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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水业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下)

傅涛

  近年来, 水业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水务工作的重点要从推进水务管理体

制改革向深化水务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这需要

在诸多改革观念上进行提升, 需要对以下新的、

更深层次的认识误区予以澄清。这些认识误区

的澄清与第三阶段的改革要求直接关联。

管网投资控股的限制不妨碍管网经营权的

获得

在国家计划部门历年公布的5外商投资产

业名录6中,都有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企业对供

排水等城市管网设施进行控股的内容,许多企

业因此认为制约了水业投资的深入。实际上

WTO条款中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开放关系其国

家安全的管网投资, 只要求开放各国的环境服

务业。包括美国在内的WTO的缔约国也同样

没有开放自己关系安全和稳定的管网设施。这

一投资误解同样源于行业对城市水业性质理解

的错误。

既然城市水业是服务业, 水业设施只是提

供服务的工具, 那么对水业服务的开放,并不需

要以控股管网设施为基础。管网设施的运营权

可以通过租赁、委托、补贴等许多不改变产权性

质的许多形式来获得, 而不需要突破管网产权

控股这一障碍, 产权完全可以跟经营权分离。

而产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恰恰是许多设施服务业

的共同特征,如酒店服务业、物业管理服务业等

等。

我国政府虽然通过外商投资目录对管网投

资有限制, 但对城市水业的服务与经营却很早

就完全开放了, 没有进行限制。对投资的限制

不能等同于对经营的限制,中国对经营权的开

放是到位的, 已经与 WTO 接轨。保障水业服

务系统的完整性, 是让公众受益与市场化效率

提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方

向。我们现行的政策已经完全能够支撑企业运

营管理包括管网的整个水业系统。

引入竞争的手段不仅是招标,过程中的比

较竞争更适合水业特点

引入竞争是水业市场化非常重要的内容,

招投标则是引入竞争的主要措施。

但是,招投标有它的适用条件,一个有效的

招标设定需要把所有关联的边界条件设定清

楚,只留一个或几个可控条件让投标人报价。

在以资产为主导的水业市场化改革中, 我们的

中介机构就是帮助业主切割资产关系, 设定服

务关系,把资产和服务关系切割清楚以后,留下

一个变量。切割得越清楚, 招投标就越顺利,就

越规范。

但是经营权的招标不同于一般的工程招

标,这种服务边界的设定能够科学吗? 城市水

业长达 20年,甚至是 50年权益与责任关系,能

够清晰界定吗?

实际上,从整个水系统而言,在长期的水业

建设、服务、运营的过程中, 政府、企业、公众之

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不可能划清这些关

联。如果必须分清责任, 可行的办法就是割裂

系统, 把某一个水厂单元单独分出来核算才能

清楚。水系统复杂的社会关联性使得整个水系

统边界都清楚的国际案例几乎没有。

对城市水业服务这样的复合系统,国际经

验所显示的可行方式, 通过过程控制、通过价格

调节来实现比较竞争。这种方式也是竞争, 是

过程的竞争。因此,竞争环节不一定就是招投

标的竞争环节。企业进入之后, 通过比较成本,



仍然可以实现竞争机制。所以, 过程中的竞争

方式可能更加适合整个水系统服务全部市场化

的项目。

不能用局部的优化来代替整体的优化

BOT 项目类型由于只是水厂单元的市场

化, 其服务的采购方是管理和运营整个水系统

的水务集团或者排水公司。因而项目的市场化

效果往往不能面向消费者。由于公众不是对

BOT 水厂直接支付费用,因此市场化的整体效

果实际上取决于整体水系统的效率。

在城市水业的整个系统中, 需要一定的缓

冲容量,水厂单元的割裂会减少系统的缓冲能

力,从而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如果不

能实现水业系统服务单元的整体优化,水厂单

元的优化所产生的成效会被整个系统的低效所

吞噬。因此,水厂 BOT 项目的成效需要系统来

考虑,不能因为单个节点的优化,妨碍整个系统

的优化。而系统优化的关键在于对过程的控制

和监管, 而不仅是取决于水厂这一单点的规范

性。

英国水业模式是注重过程的经济监管典

范,其对水价和服务的监管体系体现了对系统

效果的重视,其建立的过程成本控制系统值得

我国学习和借鉴。另外, 英国模式对国际水业

的贡献更多的是强化了一套过程监管的体系,

很多国家学习英国的水业私有化,而没有学习

其监管体系,这是背本就末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