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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城镇供水是小城镇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结合中国小城镇供水系统

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中国小城镇供水系统中水源污染日趋严重、供水设施建设不完善、供水规模偏小、

用水量预测不合理等问题 ,提出了加快小城镇供水系统的建设 ,不仅要开展供水水源的保护工作、保障

饮用水的水质安全 ,还应针对小城镇的特点 ,采用合理的供水方式、选用经济适用的水处理方法、优化管

网建设以及合理选定用水量定额 ,并在具有条件的小城镇中 ,逐步开展区域供水模式 ,从而保障小城镇

供水系统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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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城镇供水的现状

供水是保障小城镇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 ,

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

随着中国小城镇建设进程度加快 ,小城镇的供水

工程建设已取得较快发展 ,但发展不平衡 ,供水工程设

施整体现状水平不高. 统计资料表明 [ 1 ] :截至 1999年 ,

中国仅有 64. 12%的小城镇建有供水设施. 详细情况

见表 1.

表 1　中国小城镇给水建设概况统计

镇的类别 数量 /个 人口 /万
建有供水设

施数量 /个 )

占总数

比例 /%

建制镇 17 341 11 635. 48 14 552 83. 29

集镇 28 704 5 931. 42 14 973 58. 21

合计 46 045 17 566. 90 29 525 64. 12

　　因此 ,加快小城镇供水系统建设是小城镇基础设

施建设的重要任务.

2　小城镇供水系统存在的问题

1) 水源污染严重

根据卫生部门和水利部门调查 [ 2 ] ,中国目前农村

饮用水符合农村饮水卫生准则的比例为 66% ,还有

34%的人口饮用水达不到准则要求. 饮用水水质安全

难以保证 ,对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身心健康

构成潜在威胁.

目前 ,在经济作用力的推动下 ,小城镇工业高速发

展 ,但小城镇企业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还不完善 ,使得

小城镇企业的排污水平远远高于城市企业 ,加快了水

源污染速度 ;另外 ,在中国农村 ,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

用也是加快小城镇水源污染的又一原因. 据有关资料

显示 [ 1 ]
,全国目前约有 78%的城镇河段不适宜作为饮

用水源 , 50%的城镇地下水受到污染 ,在缺水的城镇中

60% ～70%是水质性缺水. 水源污染日趋严重 ,饮用水

处理难度增大 ,饮用水质安全难以保障.

2) 供水设施落后、供水水质难以保障

供水设施建设不足、工艺落后、设备老化程度偏

高、管网建设不完善等都是中国小城镇供水系统中目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对重庆一部分建制镇水厂调查 :发现 563座

水厂中 , 15%建于 60年代 ,水厂仅是一个简陋的蓄水

池 ,无净水处理设施和消毒系统 ; 67%建于 70年代 ,水

厂也只是简易的澄清池、滤池 ;剩余的 18%建于 80年

代 ;但在这些水厂中 80%以上均无水质化验室 ,消毒

设备差. 由于处理设施简陋、老化严重 ,出厂水质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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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这些水厂中供水水质合格率仅有 57% ,其中 :浊

度指标不合格比例占 38%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指标

不合格比例占 47% ,色度、肉眼可见物指标不合格比

例占 15%.

管网老化严重 ,管道污垢、锈蚀突出以及漏损率高

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小城镇供水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还

给供水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发达国家的供水

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以内 ,中国的城市供水行业目

前一般要求控制在 13%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 , 2003年

重庆市 19 个区县 (市 ) 城市管网年漏损水量达

8 012. 89万 m
3 (不含居民实际摊消量 ) ,平均每天漏

损水量达 21. 95万 m
3

,相当于近二十余个小县城实际

日售水量 ,年经济损失近 1. 6亿元. 不仅影响了用户的

水量和水压 ,还造成水资源浪费 ,增加供水能耗.

