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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饮用水安全问题的政策性建议

张晓健
(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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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安全涉及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近期内

国内多个城市因水源污染造成自来水停水，影响极

大。造成我国供水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包括:①产

业布局不合理，水源地难以得到有效保护;②风险管

理不到位，事发后应对被动;③政府监管不到位;④
供水设施不能应对水源污染和供水标准提高的双重

压力;⑤供水体制存在不足等。对于我国饮用水安

全问题，特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1 加大饮用水安全的政府监管力度

要加大中央政府主管部门对供水安全的监管力

度，要落实地方政府作为确保饮用水安全行政责任

主体的监管任务。

2 加速推进供水水质信息公开

水质信息公开要及时准确，客观反映饮用水安全的

真实情况，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加强科学引导，解答

公众对水质的质疑，确定水质改善的具体目标。通过公

众参与，把压力变为动力，推动供水安全的提高。

3 加大对现有城市供水设施的更新改造与

建设力度

对于因水厂工艺或设施不适应饮用水新国标要

求的老旧水厂，需要对现有设施进行完善或改造。
对于因水源污染问题造成出厂水水质超标的水厂，

应对现有常规净水工艺增设预处理和深度处理的净

水设施。对于因管理原因造成出厂水不达标的，应

限期整改，并通报惩处。

4 加大应急供水能力建设

我国现阶段处于突发环境事件的高发期，产业

布局和水体污染的问题在短期内无法根本性消除，

供水企业必须面对水源突发污染的威胁，加强风险

管理，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包括:水源水质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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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备用水源建设、水厂应急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应
急预案及其专项预案制定等。
5 深化供水体制改革

要进一步明确城市供水是保障民生的市政公用

事业的属性，应明确政府主导下的专业化运营的管

理体制和产业发展政策，仅依靠企业自律是无法保

障饮用水安全的。要打破市场的地域垄断，建立大

市场的区域管理模式，对于小城市及县镇，应设立区

域级自来水公司，实现高水平和高效率。要改革财

政政策，由现行的自来水由政府定价、企业经营、自
负盈亏的基本模式，发展为政府向企业购买公共产

品服务的基本模式，水价不足的差额部分由政府财

政补贴提供，解决因价格不到位企业无法持续发展

的难题。
6 加强对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风险管理

加强对自来水水源的管理与建设，严格水源保

护区的环境管理，建设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加强对

水源水质风险的管理，根据水源可能存在的风险污

染物种类及其长短期饮用的健康影响效应，科学确

定水质监测的项目与频率，保证供水水质安全。加

强饮用水水质监管能力的建设，设立由政府主导的

区域水质监测中心，负责对区域内市、县、镇的供水

水质监管。
7 重视县镇和农村小型给水设施的管理

由于经济条件和供水体制所限，目前县镇级和

农村小型给水设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饮

用水超标问题较为严重。在城市周边和人口稠密地

区，要大力推广区域统筹的城乡一体化供水系统的

建设。在农村地区要推广经济实用的净水技术，实

行专业化区域管理机制，在解决了水量供给的基础

上，落实水质安全。
8 加大对饮用水安全科研的支持力度

在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研究

中，已对饮用水安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下一步研

究中，一是要紧密结合工程实际，以服务地方饮用水

水质的实质性改善为重要目标，做好科技成果的转

化;二是要针对公众关注度高的水质问题( 例如:嗅

味、突发污染、硬度、微生物等) 和前瞻性问题 ( 例

如:微量有机污染物、新兴消毒副产物、抗生素等)，

开展系统研究，为提高供水水质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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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技术》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正式开通运行

《供水技术》已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开始启用微信订阅号，我们

会每天推送一条国内外供排水行业相关的前沿信息。
添加方式:您可以打开微信，在添加朋友中点“查找公众号”，搜

索“供水技术”添加即可，或者扫描右侧二维码。欢迎大家用另一种

形式与我们沟通，更多地了解本刊，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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