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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安全与水务行业监管体制创新 

—第五届政府管制论坛城镇水务与政府监管分论坛

会议综述 

王 岭 

( 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近年来城市水污染、水质达标率低等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监管体制不健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理清城镇水

安全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创新城镇水务行业的监管体制机制，成为提升城镇水安全治理能力，实现科学有效监管的重要方式。

2016 年 4 月 23 日，由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管制研究院、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山东省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研究基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产业经济研究院在杭州

共同主办第五届政府管制论坛城镇水务与政府监管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城镇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与监管、新时期

城镇水务监管体制创新、城镇水务行业价格改革与监管、城镇水务行业公私合作与监管、城镇水务行业需求预测与绩效评价等

议题。 

一、城镇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与监管 

我国城镇水务行业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目前已基本实现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设施运营的企业化，初步实现价格

收费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供需矛盾，提高了运营绩效和服务水平。针对我国城镇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与监管问题，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刘志琪常务副秘书长指出，市场机制的引入推进了城镇水务行业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了行业的法制

建设、逐步提升了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但管理缺位、错位和不到位、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并未根本改变，同时与行业发展相适

应的定价与调价机制依然缺乏，并提出明确政府职责、强化对城镇水务行业的政府监管，健全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行业的收费

制度，加强乡镇城镇水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等建议。 

为有效治理城市黑臭水体，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城镇水务行业监管体制。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邵益生研究员指出，城市水系统是以水循环为基础、水通量为介质、水设施为载体、水安全为目标、水管理为手

段的综合系统，城镇水务行业系统性监管需要遵循水循环的基本规律; 城镇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要突出公用事业属性，避免过

度市场化; 城市排水防涝要制定系统解决方案，避免理解简单化; 黑臭水体治理要建立长效运行机制，避免效果短期化; 城镇

水务建设要综合规划统筹协调，避免规划的碎片化。 

由此可见，市场化改革推进了城镇水务行业的快速发展，但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为持续推进城镇水

务行业运营能力和服务水平的提升，需要结合新时期城镇水务行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创新城镇水务行业的监管体制机制。 

二、新时期城镇水务监管体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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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水资源总量稀缺和优质水资源利用不足两大现实问题，需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将生态文

明架构根植于城镇水务行业发展过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张悦巡视员指出，城镇水务行业监管应依据 “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明确监管重点在于政府对环境目标与生态目标的完成效果，同时将传统的对

水质和水量的监管转为对生态环境的监管，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浙江工业大学李军教授指出大数据能够促进政

府监管创新、激励城镇水务行业竞争、为用户提供更安全产品，这为城镇水务行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但大数据时代也

面临着信息安全与技术不成熟等问题，为此，需要建立并完善大数据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整合城镇水务行业的相关数

据资源，提升政府运用大数据的监管能力，构建大数据共享云平台，运用大数据构建第三方监管服务体系，依据大数据提供正

向行业激励机制从而加强行业自我监督能力。 

综上所述，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政府监管手段和监管工具势必需要变革，应该依托城镇水务行业的

技术经济特征，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信息技术发展优势，强化政府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城镇水务行

业监管的技术化和科学化水平。 

三、城镇水务行业价格改革与监管 

科学合理的定价与调价机制是激励城镇水务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浙江财经大学王俊豪教授专门分析了城

镇污水处理行业的收费机制问题，指出现行污水处理价格形成机制一方面难以甄别城镇污水处理企业的真实成本信息，另一方

面难以激励城镇污水处理企业降低成本。为此，指出完善当前污水处理价格形成机制需要建立激励性的价格管制思路。 

为进一步优化城镇供水阶梯水价制度，需要客观评价城镇供水行业阶梯水价政策的实施情况。浙江财经大学王岭副研究员

对阶梯水价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指出 “一户一表”改造政策推进缓慢、阶梯水价划分标准有待优化、水价级差的确定仍需完

善、精准计费难以实行是阶梯水价推进较为缓慢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 “一户一表”更新改造设施的成本分担机制，

