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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农村供水水价问题及对策研究 

孔琼菊 谭淋露 周斌 温毓繁
1
 

（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通过调研，摸清了江西省农村供水工程水价的基本情况，梳理了农村供水工程水价制定模式，分析

了农村供水水价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完善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多渠道落实工程维养资金、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各项管理制度、强化宣传教育，转变群众传统意识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农村供水水

价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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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村饮水已进入供水安全保障阶段，广大农村群众期望从中得到更大实惠，但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中一

直存在运行成本偏高、水价偏低、维修养护任务日益加重、维修养护资金不足、经营管理面临重重困难等问题，影响着工程效

益的发挥。而农村饮水安全供水水价问题，一直是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它不仅是保证工程良性运行的基

本要素，而且直接影响到供、用水双方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持续和健康发展。科学合理的水价制定是实现

水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供水工程良性运行的重要环节。 

1 江西省农村供水工程概况 

经过 10年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 5年的巩固提升建设，江西省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据初步统计，截至 2019

底，全省共建成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 15650处，其中城市管网延伸工程 170处、千吨万人工程 980处、千人供水工程 2000处、

千人以下集中式供水工程 12500 处。另建有分散式工程 58 万余处。全省农村供水总人口 3480 万人。特别是“十三五”以来，

江西采取改造、配套、联网、升级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88%，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3%，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2 江西省农村供水水价情况 

2.1水费收缴 

为摸清全省水价、水费收缴情况，对每个县开展了水价、水费收缴情况调研。经调研和整理有效问卷获知以下三种情况。 

2.1.1 有效问卷中，千吨万人以上工程总计为 690 座，明确水价的有 644 座，占比 93.33%；万人以下百吨千人以上供水工

程为 1862座，明确水价的有 1208座，占比 64.87%；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有 14993座，明确水价的有 4356座，占比 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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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全省执行水价在 0.3～2.41 元/t 之间，平均约为 1.41 元/t；运行成本水价在 0.13～3.4 元/t 之间，平均约为 1.45

元/t；全成本水价在 0.23～13.1 元/t 之间，平均约为 2.46 元/t。从调研的情况分析和查阅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水厂现行的水

价从经济角度上看，百姓是可以承受的，水价承受能力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是因为传统不收费的习惯和百姓喝“福利水”

的思想影响，再者因水厂管理不善导致百姓用水体验度不是非常的满意，故部分百姓的交费意愿不高。 

2.1.3各县（市、区）水费收缴情况差异明显，部分县水费收缴率较高，如芦溪县、湘东区等二十余县（市、区）水费收缴

率在 90%以上，部分县收缴率较低，如万年县、永新县、靖安县等十余县（市、区）水费收缴率在 50%以下。全省平均约为 61%。

总体来看，水厂规模越大，水费收缴率越高，水费管理较好，水费收缴率随着工程规模的减小明显降低，千吨万人工程水费收

缴率约在 90%以上，百吨千人及以下供水工程水费收缴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 

2.2维修养护经费 

2.2.1有效问卷中 1.7万座农村供水工程估算运行维护资金总数为 9.65亿元，水费收入约 4.88亿元，政府补助运行管理资

金 0.30亿元，资金缺口约为 4.47亿元。 

2.2.2全省目前运行维护经费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补贴，省级及各县根据自身财政状况每年划拨一定资金用于供水工

程的运行维护；二是自筹，如江西省水务集团负责 46个县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运行维护，实行责任包干制，落实维养资金，

确保工程正常运行；三是水费提留，如江西遂川县牛头脑水厂明确从水费中提取 0.06元/t作为维修经费来完成设备的维修与日

常养护。 

2.3农村供水工程水价制定模式 

目前，相当一部份农村供水工程没有制定水价、没有收取水费；大部份农村供水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探索了合理的水价模

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 

2.3.1政府定价模式。 

规模较大的跨乡（镇）、跨行政村的饮水工程，由管理单位申请，县物价部门牵头，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投资结构、供水情

况及当地经济水平核算水价，并通过组织召开听证会的方式确定。具体的计价方式有：按方计量的单一水价模式、按方计量的

阶梯水价模式、“两部制”水价模式等。新余市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模式后，农村水价参照城市进行定价和水费计收，对

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五保户”和“低保户”等三类特殊人群减半收费，形成了具有“新余特色”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水价模

式。 

2.3.2村集体议价模式。 

规模较小的、由村集体负责管理的农村集中饮水工程，以维护工程正常运行为目的，由村集体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确

定。具体的计价方式有：按方计量的单一水价模式、按户收取水价模式、按人口数量收取水价模式、村集体补助模式等。 

3 农村供水水价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3.1水价形成机制不科学，水费收缴率低 

农村供水工程具有公益、商品双重属性，水价形成应统筹考虑供水成本和用水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目前，政府定价、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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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议价主要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未开展供水成本核算，执行水价与成本水价相差较大，水价形成机制不科学。建立科学合理

的水价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节约用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江西省农村经济欠发达，百姓期望喝”福利水”的思想大量存在，增加了水费收缴难度，再者未建立健全水费收缴制度，

收缴率低。如该省有一个县农村供水工程有 150 座，但仅有 48 处实行水费收缴制度，只占全县工程总数的 32%，特别是个别村

落，居民饮用自来水不装表不缴费。 

3.2人均用水量低，水厂“大马拉小车” 

