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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微利和阶梯式水价机制研究

李生潜

(甘肃省水利厅,甘肃 兰州摇 730000)

摘要:合理的水价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可持续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以民乐县为例,从农民水费承

受能力和供水成本两方面进行分析,对农村推行保本微利的水价调整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行阶

梯式水价机制进行研究,探讨水价合理性和供水成本合理构成。 推行保本微利和阶梯式水价机制

保障了正常生产生活的基本用水量,兼顾了水企业和用水主体的利益,使水资源成本和供水成本在

水价格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促进用水户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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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水资源紧缺问题是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资源短

缺问题之一。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2300m3,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 4,在世界上位于 121 位,是
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1]。 此外,我
国的水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布不均,在时间上,首
先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各个季节降雨量相差较大,夏
秋雨量集中,冬春雨量较少;在空间上,水资源南多北

少,以长江为界,南北地区水资源比接近 4 颐 1。 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北方缺水

地区对水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造成水资源供需矛盾日

益尖锐。 从当前形势和 21 世纪的发展来看,水资源

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
在我国水资源管理中,最为难以克服的是供水

成本的不断增加和水资源的日益稀缺。 水价是从微

观上配置水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3鄄5]。 科学合理的

水价形成机制是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约用水的

重要手段,是水利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定价太

高又损害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不符合公益性原

则[6]。 水价改革关乎国计民生,是造福人类的重要

举措,应以提高水费实收率为核心[7]。 因此,准确、科
学地核算供水价格就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为水价改革

提供理论依据[8鄄9],并可为减少农民负担及增加水利

工程管理单位的经济效益等提供可实施的方案。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和政

治多种属性。 建好工程仅仅是开始,能否管好工程,

确保工程良性运行,让农民群众长期得到实惠才是

关键。 农业水价改革是利用经济手段促进用水户节

约用水,增加水管理单位的经济收入,提高灌区的维

修、养护、运转与更新改造灌溉工程的能力[10]。 就

目前情况来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水价政策未达

到预期的目标,供用水双方利益难以兼顾,工程正常

运行举步维艰,部分地方政府也颇感困难重重[1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推行水价改革势在必行。

1摇 保本微利的水价机制和阶梯式水价机制

1. 1摇 推行保本微利的水价调整机制

首先,农村水价关系到农民本身的利益,所以实

行“自下而上冶的水价机制较为合理,让农民自身参

与进来,这样可以很好地反馈农民用水户的基本情

况,及时地作出动态调整,同时这也是一种宣传手

段,当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可以极大地调动参与者

的积极性,为水价改革决策提供更大的推进作用。
当然,水价改革应当循序渐进[12]。 其次,要因地制

宜地实行水价改革。 可以通过走访调查统计该地区

农民的用水情况,确定一个包含多方面因素的合理

用水定额,依据该定额确定供水成本,从而确定该地

区的供水价格。 影子价格模型只反映水资源的稀缺

程度和水资源与总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能代替水资源价值[13]。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及《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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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结合试点区的供水成本分

骨干工程及末级渠系分别进行测算。 全成本=全年

成本总额衣年总供水量;运行成本 =运行成本总额衣
年总供水量。 农民水费承受能力以水费占每公顷平

均产值的比例或占每公顷平均纯收益的比例为判断

依据,一般认为水费占农业产值 5% ~ 8%或占纯收

益 10% ~ 13% 的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范围

取值,农民水费承受能力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C = max(VR,Br) (1)

式中:C 为农民水费承受能力测算值;V 为每公顷平

均产出值,元;R 为农民每公顷平均水费承受能力占

每公顷平均产出值的百分比;B 为每公顷平均净效

益,元;r 为农民每公顷平均水费承受能力占每公顷

平均净效益的百分比。
根据上述可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供水价格。

该水价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适应国家整体宏

观经济运行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农村供水事业的发

展,有利于节约水资源,符合法定定价程序。
1. 2摇 推行阶梯式水价机制

阶梯式水价一般有两种,即递减水价和递增水

价。 递减水价是第一级的水价最高,二级、三级水价

依次递减,也就是当用户的用水量增加时,用户所付

的单位水价将越来越少,这种水价机制适用于小用

户的用水量所占比例较大的情况。 递增水价是指随

着用水量超过一定定额而增加费用的水价制度,即
对定额内用水实行正常的基本水价标准,而对超定

额用水采用累进制水价。 在这种收费制度下,当超

过定额后用户用水量越多,其单位水价将越高。 这

可有效地刺激节约用水,对于用水大户可进行惩罚。

2摇 实摇 例

甘肃省民乐县在水价改革前同样存在上述问

题。 一方面,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仍低于供水成本,经
营成本得不到合理补偿;另一方面,随着大中型灌区

