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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饮用水设施的有效供给不伩能够改善农村的生活面貌，还能改善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

，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本文以贵州省农村饮用水设施作为研究对象，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视角梳理

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政府对农村饮用水设施的供给概况，得出了一定的结论，同时也为下

一步贵州省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的对策提供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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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贵州省基本情况 

贵州省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属于东亚季风气候。全省淡水资源

较为丰富，流经省内大大小小的淡水江（河）有 984 条①这些流经省内的河流中，流经面积相对比较

大的有“两江两河”。 

近年来，贵州为了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社会，提出了“小康水”计划，用以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

而农村饮用水设施在水利工程及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二、 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视角下贵州省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情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饮用水设施的薄弱或供给不足成为农村农业发展的短板和农村农民健康饮

水的瓶颈。政府开始重视并加大对农村饮用水设施的关注及资金投人力度。为便于收集资料和相关信

息，本文拟对“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期间贵州省农村饮用水设施的供给进行梳理，以期较为科

学的呈现出该省农村饮用水设施在十年期间的供给概况。 

"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 年-2010 年）贵州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情况 

“十一五”规划期间，政府在资金投人上高达 233.56 亿元，完成了蓄、引、提工程、水井工程、

水库等饮用水设施的供给共计 21294 处，解决了农村 1060 万人口的饮水问题，约占农村人口总数的 46%

。 

"十二五”规划期间（2010 年-2015 年）贵州农村用饮水设施供给情况 

在“十二五”期间，贵州在总结了“十一五”规划期间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的经验后，供给的理

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省政府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统筹使用、形成合力”的供给要求。 

⑴各类饮用水设施的总体供给情况。在整个“十二五”规划期间，贵州凭借着 2010 年中央加大对

贵州扶贫投资的契机，因地制宜的对饮用水设施的供给种类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供给了上千项“三

小”水利工程（小山塘、小水池和小水窑）和“五小”水利工程（小山塘、小水渠、水泵站、小水坝

和小水池）。 

(2)政府对农村各类饮用水设施的资金供给情况。从贵州省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的总体来看，与“

十一五”期间相比较，“十二五”期间其供给的数量及资金都大大增加，在这一阶段，供给的资金总

投资达到 968 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 4 倍。 



 

三、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十一五”和“十二五”十年期间农村饮用水设施的梳理，对贵州十年来农村饮用

水设施的供给有了清晰的脉络。在这十年中，政府解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及村民饮用水难的问题

。同时，由于饮用水设施供给市场化起步较晚，贵州广大农村地区依旧没有摆脱重建设轻管理、重使

用轻维护等思想的束缚，导致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低下。为确保下一阶段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的质量和

效率，建议政府改变供给的模式，引人市场竞争，在确保资金渠道来源多元化的同时，优化供给的种

类，合理规划和勘测，尤其是在后期的维护管理中，建议外包给市场，利用专业化的公司进行专人看

护、专人管理和专人维护。 

 

 

 

 

注释： 

①由于调查的面比较广，故本研究只统计了流经面积 10 千米以上的江或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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