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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利工程水价改革的困境与改革方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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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价是实现节水和以水养水的关键，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水

价普遍存在定价率低、定价偏低、调价周期长、调价难、调价影响

因素多、水费收取难等诸多问题，水价已成制约水利工程可持续

发展的瓶颈。因此，探索水价改革途径和方法，完善定价、调价机

制是保障水利工程良性运行、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举措。

1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历程
1.1 国家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进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 20世纪 60年代中期，我国水利工程供水不

收取水费，水利管理单位的经费和工程运行维护费基本靠国家

拨付的水利事业费解决。

1964年，原水利电力部提出了水费征收和管理的试行办法，
水费正式征收。之后，我国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进展相对缓

慢，200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联合发布《水利工程供水价
格管理办法》自 2004年 1月 1日起施行，一直沿用至今。
1.2 贵州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及调整
伴随国家制定的系列水利工程水价改革政策、措施及办法，

河南、河北、山东、云南、贵州等省也相继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水价

改革同步开展。1963年 8月，贵州省人民委员会颁布了《贵州省
国营灌区水费征收和使用办法》；1983年，贵州省人民政府以黔
府（1983）111号文颁布了《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收费和使用管理
办法》；《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定及水费计收管理办法》

（草案）于 1999年 12月 9日经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以省
人民政府令第 46号发布，于 2000年 1月 1日起施行。

2000年，《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定及水费计收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施行，2010 年 11 月 17 日重新修订印发该细则，
2019年已废止，新的地方水价改革政策文件尚未出台。

2 水价现状及改革面临的困境
2.1 水价定价偏低
2.1.1 水价定价水平
供水长期被视为公益性质，为保障民生，政府定价偏低，水价

低于成本水价，收不抵支。根据统计年鉴和水资源公报数据分

析，贵州省 2014—2018 年平均水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比例为
0.78%（见表 1），而电费、燃料费、交通费、通信费支出占人均消费
的比例分别为水费的 3.9倍、1.2倍、10.7倍、6.6倍，相比之下水
费支出最低，均具备一定调价空间。还原水的商品属性，充分反

映用水成本，水价改革势在必行。

2.1.2 水价定价低的原因
（1）政府补助不能计提折旧。
2017年修订的《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规定，由政府

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以及评估增值的部分不得计提

折旧或者摊销费用。据统计，固定资产折旧约占供水全成本的

40%，不计提该部分折旧，工程运行维护资金缺口大，测算出的水
价远低于实际成本，供水价格和成本倒挂现象比较严重。

（2）人均工资标准有争议。
《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同时规定，职工平均工资原则

上据实核定，但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该行业职工平均

工资水平。统计年鉴中，有第二产业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摘 要：目前国内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面临“三低两缺”的窘境和日趋严重的压力，主要原因是水价偏低、收费率低、调
价频率低以及成本核算缺规定支撑、维修养护缺资金支持。 本文立足贵州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价形成机制、定价机制、
价格体系、收费体系等方面，探讨完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机制，建立合理回报机制，从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从价
格管理体系和机制上进行改革，通过价格手段促进水资源节约与保护，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实现以水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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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水费 电费 燃料费 交通 通信

2014 0.82 3.31 1.12 6.75 5.53
2015 0.83 3.27 1.03 7.98 5.32
2016 0.79 2.99 0.93 8.76 5.22
2017 0.74 2.86 0.84 8.95 4.95
2018 0.74 2.84 0.83 9.48 4.57
平均值 0.78 3.05 0.95 8.38 5.12

表 1 贵州省 2014—2018年水费及其他支出占人均消费比例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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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水利、环境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两

个相关行业，标准选择有争议。以 2019年贵州省统计年鉴为例，
上述国有企业第二产业平均工资标准为 11.12万元/年，第三产
业为 5.29万元/年，而水价核审时价格主管部门按行业（第二产
业）统计工资标准（5.29万元/年），较第三产业偏低一倍，计算出
的水价自然也偏低。

