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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合肥市 2010 年水价调整前后水价组成对比 元 /m3

项 目
2007—2010 年调价前 2010 年调价后

基本水价 城市附加 水资源费 污水处理费 到户价格 基本水价 城市附加 水资源费 污水处理费 到户价格

居民生活用水 1. 29 0. 04 0. 06 0. 76 2. 15
一级( 1. 49)
二级( 1. 95)
三级( 2. 97)

行政事业用水 1. 505 0. 04 0. 06 0. 795 2. 40 1. 745
工业用水 1. 405 0. 04 0. 06 0. 845 2. 35 1. 745

经营服务用水 1. 925 0. 05 0. 06 1. 215 3. 25 1. 755
特种用水 5. 115 0. 06 0. 06 1. 765 7. 00 7. 175

0

合并到基
本水价中

0. 06 0. 76
2. 31
2. 77
3. 79

0. 06 0. 795 2. 60
0. 06 0. 845 2. 65
0. 06 1. 215 3. 03
0. 06 1. 765 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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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水资源费政策分析及改进建议

郭清斌，马 中，周 芳

(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利用环境政策分析的一般模式对合肥市水资源费政策进行研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政策改进的建议。从政策体系、政策目标、政策执行 3 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合肥市水资源费现行

政策的问题有: 水资源费在政策组合中地位太低; 标准低，筹资功能和激励功能均不能实现; 不能足

额征收，存在隐性不公。建议做如下改进: 水资源管理政策体系中更多采用市场激励的手段; 建立

与水资源稀缺程度挂钩的资费标准; 进行由税务部门代征水资源费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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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费是水资源管理中普遍采用的经济手

段。水资源费是指由于取水行为的发生而征收的费

用，它有时针对服务，但大多是资源稀缺租金的表

现［1］。2010 年合肥市制定并实施了新的阶梯水价，

希望建立充分体现水资源价值、优化配置水资源、提
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水价机制。
但此次水价的调整主要体现出对供水成本增加的补

偿，以及利用累进的阶梯价格调节居民用水需求，见

表 1。对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价值的水资源

费并未调整，仍然维持 0. 06 元 /m3 的低价。同期全

国直辖市和主要省会城市的平均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为 0. 22 元 /m3，与之相比，合肥市明显偏低。过低

的水资源费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后果［2］，如削弱了水

资源费征收管理的动力，无法补偿水资源前期开发

和保护的费用，低效率的部门过渡使用水资源，影响

水源地的长期安全等。实际上，水资源费应是水价

中最活跃的部分，在水价上涨过程中应着重调整水

资源费以促进节约用水［3］。过低的水资源费是相

关政策组合的结果。以下对合肥市水资源费政策的

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行的政策改进建议。

1 合肥市水资源及利用情况

1． 1 合肥市概况

合肥市位于中国中部( 北纬 32°、东经 117°) ，长

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通过南淝河通江达海，具有

承东启西、接连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是

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金融和商贸中心，也

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
2011 年区划调整后，合肥市辖肥东县、肥西县、

长丰县、庐江县和巢湖市以及瑶海区、庐阳区、蜀山

区、包河区，并赋予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经

济技术开发区、合肥新站综合试验区、巢湖经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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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级管理权限。土地面积达 1. 14 万 km2，常住人口

达 752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12. 6%。其中，城镇人口

486 万人，乡村人口 266 万人，城镇化率达 64. 6%。
区划调整前的 2009 年，合肥市全市行政辖区总

面积为 7029. 48 km2，其中巢湖水面面积 233. 4 km2 ;

市 区 总 面 积 838. 52 km2，其 中 巢 湖 水 面 面 积

72. 93 km2，市区建成区面积为 224 km2。全市常住

人口为 462. 73 万人。为保持数据系列的一致性，文

中采用区划调整前数据进行分析。
1． 2 合肥市水资源基本情况

a． 降 水 量。合 肥 市 雨 量 比 较 适 中，多 年

( 1971—2000 年) 平均降水量为 996 mm，略低于安

徽省平均水平( 1 171 mm) ，高于北京市( 585 mm) 。
b． 水资源量。2005 年以来，随着降雨量的变

化，合肥市地表水量波动明显，水资源总量也有所变

化。2009 年合肥市水资源总量为 17. 61 亿 m3，比

2005 年减少了 23. 5%。
1． 3 合肥市水资源利用情况

a． 供水量增加，本地水资源量不足。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合肥市总供水量呈逐年

