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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事关亿万农村居民的民生福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

容。水价管理是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基础和核心，健全以合理水价机制为核

心的工程良性运行机制是“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的重要内容。

由于我国国情、水情和区域差异性，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许多的小型和分散

供水工程，制定合理的水价机制难度较大，且现有的城市供水水价机制也无法直

接应用到农村供水工程中。国外农村供水工程起步较早，水价形成机制虽因水资

源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对完善我国以水价改革为核心

的良性运行机制具有借鉴作用。调研了解国外不同类型国家的水价形成机制和管

理制度对下一步制定我国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建立合理农村供水水

价形成机制，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提供重要支撑。

1 水价制定原则

各国因水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水价体系、供排水企业的技术装备、运

行管理水平上的特定状况，水价制定原则各不相同。总体上形成成本回收、合理

利润、用户参与、用户承受能力、水价补贴等几大原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水

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多重视居民可承受能力，不强调回收成本，供水公司的巨大

亏损主要通过不断补贴来维持服务。美国、日本等国则主要考虑成本回收，在部

分经济困难地区，考虑相应的水价补贴。

2 水价制定和调整程序

英国、美国等国家政府不直接参与水价制定工作，由供水企业根据政府相关

规定进行确定，政府起到宏观调控和监督的作用，通过设立最高限价等方式进行

宏观把控；法国、日本等国由政府、供水公司、用水户等双方或多方商议决定，

促进用水户对水价构成的了解和诉求的表达。

3 实施形式

水价实施形式体现的是对资源分配、公共福利、投资利益等方面的不同权衡。

主要有供水服务成本定价、用水户承受能力定价、投资机会成本定价、边际成本

定价、完全市场定价等形式。多数国家采用供水服务成本定价，即通过水价回收

供水生产的全部服务成本,包括投资成本、管理成本以及运行维护成本等用于水

资源生产的成本。



4 水费计收

根据不同国家不同的水资源分布情况，水费计收总体分为非计量收费和计量

收费。在水资源较为紧缺的国家和地区，多实行两部制水价或累进制水价。两部

制水价目的是在确保供水企业正常运行，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同时，

限制和杜绝用水户的不合理用水行为，提高资源配置效果和用水效率。法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实行两部制水价，美国累退制水价比例不断减小，固定和

累进制水价比例在上升。

5 补贴方式

水价补贴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直接补贴即补贴给用水户，采取的水费减

免等方式，例如美国 FmHA 项目中，针对小型供水系统的农户，对无法承担供

水费用的用户提供提供贷款和特殊要求补助金，减少用户水费。间接补贴指通过

对供水工程实行补贴，降低工程运行成本使时用水户能够享受到较低水价，采取

的方式有低息贷款、专用补助金、税款发放和优惠政策等多种形式。

参考各国经验，结合我国水资源、经济发展及农村供水等多方面现状，在水

价制定原则方面，建议建立成本型水价体系，充分考虑成本回收；在水价制定和

调整程序方面，形成政府、用水户、供水工程多方商议流程，增进农村用水户对

于水价制定过程的参与和了解；定价模式方面，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用途确定相

应的水价形成机制及定价模式；成本构成方面，应确立农村水厂承担运行维护费

用乃至部分折旧和大修费用的财务责任，确保工程成本回收，有条件的工程可采

取略高于贷款或债券利率的合理利润率，促进工程长效运行；水费计收方面，进

一步明确两部制及阶梯水价基本水量、阶梯级数等关键内容；补贴方式方面，应

明确仅对小型或分散供水工程进行适当间接补贴，对部分低收入用水户可实行直

接补贴；供水管理模式方面，引入合营管理模式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应明确制

定合作规范，划定合作范围，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确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

和运营模式。

建议制定我国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水价政策和办法，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增进市场在农村供水领域的作用，同时做好相关政策约束；增进基层社区自治参

与力度和广度，控制终端水价；加大技术体系投入力度，保障末端供水设施有效

运维；分区分类形成适合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供水价格形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