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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蕊

●按照国际水协和世

界银行发布的标准，水的

支付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

应根据这个国家的水资源

紧缺程度有所不同。水资

源特别紧张的国家和地

区，可以达到 3%～5%。

即使是富水地区，这一比

重也不低于 1%。而我国

综合水价只占公众可支配

收入比重的0.6%～0.7%。

水资源费执行到位了水资源费执行到位了？？
国 家 征 收 标 准 每 立 方 米 4 元 ，而 北 京 目 前 仅 为 1.57 元

供水成本逐年增加？
供水设施升级改造带来企业投资及运营成本的增加

◆李志青

编者按

4月中旬，国务院颁布经过多轮修改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
称“水十条”），其中规定了许多“硬任务”。比如，提出系统推进水资源
管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完善收费政策，修订城镇污水处理
费、排污费、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合理提高征收标准，全面实行居民
阶梯水价制度等。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应高于地表水，超采地区地下
水水资源费征收应高于非超采地区。

水的资源属性如何在水管理中体现？水价调整的方向有哪些？我
国水资源费调整趋势如何？本版报道将予以关注。

有数据显示，我国水资源开发
利用已经逼近红线。全国用水总量
正在逐步接近国务院确定的 2020 年
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开发空间十分
有限。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
开 发 利 用 率 已 经 达 到 106% 、82% 、
76%，西北内陆河流开发利用已接近
甚至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

水资源费对应的是水资源稀缺
性，标准由政府确定。我国一直将
水视为满足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
忽视其资源属性，水价中对水资源
费的征收标准也一直偏低。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规定，要充分反映不同
地区水资源禀赋状况，促进水资源
的 合 理 配 置 。 到“ 十 二 五 ”末 ，即
2015 年年底前，地表水、地下水水资
源费平均征收标准原则上应调整到

《通知》建议的水平以上。
然而，现实并不乐观，尤其在地

下水水资源定价执行中，即使北京

这样的大城市也没有执行到位。比
如，国家要求北京、天津对地下水水
资源费的平均征收标准是每立方米
4 元，但北京目前的征收标准仅为
1.57元。

今年以来，多地对水资源费进
行 上 调 ，与《通 知》确 立 标 准 一 致 。
比如，贵州省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已
经翻倍。新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实
施后，全省地表水水资源费平均标
准 从 0.05 元/立 方 米 提 高 到 0.1 元/
立方米，地下水水资源费平均标准
从 0.10 元/立方米提高到 0.20 元/立
方米。

安徽省将于 9 月 1 日起在不同
地区执行区别对待的新标准，淮河
流域及合肥市、滁州市水资源费征
收标准为每立方米 0.12 元，其他地
区 为每立方米 0.08 元。而《通知》规
定，安徽的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最
低为地表水每吨0.1元，地下水0.2元。

随 着 一 些 行 业 水 资 源 费 的 上
涨，将促进行业节水，带动中水回用
产业发展。据了解，我国再生水利
用率仅占污水处理量的 10%左右，与

发达国家 70%的利用率相比还有较
大差距。有专家预计，如果我国能
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每年将近有
150 亿吨的再生水资源可以得到开
发利用。

在提高行业水资源费方面，有
些地区已经进行了尝试。比如，江
苏省决定调整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地表水水资源费从 0.2
元～0.4 元/吨不等，地下水水资源费
从 0.4 元～10 元/吨不等。适当调增
高耗水行业水资源费标准，通过价
格杠杆限制高耗水和产能过剩行业
用水以及超量取用水。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
十条”）出台之后的第一感觉很震撼，从
环保的角度来看，“水十条”标准高、规
定严而且有很强的可执行性，可以名副
其实地进入史上最严的几个环保法规
条例行列。

“水十条”中包含了“水资源”管理
问题，即水污染的防治除了将“水”定位
为“ 水 环 境 ”，也 将“ 水 ”定 位 成“ 水 资
源”。相比之下，水污染的防治难度较
大，政策要求也复杂。因此，在通过市
场的方式保护和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
必须充分尊重水的资源属性，以及这个
属性背后所隐藏的“稀缺性”。

当水污染越来越严重，水的
环境属性掩盖了其资源属性，水
的管理存在重环境轻资源的倾向

水有没有资源属性？如果森林、煤
炭、石油以及渔业等是生产的重要要
素，隶属于自然资源范畴，那么生产过
程中必需的水，也应该是一种资源。

但是，水资源在大部分行业中对生
产的价值贡献不大，导致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它的资源性被忽视。同时，当水
污染越来越严重后，水的“环境”属性开
始凸显，进而掩盖了其资源属性。