上升趋势。合肥市 2005—2009 年总供水量的变化

趋势见图 1。可以看出，2007 年开始合肥市本地水

资源量已经不足，跨流域调水的供水量逐年增加。
2009 年跨流域调水已占地表水供水量的 19. 4%。

图1 合肥市 2005—2009 年水资源量与用水量比较［4］

b． 以农灌和工业用水为主。近年来合肥市用

水量逐渐加大 ( 扣除农业灌溉，因为农业灌溉的水

量会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而产生较大波动) ，其中

工业用水量总量增长较快，居民生活用水也逐年递

增。合肥市 2005—2009 年用水情况见表 2。合肥

的主要用水对象是农林灌溉和工业，两者占到总用

水量的 6 /7，最近调整的供水价格恰好对这两部分

用水缺乏约束，因为农林灌溉和大量的工业用水都

不经过自来水厂。水资源费是管理水资源的重要政

策手段之一，是涉及所有用水对象的费用，包括农业

用水在内的各种用水都应缴纳水资源费［5］。因此

对合肥市水资源费政策及其效果进行考察有着相当

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 2 2005—2009 年合肥市用水量 亿 m3

年份
农林
灌溉

林木
渔畜

工业
城镇
公共

居民
生活

生态
环境

合计
扣除
农灌

2005 8. 81 0. 40 5. 80 0. 37 1. 60 0. 35 17. 33 8. 52
2006 9. 15 0. 60 5. 45 0. 52 1. 77 0. 37 17. 86 8. 71
2007 9. 13 0. 57 7. 24 0. 60 2. 12 0. 41 20. 07 10. 94
2008 12. 28 0. 63 7. 46 0. 64 2. 21 0. 37 23. 59 11. 31
2009 9. 93 0. 38 7. 76 0. 84 2. 29 0. 54 21. 74 11. 81

2 合肥市水资源费政策介绍

进行环境政策分析时，要理清政策框架，识别政

策目标，明确政策手段。一般来说，政策包括一系列

的政策法规和规范，因此要列出所有政策体系清单。
政策目标应该是问题导向的，以解决问题为最终对

象，而且目标必须是合适的［6］。
2． 1 政策体系的构成

合肥市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征水资源费。目前

已经形成了包括国家法律法规、部委规章、安徽省地

方政策法规、合肥市地方政策法规在内的多级政策

体系，见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以下简称《水法》) 确

定了几条基本概念: 水资源属于国家 ( 水权) ; 实行

取水许可证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 取用水资源要申

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
《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

知》确定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与水资源稀缺程度挂

钩的原则。《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明确了政策执行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财政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 征收标准由省

( 自治区、直辖市) 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征收标准要“促进水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指出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地方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水资源费按照实际取水

量确定，按照 1∶ 9 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

水资源费属于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水

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管理，也可用

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省、市的地方政策法规是对

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具体落实。
2． 2 政策目标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一条

提到，水资源费征收的目标是“加强水资源管理和

保护，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水资

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一条也提出，“加强水资

源费征收使用管理，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

用”。可以看出，水资源费政策的目标是节约水资

源、保护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

·32·



水利经济，2013，31( 6) E-mail: jj@ hhu． edu． cn http:∥kkb． hhu． edu． cn 电话 /传真: 025-83786350

表 3 合肥市水资源费有关的政策汇总

政策级别 名称 颁布时间 颁布单位 发文字号 核心内容

国家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法( 修订)

2002. 8. 29 全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席令第 74 号

对水资源费征管使用制度做了完善的规定。

关于推进水价改革
促进节约用水保护
水资源的通知

2004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办发［2004］36
号

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征收标准。
凡未征收的地区要尽快开征水资源费，并根据水
资源紧缺程度逐步提高征收标准。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

