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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水北调工程水价政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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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瞩目的特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有

关工程的技术问题，我国现有设计、施工技术水平完全可以解决，关键是管理及相关政策

配套问题，特别是水价政策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南水北调工程应

建立怎样的水价政策？笔者进行了一些思考。  

南水北调工程的水价构成  

目前，我国的水价政策极不合理，水价制定只是考虑了水商品的一般属性，而没有考

虑水商品的特殊性。正是由于忽略了这个问题，结果造成水价偏低，水资源浪费现象严

重，农业大水漫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城市用水跑冒滴漏，大量污水得不到处理，

致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使本来短缺的水资源更是雪上加霜。  

西方效用价值论认为，一切比较稀缺、有用的自然资源均具有价值；而资源的有用性

和稀缺性随着时空变化与科学进步是变化的，效用的大小和价值大小也是随之变化的。按

照这一理论，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价制定不仅仅应强调水利工程供水的

内部成本，而且还应考虑用水后的污水处理、水源保护等外部成本，同时还应根据水资源

的有用性和稀缺性，将水资源本身固有的价值考虑到水价构成中。因此，水价构成概括起

来应包括三个部分，即资源水价、工程水价、环境水价。三者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水价。其

具体构成为：水资源费、各供水环节之间原水价格（水库水、江河湖水）、输水成本、水

厂水处理成本、经营利润、税金及污水处理费等。对于各具体供水工程而言，构成内容不

尽相同。对于水源供水工程的水价构成只包括供水生产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对于各

供水环节的水价构成应包括上一环节的原水价格和工程本身的成本、费用、税金及利润；

对于供水最终环节的水价构成，除应包括上一环节的原水价格和工程本身的成本、费用、

税金及利润外，还应包括水资源费；对于城镇自来水的水价构成除包括上述全部内容外，

还应包括排污费。水资源费之所以纳入供水最终环节，主要是为了避免各供水环节之间水

资源费重复计算，因为不管水价如何构成，其费用最终都由用户负担。水资源费和排污费

均与经营者的经营业绩无关。排污费用于污水处理，使污水达到自然水的状态。水资源费

是国家为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而征收的一种费用，主要体现国家对所有的水资源

实行有偿使用的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水资源越短缺，水资源费

越高，其用途主要是用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通过以上对水价构成的论述，不难看出，南水北调工程项目属供水环节之间供水，其

水价构成为上一供水环节的原水价格和工程本身的供水生产成本、费用、税金及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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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应推行两部制水价  

水价核定的方法因供水工程特点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方法有：计量水价、两部制水

价、浮动水价、阶梯式水价等。对于每个供水工程采用何种方法计价，应根据各自工程的

供水特点而定。国家和受水地区投巨资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关键是要

有一个科学的水价制度。由于南水北调工程供水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且非受水地区的

唯一水源，采用计量水价、浮动水价、阶梯式水价均难保证工程的正常运行，因此必须采

用两部制水价。南水北调工程推行两部制水价不仅有利于工程本身的正常运行，而且也有

利于受水地区强化水资源的配置和管理。  

两部制水价是根据水利工程供水特点，为了兼顾供水单位和用水单位双方的利益，将

供水价格分解成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两部分，分别作为容量水费和计量水费的收费标准。

容量水费按容量水价和设计水量计收，其用途是用于补偿供水工程每年发生的固定费用。

用户只要买了水权，不管是否用水都要向供水单位交纳容量水费。计量水费按计量水价和

实际供水量计收，其用途是用于补偿供水工程的变动费用、经营者利润及税金。容量水价

和计量水价可根据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及相关的供水量计算求得，也可根据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实行两部制水价和按单一的计量水价计收水费相比，并不增加用户的负担，其水价

构成是一致的，仍然体现多用水多交费，少用水少交费，最终达到有利于供水单位的生产

费用在年际之间得到均衡补偿，用水单位在年际之间均衡负担费用的目的。  

落实南水北调工程水价政策措施的建议  

1．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  

南水北调工程途经省、直辖市较多，线路达1000多公里，无论对工程本身的内部管

理，还是对沿途各受水地区的协调服务，涉及的工作量都相当大。如仍按传统的思维方式

进行管理，势必造成机构庞大，管理费用增加，从而增加受水地区的负担。因此，必须建

立一个精简高效的管理机构，并将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运用到工程管理中去；同时积极引

进社会专业化服务体系，将现代物业管理观念和做法引入工程管理之中。  

2．实施承诺制度  

承诺制度是指南水北调工程上马前，各受水地区对其需水量、投资、水价所进行的书

面承诺。南水北调工程管理体制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运作，是一种国家宏观调控、

公司市场运作、用户参与管理的新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决定了在工程开工建设前，必须将

需水量、投资、水价问题加以明确，这也是供水工程具体特点以及水市场的特殊性所决定

的。因此，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承诺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3．建立科学有效的水权体系  

竞争性经济活动、城市用水及更广泛的环境和社会目标对有限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

长，使得水权体系备受重视。南水北调工程由国家控股、地方参股，受水地区投资买了股

权亦拥有了水权。水权是有价的，是为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服务的。应积

极建立南水北调工程水权体系，通过水权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明确其水权交易制度，使受

水地区拥有的水权在市场上得到充分体现，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从而增强受水地区的投资

信心。  

4．调整受水地区现行水价标准  

从水资源高效配置的角度出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一地区同质同量的水资源价

格应一样，不管是新水还是老水，不管其生产成本是否有差别，在市场上的价格是一样

的，用户只考虑其等量的水资源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或效用。因此，不管其是旧工程提供的

水还是新工程提供的水，是当地水资源提供的水还是跨流域调水工程输送的水，均应实行

区域统一水价。若实行新水新价、老水老价，则价格低的水资源将首先被利用。这样基于

相同的水资源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就可能不同，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



而且低价的水资源将有可能被过度利用，高价的水资源将可能利用不足，不利于水资源的

高效配置。因此，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前，各受水地区应首先理顺各种水价关系，调整其当

地现行水价标准，调整的幅度应与南水北调工程通水以后的水价一致。这样做起码有三个

好处：一是现在涨水价有利于节水；二是可以比较合理地确定分水指标和资金；三是南水

北调工程通水以后，水价可以平稳过渡。  

5．进一步明确受水地区的配置原则  

南水北调工程建成通水后，必然打破受水地区的原有供水结构，相应地其原有分水指

标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否则，因各种水源水价的高低悬殊，南水北调工程势必成为受水

地区的备用水源，由此造成工程无法正常运行。  

首先，把地下水作为战略储备资源严格控制开采。海河流域地下水超采严重，并引发

了一系列环境地质问题。从50年代至今，已经消耗近900亿立方米的地下水储量，形成了9

万平方公里超采区和10多个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划定可采区、限采

区、禁采区，严格限制开采地下水，严格取水许可制度，改进供水计量手段，加大地下水

资源水价征收力度和范围，对控制不力的必须采取行政手段，辅之以经济处罚，封闭违章

水井。  

其次，调整不合理的水资源配置。南水北调工程建成通水后，应对外调水进行重新分

配，把挤占的农业用水还于农业，使受水地区的城市用水主要来源于南水北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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