节水改造工程的实施,灌区水利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成本增加,致使水利工程维修养

护经费投入不足,影响水利工程良性运行。 但是经

过一系列的改革,基本解决了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2. 1摇 民乐县农民水费承受能力调查

不同条件下,农民可承受水费是不同的。 本项

目以农业水费支出占每公顷平均产值比例 5% ~
10% ,农业水费支出占每公顷平均农业净收益比例

10% ~ 13% 作为农民水费承受能力的测算标准计

算,本次测算取比例中间值。
a. 测算方法。 以每公顷人均产值 5% 为水费、

农民水费承受能力以每公顷人均纯收益 12% 为

限额。
b. 基础数据收集。 测算农民水费承受能力,收

集当地灌溉定额、每公顷平均农业产值、每公顷平均

农业纯收益等数据。
c. 农民水费承受能力分析。 农民的水费承受

能力与农业收入有关,合理确定灌溉定额,要对不同

的农作物承受能力进行分析。 下面以洪水河灌区、
大堵麻灌区为例测算不同作物水费承受力。

本次农民水费承受能力调查在试点区 8 个村展

开,共调查农户 24 户, 人口 112 人, 耕地面积

62郾 23 hm2,全部为河水灌地,主要种植小麦、大麦、
玉米、中药材、洋芋等作物。 24 户家庭全年总收入

192郾 8 万元,总支出 87郾 65 万元,其中水费支出

5郾 26 万元。从调查数据分析,水费支出仅占家庭总

收入的 3郾 0% ,占农业总收入的 6郾 1% ,占家庭总支

出的 6% 。
通过对洪水河灌区、大堵麻灌区种植结构和灌

溉定额及每公顷平均农业纯收益分析,终端水价确

定为 0郾 30 元 / m3,农民对水费承受能力最大为

0郾 22 元 / m3,本项目确定终端水价 0郾 20 元 / m3,在农

民承受范围之内,是可以接受的。
2. 2摇 供水价格确定

2. 2. 1摇 试点区供水价格确定

试点区 2013 年骨干工程供水总成本 236郾 38 万

元,除去固定资产折旧 134郾 58 万元后总成本为

101郾 8 万元。 骨干工程供水价格为 0郾 25 元 / m3,末
级渠系水价为 0郾 017 元 / m3,合计 0郾 267 元 / m3。
2. 2. 2摇 超定额供水价格确定

试点区农业用水分粮食作物用水和经济作物用

水,其中:粮食作物用水定额为 5 847郾 08 m3 / hm2,经
济作物用水定额为 6 746郾 63 m3 / hm2。 超定额部分

划分为 10% 、10% ~ 30% 、30%以上 3 等,地表水按

1郾 5 颐 2 颐 3 的比例进行累进加价,详见表 1。
2. 3摇 改革效益

2. 3. 1摇 经济效益

本次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示范项目实施后,经济

效益主要为灌溉效益和节水效益。 灌溉效益中,只
考虑农、林增产效益,节水效益根据节水量计算。
2. 3. 2摇 灌溉效益

本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内将进一步形成布局合

理、输 水 畅 通 的 灌 溉 渠 系。 可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1 326郾 67 hm2,增加产值 358郾 12 万元,详见表 2。
2. 3. 3摇 节水效益

通过本次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项目区计

量管理,提高了农民用水户协会自主管理能力和充

分参与灌溉用水管理,从而减少了水量浪费;项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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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试点区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方案

名称 用水对象
用水定额 /

(m3·hm-2)
地表水价格 /
(元·m-3)

地下水价格 /
(元·m-3)

