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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水资源价格改革纪实

 水是生命之源，不仅工业农业的发展要靠水，水更是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的生命线。我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
国家，人均水资源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位列世界第121位，被联合国列入全球13个贫水国家之
一；每公顷耕地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约有39%的国土面积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国每年缺水500多亿立
方米，400多个城市也就是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110座城市严重缺水。

 另一方面，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粗放、浪费用水问题普遍存在。从工业看，我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52.8
立方米，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3倍；从农业看，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只有0.542，远低于0.7—0.8的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能提高0.1，就能省下300多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三峡水库库容；从城镇看，城镇供水管网漏失率高达20%，
每年损失100多亿立方米的自来水，相当于我国总缺水量的20%。

 与此同时，污水处理压力巨大。据统计，2016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65亿吨。而消耗1立方米水一般要排0.7立方米
污水，也就是说节约1立方米水就可以少建0.7立方米污水处理量的污水处理设施，可以省下相应的投资、土地占用、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带来明显的生态和环境效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瓶颈制约将日益凸显，
水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位置也将更加重要。水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事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水安全，意义重
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按照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总体安排，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围绕保障国家水安
全，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总体部署，分类施策，因地制宜，分步推动，不断完善水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和加强水
资源价格管理，初步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水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对
促进水资源保护和节约、人水关系和谐发展、改善水安全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类施策 因地制宜 分步推动 价格形成机制初步建立

 水资源价格改革涉及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情况和改革目标任务要求又各有不同，这使其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加之历史欠账较多，改革任务繁重。此情此景，改革在实施中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必须抓住重点，分类施策
，逐个击破；必须把握节奏，分环节循序推进。

 合理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体现水资源有偿使用，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201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
水利部联合印发《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制定原则、分类和各地“
十二五”末最低标准及调整时间表，截至2015年底，各地水资源费均已按要求调整到位(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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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统计，“十二五”末，全国地下水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每立方米约为0.8元，比2011年提高37%；全国平均地
表水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约为每立方米0.3元，比2011年提高36%。同时，在水资源费改革中，各地区分地表水和地
下水、不同用途分类制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明确地下水水资源费标准高于地表水，水资源紧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
区高于其他地区，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合理取用水，鼓励水资源回收利用，对治理地下水超采、促进水资源节约
和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保障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实现工程良性运行，建立健全供水价格
形成机制是妙方。南水北调是举世瞩目的重大水利工程，水价政策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在制定水价政策过程中
，统筹考虑工程特点和受水区实际，出台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运行初期供水价格政策，东线工程实行运行还贷水
价，中线工程总体实行成本水价，既保障了工程的良性运行和综合效益的发挥，又充分考虑了受水区社会经济承受能
力，有利于发挥水价的杠杆作用，促进受水区水资源优化配置。

 针对部分中央直属水利工程，提高其供农业和非农业用水价格，保障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维护。在推进市场化改
革方面，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创新定价模式，研究提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水利工程建设的价格政策，明确新建社会投
资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原则上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对具备条件的中央直属水利工程实行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在市场
化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同时，一些地区结合实际，建立两部制水价、丰枯季节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等制度，
健全了水价形成机制，从制度设计上保障工程良性运行，并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

 城市节水 处理污水 农业用水 谱人水和谐新乐章

 水流入城市，流入村庄，水同人们亲密无间，成为城市居民、企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生产之珍贵资源。有序推进城市
供水价格改革，建立健全污水处理收费制度，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水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城市水价究竟是怎么定的？一方面，城市供水价格要合理反映供水成本，兼顾社会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完
善水价形成机制，建立健全阶梯水价制度，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同时，要推进供水企业成本公开和定价成本监审公
开，提高水价调整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让市民了解水价的制定，从而对改革给予更多理解和支持。

 在城市，培养市民节水意识是重点，这需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发挥水价杠杆作用来实现。发展改革委会
同住建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2015年底前，设市城市原则
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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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底，全国设市城市阶梯水价制度已基本建立。新的价格机制也引导、重塑着市民用水习惯，培养出节水
意识。据统计，近5年来全国城市用水人口增长了近15%，用水总量仅增长11%。

 在“人水和谐”的关系中，污水处理是重要一环。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可有效促进水污染防治。按照“污染付
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是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住建部印发
《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的明确要求，同时，《通知》还提出了到2016年底污水
处理费征收最低标准，即设市城市居民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不低于0.95元，非居民不低于1.4元；县
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0.85元，非居民不低于1.2元。已经达到最低收费标准但尚未补偿成本
并合理盈利的，可结合污染防治情况等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并要求各地加大污水处理费收缴力度，结合实际
实行差别化收费政策，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建立健全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合理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对促进水污染防治、改善水环境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截至2016年底，超过60%的设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已达到或超过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全国31个省份均已建立污水处理
收费制度，其中设市城市开征率为100%；设市城市年污水处理总量约为449亿吨，比2012年提高23%；城市污水处理
率达到93%，比2012年提高6个百分点。

 水流过城市，流到村庄，为耕地带来丝丝清凉，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是促进农业节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初，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从试点示范开始的。2014年10月，在全国27个省的80个县200
万亩灌溉面积开展试点，试点县代表了不同水资源条件、不同灌溉方式、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探索内容包括创新农业
用水管理体制和水价形成机制，综合运用制度建设、水价机制、工程配套、精准补贴、结构调整、节水技术等。

 实践证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这件事是可以做的，效果是明显的。从改革地区成效看，通过渠道衬砌、硬化疏浚渠
系和用水计量收费，减少了输水过程的“跑、冒、滴、漏”损失，解决了土渠水流不畅、灌溉时间长的问题，既提高
了水资源利用率，也提高了农民水是商品、自觉节约用水的意识。试点地区亩均节水约110立方米，灌溉周期平均缩
短约20%，打架抢水的现象没有了，灌溉劳动投入也相应减少，水费实收率提高到95%以上，还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提高了水利设施的管护水平，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初步建立，发挥了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

 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提出改革意见，在全国范围稳步推开。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用10年左右时间，建立健全合理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
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普遍实行，可持续的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基
本建立，先进适用的农业节水技术措施普遍应用，农业种植结构实现优化调整，促进农业用水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化
转变。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完善的地区要通过3—5年时间努力率先实现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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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有了目标和方向，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通过联合发文
部署、加强政策支持、开展情况通报、做好宣传引导等方式指导地方推进改革。各地因地制宜、以点带面，着力建立
健全工作机制，精心编制改革实施方案，在夯实水价改革基础、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
制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目前，改革各项工作正扎实有序推进，全国改革实施面积达5200万亩(详见下图)，其中2016
年、2017年新增面积分别约为2000万亩和3000万亩。

 放眼未来 改革将久久为功、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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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价格改革将继续有计划、分步骤地扎实推进。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健全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
、环境成本的水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和加强水资源价格管理，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强化地方主体责任等方面需要
持续发力。

 要全面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深入贯彻2017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把农业节水作为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的
精神，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典型示范的引领作用，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健全体制机制，稳步推进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逐步扩大改革实施范围。

 要完善城市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优化分级水量安排，合理设置分级水价，有效发挥阶梯水
价调节作用。同时，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工商企事业单位节约用水。

 要健全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合理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同时，进一步落实征缴主体责任，防止跑冒滴漏，加大对自备水源用户的检查和督导力度，提高污水处理费征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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