优化阶梯水量划分标准，确定基础水量、水量级数与各级水量的形成机制，建立基础水价、水价级数与级差比例的优化机制等

政策建议。 

价格政策是激励城镇水务企业的重要杠杆和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的重要机制。城镇水务行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

价格机制建立城镇水务行业的激励性价格管制模型。同时，为更好地实现城镇供水的节约效应，应基于现行阶梯水价模式，结

合城市特征和区位差异，从量价两方面优化阶梯水价的形成机制。 

四、城镇水务行业公私合作与监管 

竞标机制缺失、腐败、合作期限确定不合理、政府承诺缺失等是城镇水务公私合作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山西财经大学付

金存博士从风险识别与分担机制不合理的角度对城镇水务项目公私合作失败原因进行分析，并建立包含政府风险、市场风险和

项目风险三个维度的风险识别框架。其中，政府风险主要包括政府决策风险、法律冲突风险、政府履约风险、政策法规风险、

政府监管风险；市场风险主要包括配套不足风险、项目唯一风险、第三方延误风险、第三方反对风险和原料供应风险; 项目风

险主要包括项目执行风险、项目违法风险、生产技术风险、环境安全风险、政府征用风险。 

跨界流域水污染、城市内河水污染是降低水源地质量的重要因素。其中，跨界流域水污染治理十分复杂，需要运用协同治

理理念探究有效的治理路径。北京工商大学冯中越教授指出当前流域治理的传统模式主要有: 宏观上中央调控下的派出机构管

控模式，中观上省政府调控下的地方协调模式，微观上城市政府主导下的考核模式( 河长制) 。将公私合作引入流域治理框架

体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政府职能此外，同一般的公私合作项目相比，流域公私合作治理机制具有责任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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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更高、项目目标综合化更高、组织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的特点。通过公私合作将有助于提升融资效率，实现协

同治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在国家大力推进公私合作的宏观背景下，需要确定特定城镇水务项目选择公私合作的适用性以及具体的项目合作模式和操

作方式，科学设计城镇水务项目的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依据项目特征测算合理的服务期限，明确风险分担机制，以及建立并

完善相关政策，从而为城镇水务行业推行公私合作制提供制度保障。 

五、城镇水务行业的需求预测与绩效评价 

总需求预测、城镇群需求预测、省市需求预测构成城镇供水行业需求预测的主要内容。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城镇群成

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进行城镇群供水需求预测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当前城镇供水需求预测研究过

程中多以单一城市为对象，缺少对城镇群城镇供水需求预测的研究，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张秀智副教授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长株潭、成渝、哈长、呼包鄂 7 大城镇群为例，对其城镇群用水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城镇群供水存在用水需求增长与降低

两极现象，中心城市用水量增大与人均用水量持续降低并存，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十年的城镇群供水需求量进行预测，并提出建

立城镇群用水协调机构和用水流量监测评估制度，明确城镇群实现用水需求零增长的目标和时间表，从城镇群用水需求侧管理

角度设计供水政策等建议。 

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是激励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韩伟高级工程师在对国际水

协、英国水务办公室、美国水协、世界银行、荷兰供水协会、中国水协等城镇供水行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

我国城镇供水行业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绩效指标定义不清晰、计算公式不一致，缺乏横向比较基础; 指标数据采集不

规范，缺乏有效的验证机制，导致绩效评估准确度较低; 缺乏操作性强的技术导则，难以实现评估工作的有效推进。基于此，

提出建立包含政府、行业、企业三个维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供水绩效指标评价与筛选、供水绩效指标数据采集和校核、

供水绩效评价方法与绩效评价模型、供水绩效管理信息平台研究与示范、供水绩效评估管理体系研究，从而实现城镇供水行业

规范化绩效考核。 

由此可见，建立城镇水务行业需求预测体系与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是科学预测城镇水务行业发展需求的重要支撑。同时，

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城镇水务行业绩效评价经验，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维度建构适宜我国发展实践的城镇水务行业绩效评

价模型，是提升城镇水务行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