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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村饮用水提升工程研究 

王邓红     姜海军     殷芳芳 

（１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杭州 311231；２ 浙江省水利厅农水局，杭州 310009） 

【摘 要】 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浙江省开展了“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专项调研。研究发现，浙江省农

村自来水覆盖率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２．６％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９７％，提高近３５个百分点，但是，仍存在水质

合格率低、管理维护难的问题。由此，亟需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五项”工程，即城镇管网延伸和联村并网；

农村供水管网改造；小水厂制水工艺改造；饮用水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农村饮用水长效管理。初步估算总投资３９．８

亿元，年均投资５．６亿元。“以治水为突破口，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系统谋划“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

已十分必要。 

【关键词】 饮用水；农村；提升工程；浙江 

０ 引言 

２００３年浙江省启动“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建设，历经十年努力，农村饮用水状况显著改善，但区域不平衡及城乡差

距仍然存在。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水利厅联合开展了“农村饮

用水安全提升工程”专项调研。 

调研范围覆盖全省各县（市、区），重点为省政府（浙政发〔２０１２〕５９号）公布的５３个山区县以及海岛县。以县为

单位，系统深入分析农村饮用水现状和薄弱环节，按照“巩固、提升、安全、长效”的总体思路，提出“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

工程”工作方案和政策措施，为决策提供依据。 

１ 农村饮用水现状问题分析 

２００１年底，全省有１ ３６０多万农村人口仍以浅井、引泉、集雨等传统方式取水，其中有３００万人一般干旱 年 就 

饮 用 水 困 难。为 加 快 改 变 这 一 状 况，２００３年经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以自来水进村入户

为标准、以实现农村饮用水安全为目标的“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该工程实施以来，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十

年间，累计完成农村供水工程投资１３２．７亿元，解决和改善１８６０多万农村人口和６０多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用水条件。

至２０１２年，浙江 省 农 业 人 口３ ２７９万浙江省水利厅２０１３年度专项资金项目（浙水计［２０１３］２８号）。

人，累 计建有农村集中供水工程３４８３４处，受益人口３ １７７万人，其中：城镇管网延伸工程 ７６１处，受益人口１

４１７ 万人；乡镇（联村）供水工程９０９处，受益人口６６８万人；单村供水工程 ３３ １６４处，受益人口１ ０９２

万人。全省农村自来水覆盖率从 ２００２年的６２．６％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９７％（见表１） 



 

 2 

 

但是，对照国家有关供水工程建设标准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还存在不少缺陷，尤其是山区和海岛地区。２００３年之

前建设的和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期间兴建的一批小规模乡村级供水工程，建设标准低，供水保证率不高，停供水现象时有发

生；设施设备简易、管网老化或选材不当，农村水源保护薄弱，水质检测合格率低，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多。局部偏远山区村

落人口居住分散，水源工程加上供水工程建设成本十分高昂，至今还有１００万群众没用上自来水。综合分析存在的问题可以

概括为“一低一难”，即水质合格率低，运行管护难
①
。 

１．１ 水质合格率低 

据省卫生部门“监测情况”报告显示，按照国家以监测点数统计的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合格率：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分别为４１．２６％、４６．７２％、４１．９７％，三年监测一直徘徊在低水平，尚未突破５０％，其中温州、

台州、丽水、衢州等山区问题尤为突出。若按监测点的受益人口统计分析则“合格率”达８２．７％，但也反映了一大批小而

散的村级供水设施其水质卫生保障堪忧，影响人口４６７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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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标准低。２００３年前已饮用自来水的农村人口近２ ０００万人，除了城区水厂延伸覆盖的郊区，大部分乡镇供水

工程设计标准 低，制 水 工 艺 落 后，选用的镀锌管、水泥管已不符合现行建设标准，又经１５年以上的运行接近设计报废

年限，管网老化腐蚀、净水设备陈旧，供水水质和供水保证率下降，二次污染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水质安全。全省农村供水