2006. 2. 21 国务院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令 第 460
号

规定了水资源费的征收主体、征收标准、标准制
定原则、计费原则、农业取水征收原则、缴纳、申
请缓缴、解缴、使用与监督管理等内容，统一了水
资源费征收的具体办法。

部委级

中央管理的建设系
统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及标准

1992 国家物价局、财政
部

价费字［1992］179
号文

城市水资源费收取办法，在国家未做出统一规定
之前暂按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关于加强城市水资源
费管理使用的通知

1994 建设部、财政部
建 城 ［1994］ 第
342 号

保证城市水资源费纳入财政预算收支的正常，继
续加强城市水资源费的使用管理。

关于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法》进
一步加强水资源管
理工作的通知

2003. 4. 4 水利部
加强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推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加强水资源保护监督管理。

水资源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

2008. 11 财政 部、发 改 委、
水利部

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作了具体规定。

省级

关于水资源费征收
管理使用的意见

1993. 4. 16 省水利厅、省财政
厅、省物价局

皖政［1993］24 号 水资源费征收的程序、分成比例、分级管理。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2003. 12. 13 安徽 省 人 民 代 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安徽 省 人 民 代 表
大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告( 第七号)

关于调整水资源费
标准的通知

2004. 1. 28 省 物 价 局、财 政
厅、水利厅

皖价费［2004］13
号

合肥市地表水水资源费调整到 0. 6 ～ 0. 8 元 /m3。

安徽省取水许可和
水资源费征收管理
实施办法

2008. 7. 7 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 省 人 民 政 府
令第 212 号

关于调整水利工程
供非农业用水价格
的通知

安徽省物价局、省
水利厅

皖价商［2010］45
号

省直属和跨市水利工程供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
价格调整为每立方米 0. 232 元。

市级
合肥市水资源管理
办法( 2006 年)

2006. 10. 21 合肥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合肥 市 人 大 常 委
会公告( 第 17 号)

2． 3 征收标准

根据《关于调整水资源费标准的通知 ( 皖价费

［2004］13 号) 》的规定，合肥市目前水资源费征收

标准为: 地表水 0. 06 元 /m3，地下水 0. 15 元 /m3。
取用地下热水、矿泉水以及其他经济价值较高的水

按深层地下水的最高标准的 2 倍执行。对城市自来

水企业征收的水资源费，实行分步调整，取用地下水

的，3 年内暂按上述用水类别相应调整幅度的 50%
执行。3 年后，在综合考虑居民消费等各方面因素

的情况下，逐步到位。取用地表水的，按下限执行。

3 合肥市水资源费政策的问题分析

3． 1 水资源费并不是实现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

按照第二部分的分析，水资源费政策的目标是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而《水

法》第一章第一条提到，“为了合理开发、利用、节约

和保护水资源……制定本法。”也就是说，整个《水

法》的目标跟水资源费的政策目标是基本一致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水法》中列出来很多政策手

段。排在首位的政策手段是行政配给 ( 如规划、区

划、计划、调配、分配、定额、许可证) 制度。在总则

( 第一章) 第四条中就出现了“全面规划、统筹兼顾，

协调”的字眼，是所有政策手段中出现最早的。整

个第二章都是有关水资源规划的内容。第四章和第

五章也有 5 条是关于行政配给的条款。其次是政府

投资( 包括鼓励投资) 。总则第五条、第六条以及第

三章多个条款都与此有关。排第三位的是行政命令

类的政策手段，如总则第八条提到“单位和个人有

节约用水的义务”，第四章有多条“禁止”条款。第

五章有多条“节约用水”的条款。水资源费仅仅被

放在第五章的一个条款中，并且处于取水许可证的

约束下。首先要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然后才以缴

纳水资源费的形式换取“取水权”。
在推崇依赖行政命令的政策体系安排下，水资

源费所能发挥的政策效果微乎其微。水资源费除了

起到强调“水资源归国家所有”之外，就只是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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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明“水资源是有偿使用”的。
3． 2 水资源费标准严重偏低，政策功能无法实现

作为经济手段，水资源费政策主要有 3 个方面

的功能:①具有筹集资金的功能。水资源费属于政

府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为水资源的节

约、保护和管理提供资金;②具有调控功能。可以激

励水资源使用者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以及优化水资源配置; ③具有服务功能。水资源费