3) 供水规模偏小、运行成本偏高

小城镇供水工程缺乏统筹规划 ,各自为政 ,重复建

设现象严重 ,未能建立区域性 (小城镇群 )大配套的有

效供给体系. 多数小城镇各自建设水厂 ,规模小、运行

成本高、水源保护困难. 根据对重庆市部分建制镇的

2002～2003年供水工程进行抽样调查 ,重庆市 683个

建制镇中 ,除重庆市水务集团供水区域建制镇和区县

级自来水公司供水区域建制镇外 , 555个建制镇现有

水厂 563个、日供水能力 74万 t,水厂综合平均日供水

能力 1 300 m
3
. 根据国家《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

和《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规定 ,重庆市为一类地区 ,现

阶段中小城镇日人均综合用水量应不低于 1 800 m
3
.

这说明 ,中国现有一部分小城镇水厂综合平均日供水

能力、建制镇日人均综合用水量低于国家标准 ,不能满

足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造成水厂运行成本偏高 ,阻

碍小城镇供水系统的良性运行.

4) 用水量预测不合理

根据对重庆、四川的一些小城镇调查 ,发现一部分

新建水厂的供水能力过剩 ,造成一部分处理设施处于

不饱和运行或闲置停产状态 ,导致资源浪费、增加制水

成本. 由于在小城镇给水系统建设方面 ,中国现还未有

完全适用于小城镇给排水建设的标准规范 ,许多小城

镇给水系统的建设都直接套用或照搬城市给水系统建

设. 对于用水量标准 ,小城镇也都是直接套用大中城市

标准 ,缺乏针对性 ,造成处理设施建设投资大、运行费

用高、不适用和难管理等局面.

根据对江苏、陕西、四川、云南、重庆、贵州等省市

20多个小城镇综合生活用水量调查 ,发现小城镇实际

综合生活用水量明显低于中国《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

( GBJ13 - 86) (1997年版 )中提供的小城镇“综合生活

用水定额 ”.

在重庆市组织的十多项世界银行贷款城镇供水项

目中 ,按照重庆市计委的规定和世行专家的建议 ,小城

市的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宜控制在 300～

400 L / ( cap·d) ,这与我们对国内大量的调研结果也

相吻合. 在世界银行贷款重庆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 ,黔江正阳供水工程设计用水量

与用水量指标比较情况如表 2:

表 2　黔江正阳供水工程用水量与用水量指标比较 L / ( cap·d)

用水量 综合生活用水量 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

标准 220～3703 400～8003 3
近期 160 300

远期 180 380

　　说明 : 3《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 GBJ13 - 86) (1997年版 ) ;

3 3《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 GB50282) (1998年版 )

由于小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发展速

度等方面与大中城市存在较多差距 ,因而小城镇的用

水标准与大中城市也有所区别 ,如果照搬城市用水量

指标预测小城镇用水量 ,显然是不合理.

5) 建设资金短缺

供水建设面广量多、工程投资相对较大 ,资金不足

是制约部分小城镇供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目

前小城镇供水系统建设的贷款绝对数量有所增长 ,但

缺口仍然较大. 根据目前的价格水平测算 ,到 2010年

全国小城镇供水建设的投资大约需要 410亿元 ,平均

每年 68亿元 ,而目前每年小城镇供水建设的实际投资

约为 16亿元 ,缺口 52亿元 [ 3 ] .

6) 管理体制不完善、水价偏低

现有的一些小城镇供水系统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

和现代企业管理意识 ,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落后 ,经营

水平低 ,经济效益差 ,严重影响着小城镇供水系统的发

展与完善.

供水行业普遍存在的另一现象是供水价格偏低.

统计资料表明 ,中国现有小城镇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

集中供水工程中 ,保本微利、仅达到成本和达不到成本

的约各占 1 /3
[ 4 ]

,造成了小城镇供水系统难以良性

运行.

3　改善小城镇供水的对策与措施

1) 开展水源保护措施

水源水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处理的效果和饮用水水

质. 保护水源是小城镇供水水质安全保障的基本对策

和治本措施.

