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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村税费改革对王屋灌区农业用水水价改革的影响

于 青 云

!山东省龙口市迟家沟水库管理所#山东 龙口’)U#"%"

!!摘!要!结合龙口市王屋灌区农业税费改革的实际经验!进行了第一手资料的分析总结!提出了一些意见及思

考"建议!为新形势下保障农业用水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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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然而

农业税费改革必然对农村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维护带来冲

击’为缓解冲击带来的不稳定#经过不断研究探索#针对农村

税费改革对农业用水工程的水价&农业水费的影响#为保证农

业水利工程持续安全的运行&养护#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
龙口市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区#农村税费改革较快#走在了全省

乃至全国的前面#已于’""%年全部完成’

C!灌区基本情况

王屋灌区是烟台市唯一的一座大型灌区#位于山东省龙口

市中部矮浅丘陵区和中北部平原区#总土地面积S(U’万:N’#
耕地面积’(’&万:N’#灌区由以王屋水库为骨干的#座地表

水库和!座地下水库联合调度供水#设计灌溉面积’(!U万

:N’#其中库灌区面积!(S’万:N’#黄水河地下水库补源灌区

面积"(TS万:N’’灌区辖石良&东江&兰高&东莱&新嘉等!S
个镇!区街"&%%T个行政村&%’(!S万人#其中农业人口S%(S万

人#非农业人口#(TS万人’灌区有东西两条干渠#总长T"(’S
WN#支渠’S条#总长)’(%UWN’灌区运行%"余年来#为保障

龙口市农业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S年被评为$全国文明灌区%’

D!王屋灌区农村税费改革

D(C!王屋灌区税费改革的范围"措施和效果

王屋灌区自’""’年起开始实行税费改革’主要内容是(

(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

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即$两工%"#对于救灾抢险&发
展集体生产公益事业所必需的用工#采取$一事一议%和$一事

一批%的办法解决’+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

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等’

’""!年#龙口市农民人均负担为!#T(%元#’""’年人均负

担减少)"(S元#’""S年人均负担减少)’(’元#’""%年人均负

担减少’#(#元#分别较上年降低S%*&US*和U!*#’""U年全

部减免#累计减轻农民负担"(T!)亿元’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政

策的落实#农民人均收入相应得到了增加’自’""!年至’""%
年底#全市农民人均收入从"(%’&万元增加至"(U%’万元#年
均较上年增加!S&元&SS"(U元和)UT(U元#累计增加了"(!!S
万元#增幅达到’)(S*’可见#通过实行税费改革#农民切实减

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

D(D!用户对农业水费和水价改革的认识

王屋灌区在龙口市地理位置优越#经济较为发达#其中乡

镇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发展壮大工

业企业一直是镇级政府的主要任务#实行税费改革使镇级政府

的财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发展农村小型水利基础设施上的

投入明显不足#对涉及组织村级集体进行农业灌溉等管理事务

上的积极性不够#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现象)自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种植结构调整得很快#农民从单一的

粮食种植过渡到种植水果&蔬菜等多种高值经济作物上#粮食

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特别是实行税费改革以来#农民的负担大

幅减轻#发展名优特新品种&出口专用品种和传统优势品种的

力度不断加大’由于高值经济作物对水的需求量大#原有的灌

水方式灌溉保证率低#远远不能满足用水需要#因此农民以独

资或联合投资方式#通过打井来自我解决用水矛盾的现象十分

普遍#导致水管单位$水库有水卖不出去%的矛盾更为突出’以

’""’!’""%年为例#王屋灌区农业用水量分别是U!’万NS&&!
万NS 和!T!万NS#减少的幅度较为明显’相反#由于生态补

源的需要#全市每年的生态用水量大为增加#自’""!年至’""%
年#全市每年的生态用水量都在"(S亿NS 以上#这部分水量在

改善河道环境的同时#有效补充了地下水源#抬高了地下水位#
发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但对于水管单位自身来讲#却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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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水费收入!造成水管单位工程维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严
重影响了自身的正常运转"此外!税费改革使村级组织的经费

来源大为减少!致使他们在组织灌溉#收取水费的过程中!存在

变相增加费用的现象!给农民增加了负担!导致农民使用库水

的积极性更为降低"总之!当前镇#村两级不愿管水#农民不愿

用水的现状!使他们在对水价改革的认识上普遍存在着$改与

不改无所谓%的思想"

D(E!近三年用水农户生产成本收益变化分析

水费改革前!农民负担较重!三提五统按人口计算!年人均

上缴!#"多元!折合到每公顷耕地人均"(S万多元"按比较好

的三级地种植小麦#玉米计算成本!耕作每公顷%U"元!脱粒每

公顷S""元#种子每公顷#U"元#农药每公顷!U"元#化肥每公

顷"(’#!"(S!万元!渠水灌溉%次约)""NS 合U%元!每公顷

直接成本为"(U!)!"(UU#万元!再加上各种提留等费用!每公

顷总成本为"(T!)!"(TU#万元!其中水费占农业生产成本的

&(U*!&(&*&改革后!’""S年取消了特产税!’""%年农业税

又减免一半!按三级地农业税#!(T’元计算!每公顷平均总成

本为"()’%!"())%万元!水费占总成本的!’(’*!!S*"若

按’""U年 农 业 税 全 免 计 算!水 费 所 占 总 成 本 为!%()*!
!U(#*"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税费改革后!水费占总成本的比