收入要“取之于水，用之于水”，主要用于水资源的

节约、保护和管理，也可以用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
合肥市的情况表明，水资源费政策的这 3 个功能基

本都没有实现。①合肥市水资源费的资金筹集功能

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课题组的调查，2009 年合肥市

水资源费收入约为 1500 万元。同年，合肥市的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是 180. 9 亿元。水资源费收入

不到地方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所以有没有水资源

费，都不影响合肥市政府的收支。②合肥市水资源

费的激励作用没有体现。合肥市目前执行的到户水

价是 2. 15 元 /m3 ( 居 民 ) 、2. 35 元 /m3 ( 工 业 ) 。
0. 06 元 /m3的水资源费仅占水价的 2. 8%。图 2 是

国家统计局合肥市调查队提供的 2000 年以来合肥

市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平均而言合肥市居民用水支

出占总消费支出的 0. 81%，并且在最近的 5 年里一

直呈下降趋势。一般认为水费支出占到总消费支出

的 2%以上才会起到节约用水的作用［7］。因此占总

消费支出万分之二的水资源费在激励节水方面基本

不可能发挥作用。③合肥市水资源费的服务功能也

不明显。2008 年 合 肥 市 收 缴 的 水 资 源 费 总 额 为

1020 万元。相比之下，2008 年合肥市共完成水利基

建投资 2. 43 亿元，水环境治理投资 13. 28 亿元。因

此，水资源费并不构成水务部门在水资源保护和水

环境治理相关投资的重要份额，水资源保护和水环

境治理服务并不依赖于水资源费这部分收入。

图2 合肥市人均用水支出占人均消费总支出的比例

3． 3 合肥市的水资源费不能足额征收

尽管上 面 提 到 合 肥 市 的 水 资 源 费 标 准 低 至

0. 06 元 /m3，但仍有大量应收的水资源费漏失。合

肥市 2009 年工业和居民用水之和是 9. 67 亿 m3，全

部按照较低的 0. 06 元 /m3 计算，应缴纳的水资源费

是 5802 万元。实际 2009 年合肥市的水资源费收入

仅 1 500 万元，占应缴纳金额的四分之一。不能足

额征收的原因可能在于水务部门重视程度较低( 水

资源费纳入财政预算，表示水资源费收缴额度的大

小与水务部门的利益并不直接相关) 。

4 合肥市水资源费改革建议

4． 1 改革水资源费政策体系，更多发挥经济手段的

作用

当前中国水资源管理中更多沿用了以前计划经

济的模式，政府主导了水资源配置的过程。计划经

济存在一些被普遍认知的弊端: ①不能合理地调节

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容易造成动力不足、
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等现象;②相对固定的计划与复

杂多变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

作用，容易产生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脱节，使计划

脱离实际，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这些弊端在水资源

管理中都有所体现。某地 2008 年编制的水资源规

划预测，2010 年水资源用量是 5. 5 ～ 6. 7 亿 m3，并以

此为目标加大了投入。而实际 2010 年的用水量为

3. 2 亿 m3。
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手段在控制成本和激励技

术进步方面更有优势。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用水主

体自觉自愿地控制用水量，从而大幅度降低监管的

难度和投入。同时足够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促使用水

主体开发新的节水技术，改进用水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

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在改革的过程

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如果在

水资源管理中也进行类似的改革，少一些计划，多一

些市场激励，相信能取得好的效果。
4． 2 建立与水资源稀缺程度匹配的费率标准

水资源费费率太低是其政策功能无从发挥的重

要原因，而定价决策机制则是导致水资源费费率过

低的根源。现行政策规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

政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并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水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从省( 自治区) 的层面考虑，水资源量

可能并不是严重短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8］，

2009 年中国人均水资源量 2113 m3，在 173 个国家

和地区中列第 100 位，比世界各国( 地区) 人均水资

源量的中位数( 约为 2 700 m3 ) 低 21. 7%。对一个超

级人口大国而言，这个数据并不低。以安徽省为例，

·52·



水利经济，2013，31( 6) E-mail: jj@ hhu． edu． cn http:∥kkb． hhu． edu． cn 电话 /传真: 025-83786350