工程采用常规水处理工艺或一体化设备处理的工程仅占２０％，简易处理或未处理的工程近８０％，没有完备的制水工 艺 也 

就 无法保障水质达标。 

检测能力弱。目前，全省 ３４８３４处农村供水工程中，开展水质检测１４５５６处，占４２％，其中规模以上即设计供

水规模２００ｍ３／ｄ以上的工程１６５９处，检测率８９．２％。即，有２０２７８处（占总数５８％）供水工程没有实行

水质检测（见表２），其中９９％为规模以下不具备自检能力的乡村小水厂。面广量多的小规模乡镇级和村级供水工程不具有水

质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甚至绝大多数县没有农村饮用水工程的水质检测机构，委托卫生、水文、城市水厂等部门检测检验，

或是力量不足或是经费没有保障。水质检测缺位、经费投入缺乏、监督制度缺失，不能及时掌握农村饮用水水质状况，不能及

时发现并消除饮用水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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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运行管护难 

建设规模小，管护资金不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农村供水设施“先天”规模小、标准低，“后天”农村自主管理意识

淡薄、行业管理能力不足、公共管理投入甚微，直接影响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全省２００ｍ３／ｄ以上规模的农村供水工程１

６５９处，仅占总数的５％，规模以下的工程占９５％。小型供水工程集中分布在欠发达的山区和丘陵地区，由乡镇政府或村

集体采取不同模式进行管理，由于地方财政和村集体经济薄弱、专业或专职管理人员少，管理水平较低，不能满足工程日常维

护和安全供水的要求。农村供水工程的运行费用来源于农民缴纳的水费，由于共享率低、用水量少、单位成本高，若按全成本

核算水价至少５元／ｍ３，高于城市的水价，使低收入的农民难以接受，不计固定资产折旧和维护资金以１元／ｍ３的水价计

收，虽勉强维持目前的运行，但年长日久入不敷出难以持续。 

饮用水水源多样，管理力量薄弱。农村饮用水水源类型多样，缺乏管理力量和手段有效控制农药化肥、人畜粪便、生活生

产污水等污染源。２０１４年，省人大针对饮用水水源进行专题调研，农村饮用水安全以及水源地保护引起高度关注。全省农

村饮用水地表水源有山塘、水库、河渠共１９２４５处，其他小微型水源有１４７３０处，采取水源保护措施的５２１３处，

仅占１５％，制定水源及工程应急预案的仅１４％。 

管护主体缺位，管理机制不健全。调研反映，各地在农村饮用水安全工作上，不同程度存在政府责任不明、部门职责不清、

工程产权模糊、管护主体缺位等问题。中央有关文件强调“农村供水安全实行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实际上，一些地方政府还

缺乏高度的责任意识，没有明确农村饮用水管理的职能部门，没有建立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没有设立日常管理机构和落实

专职管理人员，没有厘清乡镇政府、村两委，供水单位、用水户的事权，没有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安全工作相关的制度和措施。 

２ 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 

农村饮用水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形成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问题。农村饮用水工作循序推进

可分为三个过程：解决农村饮用水困难，提高农村饮用水标准，实现农村饮用水安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爱卫会牵头组织实施以解决饮用水困难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农村改水，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水利厅

组织筹建了一批乡镇供水工程，积极推动农村供水事业发展。由于当时投入水平以及技术条件的局限，又缺乏系统的规划和持

续性的政策措施，那段时期农村饮用水工作处于 “解困”与“方便”阶段。２００３年经省委、省政府决策，在全国率先启动

了以自来水进村入户为标准、以实现农村饮用水安全为目标的“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 

为巩固农村饮用水十年建设成果，从“源头”到“龙头”，从工程建设标准到管理水平，按照“巩固、提升、安全、长效”

