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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城 镇 居 民 用 水 公 平 性 分 析
张志果 邵益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 100044)

摘要 水资源作为城市的公共资源 ,用水的公平性问题是水量分配中最基本的问题 ,也是城市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核心问题 ,然而 目前关于城市用水公平性的研究较少 ,评价方法较为简单 。借

鉴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关于评价收入公平方法 ,建立了城 市居民用水公平分析模型 。在分析 1998一

2 。。7年我国城镇居民中不同收入阶层年用水量变化的基础上 ,利用所建立的模型评价我国城镇居民

用水公平程度的变化 。结果表明 ,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 民家庭用水总体较为公平 ,但不公平程

度有增加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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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对城镇居 民用水公平性 的关注直接体 现了

城市供水管理 “以人为本 ”的理念 。公平 问题 是

个历史范畴 ,其内涵因学科 、对象 、观察视角不同

而不同 。水资源作为城市的公共资源 ,用水 的公

平性问题是水量分配 中最基本的问题 ,也是城市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核心 问题 。从城市 用水公

平的内容看 ,包括城 乡之间 、城市之间 、城市 内部

以及代际之间的用水公平 。城 镇居民公平合理

的用水 ,应该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应 当满足人 民

的正常用水需求 ,尤其是应该满足社会弱势群体

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厂'〕。 目前 ,与用水公平相关

的研究还比较少 ,已有 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 的指

标 ,如有安全饮 水保 障的人 口比例 〔'j ,公平 系数

或权重川 、公平 闽值函数叫 ,这些指标主观性较

大 ,不同地 区的标准也不一样 ,给实际应用带来

了不便 。针对城市用水公平 , Zhan g 等借鉴基尼

系数 的思想建立了城市用水公平分析模 型 (E U -

W U m od el )分析了我 国长三角地区 16 个城市之

间总体的用水公平程度川 ,但 目前仍然缺乏针对

单个城市的用水公平性研究 ,尤其是城市 内不同

收入阶层之间的用水公平性 的研 究 。本研 究以

1998一 2007 年全 国城 市 的人 户调查 数 据 为基

础 ,通过借鉴基尼系数原理建立城市用水公平分

析模型 ,对我国城镇不同收人阶层居民的用水公

平性进行了分析 。

2 用水公平性分析模型构建

利用基尼系数进行用水公平性的评价具有明确

的物理意义 ,且综合性较强 。C ul hS 等利用基尼系

数评价了南非奥勒芬兹河流域农村地区直接用水的

公平性 ,为 。.96 ;以及间接用水效益分布的公平性 ,

为 0.64 ,并分析了在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基尼系数的

变化川 。刘德地应用基尼系数法分析 了广东省人

口 、G D P 、水资源量等指标对用水量分配的影响 ,分

别绘制了各个影响因素的洛伦兹曲线 ,并计算了基

尼系数值困 。目前 ,基尼系数在用水公平性分析中

的相关研究还较少 ,且已有的研究侧重于区域或流

域的用水公平性分析 ,在研究过程中 ,城市整体作为

一个单元 ,对于城市 内部的用水公平性分析鲜有涉
及 。本研究将城市人 口作为不同收人阶层的集合 ,

借鉴基尼系数对收人分配公平性的描述方法 ,分析

城市用水量在不同人群 、不同产业中分布情况 ,建立

城市用水公平曲线 (E U W , E quality of u rban w a-

ter U Se) ,如图 1所示 。

如果城镇居民每个人 占有 的用水量相 同 ,则

E IJW 曲线应与图像中的对角线重合 ,在这种情况下 ,

相同比例的人口占用相同比例的用水量 ,用水量分配

绝对公平 。但在现实中 ,占较大比例的中低收入人群

往往只占有总用水通量的一小部分份额 ,因此 E tJW

曲线位于绝对公平线下方 。定义 E U W 指数为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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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镇居民家庭基本用水情况

公平曲线

碳崛绍彩象恤咽

EU W 曲线

人口累积百分比

图 1 城市用水公平曲线

部分的面积与对角线下三角形面积的比值 :

Euw一2{)(p 一̀、'(p ,̀ ,dP ` ( ,̀
式中 尸I— 人口百分比;

f (尸I) — E U W 函数 。

借鉴基尼系数的思想 ,建立相应的模型进行评

价 ,拟建立城市用水分配的公平分析模型 (E U W U

m odel)如下 :

时时间间 户数数 总人口口 平均人均消消 总用水量/万 m `̀
费费费费费支出/元元元

111 9 9 888 3 9 0 8 000 1 2 3 4 9 222 4 9 9 888 3 8 4 . 6 888

1119 9 999 4 0 0 4 444 13 6 14 999 5 3 0 999 4 3 3 . 7 777

222 0 0 000 4 2 2 2 000 1 3 2 1 4 888 6 0 2 {))) 4 2 0 . 6 333

2220 0 111 4 3 8 4 ())) 1 3 5 9()444 6 5 1())) 4 2 6 . 4 777

222 0 0 222 4 5 3 1 777 13 7 7 6 333 7 18 222 4 6 6 . 1 {)))

