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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价格机制 建立节水型社会——对解决我国水资源浪费问题的经济学
思考 

日期:2005-03-28 作者:张玉霞 李 新 阅读:894 
   标题 搜

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水资源短缺背后的严重浪费现象，从经济学角度指出长期不合理
的水价格机制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并在分析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通过适度提高价格、逐步消减补贴等措施予以解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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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水资源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我国恰恰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
家，全国人均水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与居民正常生
活。近年来，连续、大范围的干旱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数据
显示：进入21世纪，全国668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供水短缺。水资源短缺问题已成为未来20
年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然而，在严重短缺的背后，水
资源的低效利用及大量浪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多年饱受干旱之苦的济南市为例，随
处可见建筑工地狂抽乱排，每天数十万立方甚至更多地下水白白流淌；管道跑冒滴漏现象
随处可见；自来水公司的水损率高达34.49%。据统计，全国每年仅因供水管网漏损一项就
白白流走近一百亿立方米，相当于北京市2002年城市用水总量的13倍！我们不禁要问：是
什么导致了短缺之下的严重浪费，怎样才能有效地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一、不合理的价格机制是导致水资源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经济学角度看，水首先是一种资源，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配置和利
用主要借助于市场手段，因此，商品的价格既要反映其价值、成本，也要反映其供求状
况。如果一种资源或商品价格过低，必将导致其供不应求并产生浪费。全国范围内普遍存
在的水资源大量浪费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不合理的水价格机制。 
理论上，合理的水价应是指能真实反映水的真正价值的一种大水价，包括原水价格（水库
水、江河湖水、地下水）、管道运输成本、水厂水处理成本、经营者利益、税、污水处理
还原成原水的费用，一些地方还要加上水资源缺乏的系数。实践中，我们的水价与理论价
格相差甚远，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水价过低。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加之国民对水资源稀缺性认识不足，多年来水被
当作了社会福利，国家实行无偿或低价用水政策，水价与污水处理价均在合理程度之下，
污水处理费的不足更使厂家蚀本经营。事实上，我们现在所付的水费还不到水的真正成本
的一半，其余部分是财政补贴。即使在近年已经连续数次提高之后的今天，水的价格仍大
大低于其成本费，每立方米相差约在１元左右。水价长期在低水平上的徘徊，意味着水资
源所有权事实上已被废除或削弱，这不仅刺激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同时缺乏有效的
水资源保护措施，造成水资源的大量浪费。 
（二）水价呆滞，水资源整体价格呈下降趋势。仍以济南市为例，在1956～1990年的35年
间，水价仅调整过2次，平均17.5年调整一次。从1990～2000年的10年间，调整了8次，平
均1年多调整一次，调价次数频繁了，但调涨幅度并不大，仍然跟不上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供
水成本的急剧上升。在当今物价上涨速度较快的社会背景下，水价的呆滞意味着水资源整
体价格水平的下降。 
（三）水费支出与居民生活费用开支及收入不成比例。水费支出长期以来在我国人均生活
费用支出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据济南市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当年
城市居民人均年生活费用支出为1150元，按市政府当时规定每人每月用水量1.5立方米计
算，水费占整个生活费用支出比例仅为0.38%。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
及收入都有了巨大提高，2003年济南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达万元左右，相比之下，年人
均自来水费却只有区区几十元。很显然，水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并不高。在水资源并非极
大丰富而是严重短缺的形势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存在水价过低的问题。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存在，一方面居民因水资源匮乏时常面临饮用水断停危机，而另一方
面，几乎随处可见珍贵的自来水被洗车行和环卫部门无节制地用于洗车、喷洒路面，众多
建筑工地任由地下水常年流淌……一句话 ：扭曲的价格机制直接导致了我国水资源的严重
浪费。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切实建立节水型社会，应首先从调整水资源价格
入手。 
二、价格机制是政府保护水资源的一种主要经济手段 
水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市场条件下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手段莫过于经济方法。
实践证明，在改善水资源管理中最为有利的政策是利用市场与价格信号对其加以适当配
置。在国外，价格机制是政府保护资源的最主要经济手段之一，水资源尤为典型。例如在
法国，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对用水者而言，水费差别很大，全国平均值是每立方米14法