水环境及供水水源地保护 ,需要采取法律、行政、

技术和经济的综合对策 ,才可获得持续稳定的供水环

境. 首先 ,健全的法规是保护水源有法可依的有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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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一方面 ,要依据国家颁布的《水法 》、《环境保护

法 》、《水污染法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污染水

综合排放标准 》等有关法律实施 ;同时 ,还需要根据各

地水源的特点 ,制定适合地方水情和生态环境要求的

规定. 其次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以充分利用、经济合

理、技术可行、环境良性循环为原则 ,从而实现以最小

水的投入获得最优的资源配置和最大的经济效益.

水环境污染是威胁水源水质安全和城镇供水安全

的根本原因. 因此 ,治理水环境污染 ,采取以清洁生产

为代表的污染预防性的源头控制为主、以总量控制与

达标排放相结合的污染物削减方式的末端治理为辅的

防污减灾战略 ,把保护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饮用

水源作为水污染防治的突出重点. 水质检测是水污染

治理监督的重要手段. 为防止水源污染 ,将水环境划分

为不同的等级保护区 ,建立水质、水量监测信息系统模

型 ,制定防止水源恶化突发事故发生的对策措施 ,加强

对供水水源地的监测工作.

2) 加快供水设施的建设与改造

由于小城镇供水设施建设较早 ,对于小城镇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严重的滞后作用 ,因此 ,迫切需

要加快小城镇供水设施的建设 ,并对现有简陋的供水

设施进行改造. 针对目前存在地问题 ,小城镇供水设施

的建设与改造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 ①优选供水

方式. 目前小城镇的供水方式 ,大都是采用水源井直接

进水管网的一级供水方式 [ 5 ] . 这种方式是否合理 ,主

要是看水量的大小和均匀性 ,以及所需扬程来具体分

析. 一般用水量不大的小城镇或用水量比较均匀、调节

容量小 ,用水塔或高位水池作调节的地区可以采用 ,但

必须解决水质消毒和沉砂的问题. 对于用水量比较大 ,

且昼夜用水变化较大 ,或者送水扬程较高 ,该种方式就

不太合适. ②因地制宜制定管网建设方案. 小城镇的给

水管网一般未经过水力计算 ,仅凭经验估计 ,形成管经

有的偏大、有的偏小. 合理规划小城镇管网的建设与改

造 ,对降能节耗有着重要作用. 对需要改造的管网 ,尽

可能利用原有设施 ,减少改造工作量 ,并与近、远期规

划相结合 ,为远期的发展创造条件. ③采用经济适用水

处理技术. 目前 ,预处理、常规处理、强化常规处理和深

度处理是国内外常见的几种给水处理方法. 相比这几

种技术 ,常规处理工艺是最经济 ,也是目前应用最广和

技术最成熟的处理技术 ,但由于对有机物的去除效果

较差 ,一般使用在水源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 》( GB3838 - 2002) Ⅱ类水体的地区. 预处理和深度

处理技术现已在中国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应用较

广 ,此类技术在微污染水的处理中 ,对水中有机物的去

除具有良好的效果 ,但由于新增设备和材料一般比较

昂贵 ,投资运行费用偏高. 强化常规处理技术需要新增

的基建费用和运转费用较低 ,同时也可以有效去除水

中引起色度的有机物 ,比较适用于经济欠发达 ,水源污

染程度较低小城镇.

3) 发展区域供水模式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 ,西方国家就形成了区域供

水的概念 ,提出按区域统一规划 ,统一水源、统一管理

的模式. 日本关东野北部 ,为防止地下水抽降引起的地

面下沉 ,提出在东京都地区的县市进行区域供水方案 ;

大巴黎供水系统广阔 ,对于 14个地方当局 ,为 400万

人供水 ,互连网络. 目前 ,区域供水模式已在我国江浙 ,

广东沿海一带的小城镇应用较多 ,且这一模式已在国

内具备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

发展区域供水是中国城镇供水事业今后的发展方

向. 与独立供水方式相比 ,发展区域供水有利于资源的

合理利用与保护 ,它可集中力量加强水源保护 ,同时兼

顾岸线的综合利用 ,有利于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共

同发展 ;另外 ,还有利于节省基建投资和运行费用 ,提

高效益. 以净水厂为例 ,建设一个日供水百万立方米大

型水厂比建 10个 10万 m
3小型水厂 ,占地面积要节省

3. 5倍 ,动力消耗要省 20%以上 ,劳动定员要少几倍 ,

单位水量工程投资要低得多 [ 6 ] . 而且还通过采用国内

外先进设备、仪表 ,可以达到高度现代化、自动化水平 ,

有利于节省药耗、氯耗、生产成本和对生产运行的过程

控制 ,保护供水安全 ,提高供水水质安全保障.

