动态模拟过程有助于国家水网建设

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的提升，可为国家水网在流域

层面的智能化建设提供思路。

（3）区域水平衡诊断分析系统研发。区域水平

衡诊断分析系统是一个集评估、诊断和调控区域水

平衡状态的智能化系统[16]，实现了对区域水平衡状

态从数据收集到调控模拟的全过程管理，可为区域

水资源管理配置提供科学决策支持。该系统通过

全面收集和分析人水关系数据，利用算法和模拟技

术对区域水平衡状态进行评估和调控，体现了水利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征。区域水平衡诊断分析系

统旨在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水平衡的

健康状态，通过更加精细化、智能化的水平衡诊断，

为国家水网建设的前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支撑国

家水网实现更精准的水资源调配管理，同时，该系

统可用于国家水网建设后的效用评估，为国家水网

的科学规划、精细化管理和后期评估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持，对国家水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 22 卷  第 4 期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中英文）　2024 年 8 月 

新质生产力与水利发展·628· 



3    研究展望

从工程建设到智慧化管理，从跨流域调水到生

态保护，国家水网建设全面提速。为应对未来日益

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本文从 4个方面对国家水网建设方向进行前瞻

性展望，为未来国家水网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

参考和启示。 

3.1    研发国家水网模拟器大科学装置

国家水网模拟器大科学装置是指集成多学科前

沿理论、多手段先进技术，具备大数据获取、大算力

模拟、全方位服务能力的综合性水网系统。随着国

家水网建设的全面推进，单一流域或区域性水利模

拟装置难以满足未来需求，需进一步开展水文水资

源监测、水工程运行监控、水生态环境监测、水灾

害预警等方面研究，构建天、地、空全面覆盖的国家

水网多维立体感知网络；探索遥感、物联网、地面观

测等多源数据融合方法，建立多源数据融合平台；

研发耦合多尺度、多要素模型的高性能综合模拟系

统，实现多过程模拟的相互交叉；开发基于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技术的智能分析算法，建设智能化的分

析决策平台，提高大规模水网的模拟精度和灵活性，

不断加强面向更大尺度的跨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

和高效配置水网系统研发。建设一个集全面感知、

高度集成、深度模拟、智能调控于一体的国家水网

模拟器大科学装置，实现智慧感知、智慧模拟、智慧

调控，真正成为国家水网“智慧大脑”[17]，进而形成

全国水系“一盘棋”。 

3.2    物理水网和虚拟水网协同建设

物理水网是以自然水系为基础而构建的水利工

程网络体系，而虚拟水网则是实现水网智能化运行

管理的现代化平台[4]。物理水网为虚拟水网提供基

础设施支撑，虚拟水网为物理水网提供高效管控手

段，只有统筹物理水网和虚拟水网的共同发展，才

能充分发挥两者的协同效应，实现物理设施和智慧

模拟的有机统一。要加快物理水网和虚拟水网的

协同建设：一方面，物理水网要以水资源的自然赋

存状况和生态环境底线为基础，开展资源承载能力

评估，完善江河湖泊水系连通过程，因地制宜布局

水利工程网络，同时，要进一步探索跨流域、跨区域

的水网协同调控新机制，优化水网工程布局；另一

方面，虚拟水网模拟要紧密贴合水资源自然状况以

及物理水网设施情况，深化信息技术应用，优化完

善虚拟水网的监测感知、数字孪生、智能调度等功

能模块，实现对物理水网全过程全要素的实时监控、

联合调度和风险防范，做到线下线上的融合发展和

一体化设计。通过构建统一的“物理水网+虚拟水

网”系统，支撑水资源高效利用和现代化水利发展，

实现“两网”协同，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3.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网现代化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核心在于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这种和谐共生，强调的