这样的结果是，在水的管理问题上
有一种重环境而轻资源的倾向。体现
在整个水价中，污水处理费和排污费的
比例相对较高，而体现水资源属性的收
费比例却相对较低。

只有承认水的稀缺性，才
能将问题延伸到“如何管理稀
缺性”上，这是水资源管理最关
键的阶段

如果水的确是有资源属性的，那究
竟有哪些资源上的属性呢？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水资
源到底是“不可再生资源”还是“可再生
资源”。以我们日常所用的淡水为例，
属于“可再生资源”的范畴，其具有自我
再生机制，而且周期较短。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水资
源体系进行再生的同时，水资源也在被
快速利用和开发。据比较可靠的估算，
全球淡水资源的规模增速大大低于其
利用和开发水平的增速。从相对规模
来看，水资源在萎缩，水资源似乎更符
合“不可再生资源”的界定。

从“可再生”到“不可再生”，这个变
化的最大影响在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大

大提高了。只有承认水的稀缺性，才能
将问题延伸到“如何管理这个稀缺性”
的阶段上，也就是水资源管理最为关键
的阶段。

价格机制仍然是首要选择，
最好的办法是价格管制，由政府
连同市场共同确定价格体系

如 何 从 水 的 资 源 属 性 到 经 济 属
性？既然水有了上述特殊的资源属性，
其重点应该集中在如何在稀缺性的条
件下，更好地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价格机制仍然是首要选择，只有通
过价格形成信号，才能足以让水资源的
利用在不同市场主体、不同时期产生福
利最优化的激励效应。然而，价格机制
不能简 单 地 通 过 市 场 竞 争 来 实 现 均
衡 的 价 格 和 产 量 。 最 好 的 办 法 是 价
格 管 制 ，由 政 府 连 同市场共同确定价
格体系。

如何确定水资源的价格水平（这里
不包括污水处理和排污两部分价格）？
成本是关键。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采取

“成本加成”的定价方式，即政府在市场
的基础上核算出一个水资源的边际成
本出来，然后再加上平均的利润率，最
后形成用水价格。

有必要对“稀缺性”进行付
费，可制订贴近供水成本的供水
价格

水资源的边际成本由什么构成？
除了直接的采水、生产成本外，还有从
水资源稀缺性中衍生出来的“稀缺租
金”成本。这是当水资源被逐步利用而
规模减少后，每一次的利用都是以“稀
缺”为代价的，有必要对“稀缺性”进行
付费。结果是随着水资源的不断减少，
稀缺租金将越来越高，直至高到超出边
际收益为止，或者高到出现某种替代性的
技术或资源。

在水资源直接生产成本（供水成
本）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制定较为
贴近供水成本的供水价格，相对于支付
水资源水质的维护费用。同时，也应该
支付相应的“稀缺租金”。

因此，要真正厘清水资源的价格组
成，并 在 此 基 础 上 制 定 合 理 的 水 价 ，
应 该 更 多 在 水 资 源 的“ 稀 缺 性 ”管 理
上 下 功 夫 ，如 实 行 阶 梯 型 的 水 资 源
费 。 在 供 水 水 价 、排 污 费 以 及 污 水
处 理 费 上 ，可 以 根 据 市 场 的 直 接 成
本来定价。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
心副主任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 3 部
委今年联合下发《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
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明
确污水处理收费最低标准。《通知》强
调，2016 年底前，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
准 原 则 上 每 吨 应 调 整 至 居 民 不 低 于
0.9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4 元；县城、重
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
低于 0.85元，非居民不低于 1.2元。

贾绍凤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污水处
理费和水价处于较低水平。这既使水
资源严重浪费，用水效率低下；又使水务
行业入不敷出 ，严重亏损；还使财政补贴
负担过重。此次污水处理费标准的制定
和调整，其影响必然会传导到水价上，尤
其是大多数污水处理费较低的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水十条”并没有明
确污水处理成本是涵盖建设成本还是
运营成本。上海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
长阮仁良表示，我国应该明确污水处理
成本涵盖的内容。比如，有些地区明确
由政府出资建设供水设施，污水处理费
涵盖运营成本。

“从上海本地情况看，现在是大型
供水项目建设由政府出 30%资本金，剩
下 70%依靠水价解决。资本金由地方
财政出资。如果资本金和企业经营性
收入还不能满足建设资金，政府将通过
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他说。

同时，污水处理费虽然上涨，但并
不 意 味 着 能 覆 盖 污 水 污 泥 处 理 全 成
本。而污泥是否得到妥善处理事关水污
染治理的效果，已经得到政策层的重视。

E20 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指出，单
就二、三线城市而言，如果按照 0.95 元/
吨征收污水处理费就能满足污水处理
费成本，必须要满足以下几点条件：首
先，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应该是大中型
污水处理厂，且出水标准在一级 B 及以
下。其次，0.95 元/吨的污水处理费是
只考虑污水处理厂的管网维护费，而不
考虑管网建设费用。