4) 合理预测用水量

城市用水量的预测方法有多种 ,应用较多的主要

有以下几种 : ①供水年增长率方法 ; ②综合生活用水定

额法 ; ③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法. 但用水

量所采用的预测方法 ,要根据城镇规划和实际情况 ,具

体分析、合理选用. 对于历年用水量资料比较缺乏的地

区 ,不宜采用供水年增长率方法 ;对于人口资料比较翔

实的地区 ,一般采用综合生活用水定额法和城市单位

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法. 因此 ,用水量标准的选定

在用水量预测中占有重要作用. 用水量标准是以当地

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居民生活条

件、当地气象条件以及水源的允许开采量程度等方面

有关 ,其选定应在现状用水量标准的基础上 ,结合给水

工程发展条件综合分析. 由于小城镇给水工程建设缺

乏 ,用水人口较少 ,公共建筑设施也比较简陋 ,居民住

房条件 ,给排水卫生配套程度、生活水平相应比大中城

市低 ,工业发展也远落后与大中城市 ,所以 ,用水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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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也相对较低 ,但降低到多少合适 ,目前还没有统一标

准. 但从中国发展小城镇的政策看 ,小城镇的用水标准

会逐渐提高的. 因此 ,小城镇用水量指标的确定 ,除了

不能直接照搬照抄城市用水量指标之外 ,还应在结合

现状用水标准的基础上 ,以发展的眼光确定.

5) 多渠道筹集资金

目前小城镇供水系统建设筹集资金的方式是以自

力更生为主 ,国家补助为辅. 改善小城镇供水的投资环

境 ,制定吸引外部资金的配套政策措施 ,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 ,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BOT等形式

筹集资金 ,加快小城镇供水系统的建设.

6) 加强管理 ,建立科学的水价体制

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制定合理制度、配备相应的技

术和管理人员 ,有利于完善和保证供水系统效益的

发挥.

国务院颁布的《城市供水条例 》中明确指出 :“城

市供水价格应当按照生活用水保本微利 ,生产和经营

用水合理计价的原则制定. ”这是供水价格确立的原

则. 水价是以成本为依据 ,在补偿成本的基础上有合理

的利润. 其次 ,科学的水价政策需要采用科学的计价方

式 ,如实行季节水价、不同用水性质采用不同水价、对

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及采用分质论价等方式 ,通

过价格杠杆为经济手段 ,调节水资源的供求平衡.

4　结 　论

小城镇供水系统的建设是小城镇城市化建设基础

设施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它担负着为小城镇社会和经

济服务的重要任务. 分析小城镇供水系统存在的问题 ,

提出解决的途径 ,有利于加快小城镇供水系统的建设 ,

充分发挥它们服务小城镇经济建设的潜能 ,保证中国

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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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Supply System in Small Towns

J IAN G S hao 2jie , ZUO Zh i2m in
( 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M inistry for Eco2Environment of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W ater supp ly in small tow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small towns’economy and society devel2
op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water supp ly system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 roblem s existed in water supp ly

system of small towns, such as gradually polluted sources, imperfect water supp ly facilities, smaller scales, unreasona2
ble quantity and so on. In addition,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guarantee water supp ly system devel2
op speed in small towns. Those countermeasures are launching sources p rotection work to guarantee the drinking water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small town, then adop ts reasonable water supp ly style, chooses economy water

p rocessing method, op tim izes water network system construction; selects reasonable quantity consump tion quota, and

carries out gradually the regional water supp ly mode in conditional small towns.

Key words: small towns; water supp ly system; p roblem 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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