2009 年 可 用 水 资 源 量 939. 05 亿 m3，用 水 量

292. 50 亿 m3，水资源开发利用率 31%，尚在合理开

发限度内。但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水资源则是严重短

缺，如合肥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 100%。合

肥虽然紧挨着巢湖，却受困于水质型缺水，可开发水

资源总量短缺［9］。所以从安徽省的角度出发，水资

源并不那么稀缺，定价较低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

定价却远远不能反应合肥市面临的水资源困境。也

就是说，合肥市政府意识到水资源费标准低，但它无

权调整水资源费标准。
要改变水资源费费率标准与水资源稀缺程度不

匹配的问题，最佳选择是下放定价权给市级政府，从

而实现水资源的配置、收费和定价等管理主体的统

一。市级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水资源的现状调整费

率，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短期内也可仍由省级政府部门确定水资源费征

收标准，但要依据各地区的不同状况分别制定，体现

出各地区的差异。
4． 3 税务部门代收费

税务部门代收费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出

现，最典型的是教育附加费。1986 年，国务院颁布

《征收 教 育 费 附 加 的 暂 行 规 定》( 国 发［1986］50
号) ，从 1986 年 7 月起，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总额的 2% 计征。由税务部

门征收后，作为专项费用由教育部门统筹安排使用。
1999 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税务部门代收费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到: 税务部门代各级政府

收费，有利于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整顿收费秩序; 有

利于节约大量人员和费用，降低征收成本; 有利于加

强对收费的监督管理。水资源费完全可以采取税务

部门代收费的模式，由水务部门核定应征收额度

( 或比例) ，由税务部门随增值税等合并征收。这样

做即有利于提高水资源费的征收率，也有利于节省

水务部门的人力成本。对企业而言，减少了和不同

部门之间的财务往来，节省了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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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between their treaties． Through the
classificatory analysis among international water
treaties，different applications of side-payment and
equal-payment in the transboundary water treaties and
boundary water treaties are released．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water; transboundary water;
boundary water; side-payment; equal-payment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d operating mode of
water affairs in China under urbanization /LIAN
Zhenxi，et al ( Business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ed water affairs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water security，

water 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rend
of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water affairs in China，the
potential risk after integration and different operating
modes under urbanization are analyzed．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water affairs in Chongqing， the
reasonable operating mode after merger and acquisition
is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water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tegrated water affair;
operating mod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Analysis of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water
resources tariff policies in Hefei City /GUO Qingbin，

et al (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Ｒesources，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water resources tariff policies in Hefei
City are studied by means of the general analysis
patter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ystem， goal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urrent water resources tariff
policies in Hefei City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 1) the status of water resources tariff is too low in the
policy mix; ( 2) the standard is low，and the financing
and incentive functions cannot be achieved; ( 3 ) full
specified amount are not collected，and there is hidden
injustice． Some improvements are proposed: ( 1) more
market incentives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water
management policy system; ( 2 ) the standard

connecting to the scarcity of water resources charg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 3) water resources fee should
be collected by the tax department．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tariff;
Hefei City

Effect of E-commerce on water right trade
market /LIU Shenyang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fundamental
allocation function of the market and to encourage the
efficient use of the water resources， the effect of
E-commerce on water right trade market is discussed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 and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the water right
trade i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E-commerce entering
into the water right trade market is investigated． Som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water right trade are proposed: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rules and laws，full use of
E-commerce trade platform， and strengthening of
transparency of online water right trade．
Key words: E-commerce; water right trade; water
market

Emergency synergistic decision for sudden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based on binary linguistics /WU
Fengping，et al ( Business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for sudden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that is，multi-agent，multi-factor，
multi-scale and polytropism，an emergency synergistic
decision based on binary linguistics for sudden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is proposed． The synergistic
decision matrixes for sudden water pollution accidents
with emergency multi-agent are established． Aimed at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and fuzziness of decision
agent，an emergency synergistic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binary linguistics is put forward by using the binary
linguistics to describe the judgment information of
decision makers． Finally，a case study with possible
emergency water pollution in coastal developm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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