在设计时，按照规范要求是依据覆盖区域内户籍人口计算水厂规模，但平时农村常住人口少，导致设计供水规模与实际供

水量相差较大。再者，江西省水资源相对丰沛，大部分村民家中有多种水源，且水质较好，长期以来习惯于用免费的水源，所

以水厂自来水用量少；规模较小的供水工程因运行管理不到位，导致供水保证率底、水质差，影响用水户的用水意愿。故该省

存在水厂“大马拉小车”的现象，很多水厂实际供水量远远小于设计供水规模，间接地导致成本水价比执行水价高很多，故部

分水厂难以持续良性运行。 

3.3运行管理、维修养护经费不足，水厂长效良性运行困难 

运行管理、维修养护费用是构成水厂成本水价的主要部分，这些费用落实与否是保证水厂正常运行的关键。经初步测算我

省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维养经费总需求约为每年 10亿元左右，而水费收入、各级财政补贴远远保证不了工程的正常运行需要。例

如兴国县长冈乡千吨万人集中供水工程，水厂平均每月运行成本约为 3.88万元，而水厂平均每月水费收缴仅为 2.64万元。 

3.4法律缺位，运行管护不规范 

目前，国家、江西省均未出台农村供水专项法律法规，行业监管单位在监管过程中无法律依据，监管困难；运营管理单位、

用水户权利义务不明确，无法律约束，存在运行管护不规范，运行管理单位服务不到位，用水户未及时、足额缴纳水费等问题，

间接导致工程难以良性运行。 

3.5设备老化，管网破损率高 

全省 2011年以前建成的千吨以下农村供水工程近 1.7万处，单村工程多，建设标准低，缺乏有效管护，经长期运行，设备

老化严重，管网漏损率高，且物价上涨，维养成本上升，出现停运或运行不正常现象。 

4 解决农村供水水价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4.1打破城乡界限，继续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城乡供水一体化，是指以县域为单位、城乡融合、全民覆盖，构建以规模化供水工程、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小型集中式供

水工程、分散式供水工程为一体的供水工程体系和责任明确的供水工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提升供水保障水平，逐步实现农村

居民与城市居民共享优质供水服务的供水模式。 

2009 年 5 月，江西省乐平市政府与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推进了该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在 5 年时间

里，乐平市供水能力由原来 3万 t增加至 16.5万 t，全市 90多万农村人口和城市居民的供水实现了“同质、同价、同网、同服

务”的“四同”待遇。近年，城乡供水一体化管护模式在该省部分县市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该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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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规模化建设力度，把城乡供水一体化作为解决农村饮水安全的最终目标，继续打破城乡界限，实行“一县一管”，即原则

上一个县确立一个供水运行管理单位，通过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负责全县所有集中供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同时为分散供水

工程提供技术服务。 

4.2合理测算水价，完善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 

按照“补偿成本、合理盈利、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根据工程运行情况、管理单位管理情况及相关政策等因素，

科学核算工程运行成本，同时结合农村用水户水费承受能力，水资源稀缺程度等，合理确定供水价格，并依法依规组织听证，

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实现“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完善供水、水费收缴等制度，提高水费收缴率。水价测算是

供水工程财务评价分析的前提，也是供水工程决策的依据，借助水价测算可分析确定符合用水户实际情况的水费标准，制订管

理办法并指导供水工程后期经营管理。 

4.3多渠道落实工程维养资金，逐步达到供水成本 

为保障农村供水工程的良性运行，根据供水成本，多渠道大力筹集运行维养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管理，引进社会

化专业企业，因地制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政府特许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方式。按照“建大、并中、减小”的原则，加大水

厂整合力度，规范运行管理，提高服务水平，降低运行成本，同时加大力度筹措各级财政资金补贴工程维养、落实供水工程用

电、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对于部分水费收入低于运行成本、维修养护问题较为突出的集中供水工程，主动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落实工程维养资金，保障其良性运行。 

4.4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各项管理制度 

为长效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问题，规范农村供水行业管理、切实加强农村供水管理，有效解决农村供水法律缺位、大

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范农村供水工程运营管理与设施维护、保障供水单位和用水户合法权益，改变“多头管水”

的现状、明析各主管单位的管理责任，江西省已于 2018年 8月启动了“江西省农村供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起草工

作，预计 2020年出台，“条例”发布后，将使农村供水管理真正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全省的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将更加规范

化、法制化。 

4.5加强宣传力度，转变群众传统意识 

加强宣传力度，运用法制思维和法制方式，强化水是商品、有偿用水、有权用水、有义务交纳水费的宣传，转变百姓喝福

利水的观念，提高百姓的交费意愿；强化水资源的稀缺性，让节约用水的意识逐步深入人心；提升供水企业社会责任心，提高

服务群众的意识和水平，为工程的长久运行做好思想保障。 

4.6继续推行“两部制”水价，维持农村供水工程正常运转 

按照补偿成本、优质优价、合理收益、公平负担的原则，以保本微利定价。江西省部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行“两部制”

水价，即基本水价(容量水价)加计量水价，“两部制”水价主要有基本水费和基本水量挂钩、基本水费和基本水量不挂钩两种

模式。基本水价用于补偿供水单位的固定资产成本，基本水费与用户实际用水多少无关，它是供水单位向用水户应收取的最低

费用，用来维持工程最基本的正常运转；计量水价用于补偿供水的经营成本。实施“两部制”水价，一方面可保障水厂正常运

营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促进农户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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