2.2 水价定价难
2.2.1 定价政策文件更新不及时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 2004年颁布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

管理办法》和 2006年颁布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距今已逾 15年，办法中的一些科目和标准已不能及时反映行业
的现状水平。《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定及水费计收管理办

法》于 1999年发布，至 2019 年废止，新的地方水价改革政策文
件尚未出台，地方管理办法处于空窗期。

2.2.2 群众的水商品意识薄弱
特别是农业用水存在“福利水”“大锅水”的不该收费的思想

误区。主要原因：①早期水利工程修建的投劳折资等历史遗留问
题，导致用水户认为水资源应无偿使用；②农业税改革之后，收
取水费让农民存在对比心理落差。

2.2.3 管理主体性质制约
现阶段水利工程供水运行管理单位中 62%是事业性质，定

价收费积极性不高，免费水和低价水造成水市场紊乱。

2.3 水价调价难
2.3.1 调价周期不明确
现行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没有对调价周期和调

价条件做出具体规定，何时启动调价程序缺乏政策依据，调价效

率不高。据统计，贵州省 80%的水利工程近 3年没有调整水价，
部分工程甚至 10多年没有调整过水价，如贞丰县纳山岗水库至
今已 17年未调整过水价。
2.3.2 地方调价主观意愿不强
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营造营商空间、满足控制 CPI考核目标等

因素考虑，调价的主观意愿不强，调价窗口期较少。

2.3.3 调价程序烦琐
水价调整需要经过成本监审、申请调价、水价听证会等一系

列步骤，步骤烦琐，正常走手续调价历时较长。

2.4 水费收取难
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运行管理单位多数为全额事业单位，不

能收取经营性水费，作为征收主体存在法律隐患，加之水费征收

情况不纳入收入考核范围，因此收费积极性不高；加之贵州省属

山区，用水户特别是农业用水户分散、点多面广，收费工作难度

大，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收费手段和收费方式主要为人工

收费没有推广自动、智能收费方式，收费效率较低。

3 对策及建议
3.1 强化水价形成机制建设
强化顶层设计，省级层面制定水利工程水价改革的实施意

见，加快出台适应省情的《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和《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深化价格机制改

革，指导开展工作水价改革工作。

3.2 优化定价机制
3.2.1 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和定期校核机制
通过建立水价动态调整机制和定期校核机制，动态评估供水

成本变化和用户承受能力变化，动态调整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明

确调价的启动条件、调价的最小周期，减少因水价长期得不到调

整造成的亏损。

3.2.2 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推行“先建机制、再建工程”，变“事后定价”为“事前定价”，新

建工程推动供需双方在工程建设前进行协商定价，并明确协商

定价的上下限，将物价部门、水行政管理部门、供需双方纳入协

商定价的参与方，确保协商结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3.2.3 推行分类水价
按公益供水和非公益供水，执行不同的水价形成机制。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鼓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完善协商定价的体制

机制。

3.3 优化运营管护机制
针对贵州省现有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多为事业单位，作为运营

管护主体存在征收水费面临的困境，探索借鉴“收支两条线”的

方法，对管理单位为事业单位的工程，水费统一委托企业代为征

收，代收费企业可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等灵活多变的收费方式，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水费征收水平。
3.4 加强水商品宣传
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水户将水视为“福利水、大锅水”

的惯性思维模式，加强宣传引导“有偿用水、节约用水”的观念，

强化水商品意识，让民众理解征收水费是保障供用双方权益的

有效措施，达成全社会有偿用水的共识。

4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贵州省水利工程供水水价形成机制、水价

水平已严重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供水事业可持续发展面临危

机。推行水价形成机制、定价机制、价格体系、运行管理等一系列

改革，通过价格手段促进水资源节约与保护，促进水利工程良性

运行，实现以水养水是维持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的“金钥匙”。

水价改革对树立全社会“有偿用水、节约用水”的观念将起到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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