粮
食
作
物

标准 5 847郾 08 0郾 16 0郾 03
超过定额水量

10%以下的部分
1臆超定额
<584郾 71 0郾 24 0郾 06

超过定额水量
10% ~30%部分

584郾 71臆超定额
<1 754郾 12 0郾 32 0郾 09

超过定额水量
30%以上部分

1 754郾 12臆超定额 0郾 48 0郾 15

经
济
作
物

标准 6 746郾 63 0郾 16 0郾 03
超过定额水量

10%以下的部分
1臆超定额
<674郾 66 0郾 24 0郾 06

超过定额水量
10% ~30%部分

674郾 66臆超定额
<2 023郾 99 0郾 32 0郾 09

超过定额水量
30%以上部分

2 023郾 99臆超定额 0郾 48 0郾 15

表 2摇 改善灌溉面积效益计算

作物
名称

种植
面积 /
hm2

种植
比例 / %

每公顷增
产量 / kg

增产量 /
万 kg

价格 /
(元·kg-1)

净产值 /
万元

小麦 400郾 00 30 299郾 85 12郾 00 2郾 17 26郾 04
马铃薯 333郾 34 25 1 499郾 25 50郾 00 4郾 20 210郾 00
药材 266郾 67 20 299郾 85 8郾 00 8郾 20 65郾 60
油料 133郾 33 10 449郾 78 6郾 00 4郾 72 28郾 32
玉米 133郾 33 10 599郾 70 7郾 96 1郾 90 15郾 12

其他经
济作物

60郾 00 5 449郾 78 2郾 70 4郾 83 13郾 04

合计 1 326郾 67 100 3 598郾 21 86郾 66 358郾 12

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力度进

一步加大,在项目区集中连片区域化种植低耗水高

效益作物,减少用水量,提高了单方水效益;通过实

施田间配套工程,提高了农业灌溉的输水效率,有效

降低了渠道渗漏量和灌水过程中的无效水量损失。
本项目配套末级渠系工程面积 1 120 hm2,工程

建成后灌区每公顷综合节水量为 974郾 51 m3,共计年

可节约水量 109郾 2 万 m3,每方水按增加净效益 1郾 12
元计算,工程实施后节水效益为 122郾 30 万元。
2. 3. 4摇 社会效益

本项目实施后,通过农业综合水价改革措施建

设,在项目区域内完善末级渠系,规范农民用水结

构,建立合理的水价体系,提高了用水效率和效益,
降低了用水成本,推动了农田水利事业的良性发展。

a. 促进农业效益增长。 随着水价体系的改革,
供水价格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用水结构得到明

显优化,效益不断增长。 通过水价杠杆作用促使农民

进行高产值作物品种调整,农业种植内部结构进一步

优化,有效促进农业效益的增长,增加农民收入。
b. 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通过完善价格形成

机制,实行终端水价,在项目区全面落实“斗口计

量冶水费,有效节约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使
项目区灌溉水利用系数进一步提高,实现水资源的

优化配置,使灌区走上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道路,
促进全区节水型社会建设。

c. 民主参与式管理模式基本形成。 通过水权

水价改革,将水资源使用权分配至每个用水户,每个

用水户的水权在用水时间、用水类型及用水地点上

均得到了量化,实现了“计量供水、配水到户、收费

到户、开票到户冶,提高了群众民主参与管水、用水

的积极性,进一步建设规范了用水秩序,减少了用水

户之间的水事纠纷,促进了区内社会稳定与和谐。
2. 3. 5摇 其他效益

节水灌溉可减少灌水时间,减少劳动力,平均每

公顷减少 7郾 5 个劳动工日,工程建成后年减少9 950
个劳动工日,每个工日按照 60 元计算,其效益为

59郾 70 万元。
总之,通过实施末级渠系的配套改造、计量设施

的更新完善和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硬件软件建设,将
使项目区的灌溉水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末级渠系的

建设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为准确测算农业终端水

价,合理地制定终端水价制度提供科学的依据,在促

进农业节水的同时切实降低农民的用水成本,为农

业终端水价的推行起到积极的作用。

3摇 结摇 语

现行的农村水价机制既无法满足成本回收,也
无法维持供水企业的良性循环生产,不利于人们形

成节约用水和循环用水的习惯。 不论是从水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考虑,还是从农村环境保护角度考虑,都
应积极推进梯级水价改革。 保本微利的水价改革机

制和阶梯式水价机制可以在保障用户基本用水的前

提下,为居民提供优质安全的用水,以合理的价格供

给水资源,让老百姓在饮到放心的水、实惠的水的同

时懂得珍惜水资源,自觉保护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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