郎（约合2.50美元），但有时可高达每立方米40法郎（约合6.00美元）。再如在德国，各
地的自来水价格也各不相同，1996年各州的水价从每立方米1.85马克（约合7.0元人民币）
到2.54马克（约合9.7元人民币）不等，而且居民用水越多，每吨水价越高。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德国水价一直在上涨，目前已是世界工业国中水价最高的国家，而与此相对应的
是居民用水量的日益下降。此外，原本水价相对较低的匈牙利、捷克等国也均在近几年作
了大的调整。水价上调对上述各国加强节约用水、缓解水资源短缺状况起到了明显而有效
的刺激作用。提高水价是当今世界之趋势，将全社会水价维持在低水平，这与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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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改变我国水资源利用方式、提高用水效益方面，价格机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
003年8月全国城市节水电视电话会上，建设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汪光焘就提
出：要建立激励节约用水和促进自来水供水、污水处理企业改革的水价机制，以充分发挥
价格杠杆在水需求调节、水资源配置和节约用水方面的作用。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人口资
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积极建设节
水型社会。温家宝总理也突出强调：今年水利工作要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大力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与措施，特别是经济手段，进行水
资源问题的治理。 
三、利用价格机制应对水资源浪费问题 
考虑到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通过调整现行水价及相关政策以遏制并减少浪
费、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理应成为我们尽快实现节水型社会目标的首要选择。具体措施
如下： 
（一）合理提高水价。由于水价的调整事关经济、社会、环境和居民生活诸多方面，因此
必须持严肃谨慎的态度。 
首先，水资源价格的具体确定要遵循经济、环境和社会三个效益原则。经济效益使水行业
有利可图，良性循环，公营或私营均可维持其保证质量的生产；环境效益使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社会效益使社会稳定，水供应充足、优质。其次，水价的调整要抛弃1990年以来的
小幅快跑模式，加大上涨幅度。提高后的水价要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理顺水资
源费、自来水的价格、污水处理再生水及各类用水价格的比价关系。再次，尽快确定并下
达各地的用水定额，以便综合分析制定水价政策。从2003年8月起，包括山东在内的若干省
市已陆续出台了有关节约用水的办法，规定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因
此，当务之急是——充分考证全国各地的水资源总量，科学分析其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生
活对水资源的需求状况，以尽快确定并下达用水总额。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市
经验，对居民用水实行阶梯形水价政策，对非居民用水实施超计划超定额加价制度，拉大
价差，促进城市用水结构的调整。最后，还应注意的一点是：水价的确定要参考电价并使
水、电两种资源保持适当的价格比例。使水价高于电价数倍——这是世界上重视环保与资
源利用国家的物价政策之一。以英国为例，整个国家水价与峰电价的比值为15∶1，水价与
谷电价的比值为35∶1。重视这一成功经验的实践应用，必将有利于长期中水、电两种重要
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适当消减财政补贴。水价的提高势必直接增加社会相关行业及各阶层居民的经济负
担，对城市贫困家庭尤其如此。发达国家对无钱付水费者，并不停止供水而是由市政部门
予以缓交或补贴，或由其照交水费而后补发水费津贴，称之为扶贫津贴。而中国过去对类
似问题通常实行全民补贴政策。在我国，水价过低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各种补贴实际上
降低了开发过度的成本，此类事例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比如说服装行业为了能有“自来
旧”的牛仔服，大量使用水磨石布料造成水的大量消耗，外加国家给予的补贴，该行业却
由此赚了不少钱。在某种意义上补贴实际就是鼓励浪费，试想如果服装行业必须为所使用
水的实际成本付费，他们还会这样做吗？此外，基于水市场的方法——利用价格杠杆对于
政府来说还具有重要的财政效果：由于减少了补贴而为国库减少开支，而这些成本节约的
总额可能很大。例如匈牙利，1990年政府开始减少水行业的高额财政补贴，对公共用水的
预算补贴从1989年以前的100%下降到90年代初的30%，仅取消的灌溉用水补贴一项就相当于
每年节省了200万美元。因此，削减水价补贴作为提高水价从而促进资源节约的辅助手段是
不可或缺的。削减补贴只是第一步，取消补贴才是更为有效的水政策。 
中外两相比较，建议对我国城镇低收入者依据其基本用水量或平均用水量和水价适当提高
最低保障水平，以确保其基本、合理的用水需求得到满足。但对水行业和其他行业的补
贴，则应随水价的上调逐步消减直至取消。相信伴随着水价的合理提高及不当补贴的消
减，激励节约用水和促进自来水供水、污水处理企业改革的水价机制必将在我国逐步形
成。 
（三）做好配套改革工作。我们强调价格机制对遏制当前水资源浪费现象的重要作用，但
并非认定它是唯一有效措施，况且水资源问题也不可能单靠一个提价就能解决。事实上，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价格机制，还有不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及投资体制。因此，为
确保水价调整的预期效果，并从根本上实现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目标，还应尽快确定并保护
水资源产权，建立高效运转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并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水资源的投资与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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