的总体思路，全方位、完整的、系统的谋划 “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 

２．１ 工程建设 

（１）城镇管网延伸和联村并网工程。按照“能延则延、能并则并、能扩则扩”的原则，以跨村、跨镇规模化供水为发展

方向，充分发挥城镇水厂优势，管网向农村辐射延伸，扩大城镇水厂覆盖范围；加大单村供水工程整合力度，推进联村并网集

中供水，由单村分散供水向联村集中供水提高。城镇管网延伸工程受益１１０５个行政村１３７万人，联村并网工程受益５４

５个行政村 ５１ 万人。可减少单村工程 ９０００处，全省饮用规模以上水厂的 农村人口提高到７０％。 

（２）农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对 ２００３年以前建设的和部分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兴建的农村供水工程的老旧不符合

建设标准的管网进行改造，消除“跑、冒、滴、漏”和管道二次污染等现象，减少水量浪费、降低制水成本，提高供水保证率

和供水水质。受益范围为２ ２２２个行政村２１２万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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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小水厂制水工艺改造工程。初期低标准建设的偏远山区村级供水工程，受地理环境制约不能延伸或扩并的，因地制

宜进行制水工艺改造，配套完善水处理净化和消毒设施，提高供水水质，实现标准化供水。受益范围为９０９个行政村６７万

农村人口。 

（４）饮用水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工程。按照“合理布局、全面覆盖和资源共享”的原则，分期分批建设５９个县级农村饮

用水水质检测中心，建立农村供水水厂自检、检测中心区域巡检、卫生行政监测、水利监督指导整改有机结合的水质管理体系，

实现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系统化、常规化。 

（５）农村饮用水长效管理达标工程。根据《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工程长效管理达标考核办法》，继续加强达标考核工作，发

挥财政资 金 “四两 拨千斤作用”，加大考核奖补力度，促进农村饮用水工作“一个机构、一笔经费、一套制度”的“三个一”

标准化管理建设，巩固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成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确保安全、长效
②
。 

２．２ 措施保障 

（１）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经营，鼓励受益者以出工、出资、出地的方式参股。由政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单位（个人）共同投资的，其所有权按照出资比例由投资者共同所有；由单位（个人）投资，政府给予补

助的，其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单位（个人）转让农村供水工程的，其中政府补助资金转为政府投资资金。城市供水管网向农

村辐射延伸，供水企业盈利水平参照《城市供水价格办理办法》执行。 

（２）加大银行扶持力度。加大政策性银行对农村安全饮用水提升工程建设的信贷规模；鼓励商业银行对农村供水项目实

行优惠贷款，信贷支持和贷款担保同等享受浙政发〔２００３〕１ 号文件 的有关政策，对项目资本金到位、运作规范的项目，

贷款期可适当放长；允许以项目的收益权、经营权为质押，或以项目资产折价抵押进行贷款。 

（３）优先安排用地指标。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建设用地作为公益性项目建设用地，列入县（市、区）年度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工程建设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涉及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手续；使用集体土地，不实行征收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一致，给予用地补偿。 

（４）优惠用电价格。农村饮用水工程供水用电价格按现行《浙江省电网销售电价表》中“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执行，其

中通过农村排灌电力线路供电的农村饮用水工程，其供水 用电价格按 “农业生产用电”中的农业排灌、脱粒用电价格执行。

对于除供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外，还对其他用户供水的农村供水工程，其用电价格按定比定量的方式进行分算，分别计价。 

（５）减免建设运营税费。对农村供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免征土地使用权契税，免征土地使用权产权转移书据、施工单

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的印花税，免征运管单位自用的生产、办公用房产、土地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免征向农村居民供

水取得的自来水销售收入的增值税。农村自来水管网入户之日起１０年内，农村生活用水不收取水资源费、城市建设维护费、

教育附加费等，原则上 不计收污水处理费；城市供水企业不得向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涉及的农村居民用户收取开户费。 

（６）明确农村供水价格。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非生活用水实行分类计价。政府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

政府定价；利用其他方式投资建设的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单村供水工程供水价格由村民委 员会参照政府

指导价，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确定。农村生活用水水价原则上不高于城镇水价。 

（７）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建 设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统一思想，切实加强