“此外，污泥处置仅考虑以安全处
置为要求的填埋处置，资源化或减量化
处置尚无法很好满足。只有满足上述
这些条件，才可以说 0.95 元/吨的污水

处理费可以满足二、三线城市污水处理
厂运行的全成本。”薛涛说。

对此，阮仁良表示，上海的污水处
理费（上海称作“排水价格”）较国家规
定的 0.95 元/吨的价格还要高一些，但
是 污 水 处 理 费 仍 然 满 足 不 了 处 理 成
本。污水处理费包括建设运行管理费
用，但是现在污泥处理的成本也很高。“污
水处理面临收集管网、污水污泥、臭气治
理一系列问题，综合成本都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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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价仍然偏低？
应推行阶梯水价制度，污水处理费应涵盖建设运营成本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 水 十 条 ”）中 ，明 确 提 出 理 顺 价 格

税 费 ，加 快 水 价 改 革 ，各 地 也 纷 纷 调
高水价。

但 是 ，水 价 调 整 应 体 现 哪 些 原
则？“水十条”中水污染治理收费政策

是 否 完 善 ？ 阶 梯 水 价 是 否 能 够 达 到
相 应 的 节 水 效 果 ？ 污 水 处 理 费 最 低
0.5 元/吨 能 否 涵 盖 污 水 污 泥 处 理 全
成本？

◆本报记者张蕊 蔡新华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水价构成主要
以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远距离调水所需
工程价格）、城市供水价格、水资源费、
以及污水处理费四元结构组成。其中，
前两者是属于工程水价，是以成本和服
务为基础的水价，也是目前价格和监管
的重点。

有统计显示，我国的供水价格每年
平均上涨 5%左右。即便如此，包含工
程费用、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在内的
国内综合水价，占公众可支配收入比重
的 0.6%～0.7%。对此，中国水网总编傅
涛表示，根据国际水协和世界银行发布
的标准，水的支付在人均收入中的比重
应根据这个国家的水资源紧缺程度有
所不同。水资源特别紧张的国家和地
区，可以达到 3%～5%。即使是富水地
区，这一比重也不低于 1%。“公众应该
为水资源、水健康、水环境支付相应的
代价。”

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
任贾绍凤也表示，我们一方面缺水，一

方面在滥用水。“实际上，我们的用水成
本是比较高的，在低水价情况下，长期
是不可维持的。目前，水价依然满足不
了行业发展需求，无法反映水资源的稀
缺状况和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的供水成本也在逐渐
增加。傅涛认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
水源地合格率不够高，大量溶解性有机
物进入水体，光靠煮沸的方法很难消
除。“我国的水质标准包含 106 项，基本
和国际接轨，但是如果不增加成本，则
很难达到标准要求。”

在供水成本不断升高的同时，国内供
水企业常常处于亏损状态。北控水务
常务副总裁李力表示，供水企业有些供
水项目的收益连银行存款利率的水平
都达不到。

他 表 示 ，现 在 水 价 定 价 的 最 大 问
题 是 定 价 原 则 不 清 。 水 价 定 价 可 以
包 含 三 原 则 。 第 一 是 价 值 定 价 。 依
据水的价值定价，比如说企业大概可
以 达 到 10% 的 利 润 。 第 二 是 成 本 定

价，企业可以保证保本微利。第三是
政治定价，由政府根据政治形势来控
制水价。

“我认为水价至少应该回归到成本定
价。比如 现 在 我 们 的 水 价 是 政 府 定
价。同时，政府在衡量企业盈亏时往往
认为供水这一主营业务亏损，但是副营
业务盈利，总体还是盈利。但其实，这
种衡量有失偏颇。作为企业，主营业务
就不应该亏损。因为副营业务收入朝
不保夕，不能将其和主营业务混为一
谈。如果能够依照成本定价，供水企业
的日子要好过一些。”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各地供水系
统相关设施升级改造已是必然（“十二
五”规划投资 4100 亿元，涉及管网、水
厂、检测等多方面），带来供水企业投资
及运营成本的增加。而在整个供水行
业仅仅处于盈亏平衡的背景下，通过进
一步上调供水价格以满足改善水环境
的投资需求并保证企业的合理利润水
平似乎不可避免。

● 我 国 水 资 源 费 征 收 标
准执行并不乐观，尤其是地下
水水资源定价。比如，国家要
求北京、天津对地下水水资源
费的平均征收标准是每立方
米 4 元，但北京目前的征收标
准仅为 1.57元

污水处理费调整够了吗？
处理费虽然上涨，但不能覆盖包括污泥在内的全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