是人类主动与自然界建立和谐、协调的关系，通过

良性互动，实现双方共同的繁荣与发展[18]。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追求，也

是国家水网优化布局的最终目标[11]。国家水网需深

入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将“人水和谐，绿色

发展”作为基本原则，进一步开展适应现代化建设

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制度，为优化水资源

配置、增强水旱灾害防御、完善水生态系统保护体

系提供系统方案，具体包括：构建水网-生态-经济社

会系统耦合理论和水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理

论，为水网规划夯实理论基础；研究生态导向性的

水网规划方法，探索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水网多目

标优化方法，维护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研发水网生态效应评估模型，探索水网工程与自然

生态系统的协同设计技术，开发水网与绿色基础设

施的融合技术，完善水网的生态功能；建立健全水

网建设和运营的生态补偿机制，创新水权制度和水

市场机制，提升水网服务能力。在国家、区域、流域

以及地方各个尺度，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

境良性循环，以国家水网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建设，形成人口、资源、环境全方位协调的和

谐共生新格局。 

3.4    构建科学处理人水关系的水网主骨架

人水关系是指人文系统与水系统之间复杂的相

互作用关系，人水关系极为复杂，涉及人类在宏观

和微观层面与水有关的各方面工作，其理想状态是

实现人水和谐[19]。国家水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人水关系的诸多方面，需要从多尺度、多层面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多重因素，通过建

设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统筹解决复杂的人水关

系问题。为使国家水网建设更好地调控人水关系，

需要做到：进一步开展人水关系监测评估体系和风

险防控体系研究，基于水网智能化监控和精准管理，

实时监测灾害风险并及时做出预案，维护人水系统

左其亭， 等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国家水网建设关键内容及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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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研发人水关系模拟预测平台，基于水网

工程参数、水文气象数据和经济社会数据等，构建

人水系统模型，开展人水关系模拟和情景分析，为

制定水资源配置和工程优化布局提供科学支撑；明

确人水活动耦合机制，协调各利益主体关系，通过

水网调节，促进人水系统的良性互动。国家水网建

设需紧紧围绕人水和谐的核心理念，协调好人类活

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使水网建设成为科学处理人

水关系的主骨架，系统解决人水矛盾，推动人水关

系达到新的和谐平衡。 

4    结 语

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明确国家

水网建设的关键内容及未来研究方向不仅是加快

落实新质生产力部署要求的关键环节，更是推进现

代水网体系构建、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

驱动力。本文基于对水利新质生产力的认识，从水

利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出发，深入探讨国家水网

建设的关键内容，并对国家水网的未来建设方向进

行展望，以期为国家水网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国家水网是涉及多维度、多领域的系统性工程，

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水安全需求的不断

升级，其建设仍需不断吸纳创新理念、前沿知识和

先进技术，构建完善的体系架构，推进国家水网向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迈进，进而全面提升水安全保

障能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水利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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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ontents and research prospects of 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ZUO Qiting1,2，TIAN Jintao1，QIN Xi1，MA Junxia1,2

（1. School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Transport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2. Henan International Joint Laboratory of

Water Cycle Sim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water network is recognized a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China. It
provides  fundamental  water  security  for  the  comprehensiv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is
initiative  is  crucial  in  addressing  issues  related  to  water  resources,  ecology,  environment,  and  disasters  and
suppor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strategic importance lies not only in solving the uneve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in  meeting  the  new  demands  and  adapting  to  the  evol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andscape  of  China,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sector.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water network in lin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areas
for  improvement  are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d  based  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al
requirements of  these new forces.  The study focused on four dimensions:  high-tech,  high efficiency,  high qual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examples were analyzed to gain insights and enhance the 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targeted towa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se examples included the design of
the  optimal  water  resources  allocation  system  for  the  Yangtze-to-Huaihe  River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the
mainstream  water  ecology  regulation  model  for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regional  water  balance  diagnostic
analysis system. These case studies helped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es related to 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clarifie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r its 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meets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several areas. These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simulator,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water networks, modernization
efforts to suppor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the human-
water relationship.
　　Conclusivel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are  provi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water resources aimed 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also ensures that develop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demand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effectively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capabilities of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national water network constrcution；human-wat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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