领导，将此项工作纳入各级人民政府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在各级政府领导下相关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发展改革部门

负责规划制定、组织协调，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安排和使用监督，水行政部门负责“五项”工程具体实施和行业管理，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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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会同水利部门切实做好农村饮用水源保护与监督，卫生部门负责饮用水卫生监测与监督，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用地的指导和

审批。 

３ 投资估算及财政补助政策建议 

３．１ 投资估算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的典型工程实例，结合前阶段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投资水平，经综合

测算，各类工程的单位投资分别为（见表３）：①城镇管网延伸和联村并网工程１０５０元／人；②管网改造工程 ７００ 元／

人；③ 制水工艺改造工程 ４５０元／人；④ 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工程 ２００ 万 元／中 心；⑤农村饮用水达标工程５０万元

／（年·县）。除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工程涉及检测中心建设，约用地２５亩（１亩 ≈６６７ ｍ２），其 他项目不涉及土地使用

指标。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五项”工程，初步估算总投资３９．８亿元，年均投资５．６亿元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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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管网延伸和联村并网工程。投资１９．７亿元，占投资总额的４９．５％。其中，城镇管网延伸工程投资约１４．４

亿元，联村并网工程投资约５．３亿元。 

农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投资１４．８亿元，占投资总额的３７．３％。改造供水管网 １ 万余公里及其相应的配套设施。 

小水厂制水工艺改造工程。投资３亿元，占投资总额的７．６％。新建修建净化、消毒等配套设施１５００ 台（套）。 

饮用水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工程。投资 １．２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３％。建设 ５９个县（市、区）级农村饮用水检测中

心，形成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体系，防范饮用水水质事故，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农村饮用水长效管理达标工程。省级投资１．１亿元，占总投资的２．６％。继续执行《浙江省农村饮用水安全长效管理

考核办法》，强化县级政府饮用水安全责任，促进水源地保护、水质检测、工程维护等事关饮用水安全的责任落实、措施到位。 

３．２ 财政补助政策建议 

建议省政府延续“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支持政策，继续保留“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专项，启动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

提升工程”，建议安排１７．５亿元，每年２．５亿。 

（１）建设类工程（含城镇管网延伸和联村并网、供水管网改造、制水工艺改造）。参照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农村饮用

水安全工程省以上资金二类六档补助标准占投 资 比 例，分 别 为：５４．４％、５０．６％、４６．９％、４０．７％、３

４．５％、２８．２％ 。合计有 ４２５ 万人的建设任务（不包括宁波４２万人口），人均投资８００元／人，预计总投资３

４亿元。由 于实施对象大都属财政转移支付一类县的山区、海岛县，占８５％，平均补助比例为４５％，需安排省级补助资金

１５．４亿元，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每年安排２．２亿元 。具体可按三类工程单位投资以财政二类六档补助比例进行操作。 

（２）管护类工程（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农村饮用水长效达标）。拟安排财政资金２．１亿元，年均安排３ ０００ 万元。

其中：①水质检测能力保障工程，尚有５５个县级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中心建设任务（扣除宁波４个），每个检测中心 ２００ 万

元，合计投资 １．１亿元，预期中央每个中心７０万元补助，省级按国家要求配套，省财政需安排３ ８５０ 万元。②农村

饮用水长效管理达标工程，扣除发达县以及平原城乡供水一体化县，考核达标奖补范围约为５０个县，延续现有政策，按平 均

每县每年 ５０ 万元，年均以 ２５００万元封顶，资金继续从水利工程维修养护专项列支。 

４ 结论 

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提升工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善农民生存和发展基本条件的健康工程；是推进城乡统筹、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民生工程；是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转变，促进农民增收的致富工程。 

“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为确保农村饮用水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做好工程建设的同时，应关注并研究

工程建后管护问题，设立农村供水专管机构，建立建设和运行管理制度，推动我省农村供水依法管理、规范管理、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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