例虽然有所增加!但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大减少!而水费的绝对

值并没有增加!农民确实得到了较大实惠"

E!王屋灌区近三年农业水价改革

E(C!供水成本核算

龙口市农业供水价格的改革从!&&&年开始!!&&T年根据

山东省农业水价改革会议精神和’山东省水利工程供水成本核

算规程(的要求!进行了王屋水库的供水成本核算"当时由于

总投资U%""余万元的除险加固工程刚刚开工!因此水库的固

定资产金额按原有的&%&&万元计!未包括除险加固工程完工

后新形成的固定资产"经核算!以支渠进水口为计量点!王屋

水库的成本水价为"(!#!元)NS"从’""!年开始至今仍在进

行王屋灌区的续建配套工程建设"工程完工后将重新进行供

水成本核算"

E(D!水价调整

王屋灌区农业供水价格从!&TT年开始按山东省人民政府

鲁政发*!&T#+)!号文要求为"("S元)NS!!&&&年根据山东省

物价局#水利厅鲁价工发*!&&&+&号文要求!龙口市政府以龙政

办发,!&&&-!)号文批复自流灌溉以支渠进水口为计量点!供水

价格为"("&元)NS!提 水 灌 溉 价 格*扬 程!UN以 上+"("%U
元)NS!从!&&&年开始执行"因为宣传水价改革的政策需要一

定时间!实际执行的时间是从’"""年开始至今"

E(E!水费计收管理

灌区农业供水一直按照$库水预分!按亩配水!按方计费!
预售水票!凭票供水!节约奖励!超用累进加价%的原则!严格计

算!确保水费到位!无拖欠水费现象"王屋灌区为库灌合一!灌
溉公司代表水库管理灌区供水及灌区工程!干渠管理由公司负

责!支#斗渠归受益乡镇!村队负责农渠"灌溉服务公司自支渠

进水口或干#支#斗渠进水口计量收费!各乡镇自斗渠进水口配

合各村按方计费!村队由水管员按用水量或实灌面积收费"

F!农业水价改革面临的困难!对策和建议

实行税费改革!有效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使
农民能够有一定资金实力!因地制宜地种植高值经济作物!种
植结构的步伐不断加快!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以目前王屋

灌区的总体情况来看!尽管部分群众对提高农业水价的态度是

基本认可的!但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
一是水库灌区的末级渠系老化失修严重!灌溉保证率还不

能完全达到种植结构调整的需要"尽管各级政府对大型灌区

续建配套工程的投资很大!但仅是对灌区的骨干工程进行了改

造!大部分的斗渠及渠系建筑物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改造#配
套!加上缺乏正常的维修和养护!老化失修严重!$跑#冒#漏#
滴%现象较为普遍!增加了农民的用水费用&渠系建筑物的不完

善!造成了末级渠系灌溉保证率低!同时!由于管区内的果树#
蔬菜和粮食作物之间的灌溉时间有冲突!不能同步进行!以现

有灌溉保证率难以同时满足各种作物的需求!也无法满足种植

结构不断调整的需要"因此!近年来!灌区灌溉面积一直呈逐

年减少的趋势!导致灌溉水量及农业水费收入也随之减少"此

外!灌区上下游的亩均水费差异较大!受益程度不均!也大大降

低了农民用水的积极性"建议上级部门进一步加大对灌区!特
别是末级渠系的建设力度!对其进行彻底改造!并加强管理和

维护!最大限度地减少渠系水的损失!从而减少农民用水负担!
提高用水积极性"

二是末级渠系维护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多年来!灌区

末级渠系一直由镇村负责管理!但实际上并未得到正常#有效

的维护!责任也不是十分明显!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末级渠

系严重老化#失修的现状"因此!建议采取股份制#承包或其他

方式!进一步加快末级渠系产权制度改革步伐!做到$责#权#
利%相结合!使末级渠系能够得到正常的维护!以保持良性运

行!发挥正常的工程效益"
三是灌区管理循环不畅的局面急需尽快扭转"由于供水

价格严重背离成本!导致灌区投入毫无保障!工程管理经费严

重不足!加速了工程的退化#老化!水的利用率低#损失大!造成

了水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淡化了人们的节水意识!使灌区管理

循环不畅!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因此!建议将农业水价改革与

工业供水价格调整和落实水利产业政策结合起来!在适当提高

农业水价的同时!适当提高工业供水价格!走以工补农的路子!
让利于农民群众!更好地扶持农业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用水积极性和节水意识!根本扭转当前灌区管理不良

的局面"
四是灌区生态用水的费用问题有待于考虑和解决"近年

来!由于工业企业的迅猛发展!工业废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对河

道和水体造成的污染较为严重!对主要河道的污染不得不使用

库水进行冲刷!加上补充灌区地下水源的需要!使灌区生态用

水量不断增加!但水管单位为此却得不到一点受益"鉴于目前

生态用水量不断增加的实际情况!建议上级将生态用水纳入国

家水价体系!制定出台合理的收费政策!对生态用水实行收费!
加快水的商品化步伐!促进灌区管理工作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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