2220 0 333 4 8 0 2 888 14 4 5 6444 74 9 333 4 9 6 . 5 888

222 0 0 444 5 0 4 3 000 15 0 2 8 111 8 6 9 777 5 2 4 . 4 888

222 0 0 555 5 4 4 9 666 16 1 3 0 888 9 9 ()777 5 7 1 . 3 555

222 0 0 666 5 6 ()9 444 16 5 4 7 77777 5 8 (). 6 666

222 0 0 777 5 9 3 0 555 17 2 5 7 77777 6 58 . 3 888

。n l 右 右砚卫 叹 一 二一一不尸一一 户 夕

劫 产̀。洲 侧
r (; ) 一 r (少) (2 )

式中 〔艰 — 城镇居民用水公平指数 ;

r( l) — 第 i个收人阶层的人均生活用水量 ,

m 3 ,:(;,= R W( , ,/P (,。,其中 ,R 城 ,为第

i个收人阶层的生活用水总量 ,m 3 ,p(,)

为第 i个收人阶层的人口 ,万人 ;

脸 — N 维向量 尺一 (r , , rZ , … , r 、)的平
均值 。

G R 指数越高 ,说明用水的不公平程度越高 。

3 用水公平性分析

以 1998一2005 年 《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

支调查统计年鉴 》及 2006一 2007 年的 《中国城市

(镇 )生活与价格年鉴 》人户调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我

国城市生活用水的总体公平性 。首先将调查家庭按

照家庭 收人从低 到 高排列 ,并按 照最低 收人 户

(10% ) 、低收人户 (10 % ) 、中等偏下收人户 (20% ) 、

中等收人户 (20 % ) 、中等偏上收人户(20 % ) 、高收人

户(10 % ) 、最高收人户 (10 % )进行分组 。调查家庭

情况如表 1 所示 。

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用水量的变化如图 2 所示 。

可以看出 ,随着家庭收人的增加 ,家庭每人每年的用

水量也随之增加 。同时 ,不同收人家庭的用水量都

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增长速度不尽相同 。 1998 一

2007 年间 ,最低收人家庭 、低收人家庭 、中等偏下收

人家庭 、中等收人家庭 、中等偏上家庭 、高收人家庭 、

最高收人家庭用水量分别增长了 4.36写 、16.74 % 、

14.84% 、19.68% 、25.43% 、33.46% 、44. 35 % 。用

水量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家庭收入水平 ,收人越高的

家庭 ,用水量增长速度也越快 ;而低收人家庭用水增

长则比较缓慢 。

一+一最高收入户 ~ 高收入户 -洲- 中等收人户 刊卜 中等偏上户

~ 中等偏下户 ~ 低收人户 - ,一最低收人户

的堵聆堵袱咽书旺尽

10 L se to `一一`一一上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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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我国城市不同收人家庭人均年用水量变化

城市中的最低收人家庭 、低收人家庭和中等偏

下收人家庭是城市水价调整 、水业政策改革中必须

考虑的群体 ,其用水情况也是城市用水公平性 的重

1 3 2 给水排水 v o一3 9 N o. 7 2013



- - - - - ~ ~ ~ ~ ~ ~ ~ ~ . . ~ ~ a ~ 郎 呀 ~

丫恒

要表征 。城市最低收人家庭的用水量从 1998 年的

22 .92 耐 /( 人 ·a) 增长到 2以〕7年的 23 .92 耐八人 ·a) ,10

年间仅增长了 lm 3/( 人 ·a) ,而低收人家庭和中等

偏下收人家庭也仅分别增长了 4.34 m 3八人 ·a)和

4.3m 3/(人 ·a) ,这说明受家庭收人的限制 ,最低收

人家庭 、低收人家庭和中等偏下收人家庭用已经使

用各种措施降低用水量 ,以减少水费的支出 ,其用

水需求弹性 已经非常小 ,水价的上涨只能是增加

这些家庭的水费支出负担 ,而不会明显减少其用

水量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城市最低收人家庭和

城市最高收人家庭的用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

1998 年 ,最高收人家庭的人均年用水量是最低收

人家庭的 1.7 倍 ,而这一比值在 2 。。5 年达到近 10

年来的最高值 2.7 倍 ,之后小幅回落到 2007 年 2.4

倍 。不同收人家庭用水差距的拉大说明家庭收人越

高的家庭享受到的市政供水服务越多 ,而收人越低

的家庭则相对较少 。为进一步分析用水公平情况 ,

根据本文所建立的 E L邢几J模型 ,计算了 1998 一2007

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公平指数(G R ) ,如图 3

所示 。

届三次会议上 ,九三学社 中央提交的 《关于优化国

民收入分配结构 》提案中提到 ,目前我国衡量贫富差

距的基尼指数 已经达 。.46 ,远远超过警戒线 , 10 %

左右的家庭 占有了 45 % 的城镇居民总财产 。图 2

表明了收人越高的家庭 ,用水量增长速度也越快 。

因此根据图 2 所示的家庭收人与用水量之间的关

系 ,国民收人差距的增大有可能使得高收入群体与

低收人群体的用水量差别越来越大 ,从而导致用水

不公平程度的增加 。

4 结论

用水的公平性问题是城市用水分配过程中的基

础性问题 ,也是水价制定及水资源公共政策制定过

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 ,我

国城镇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的用水量有明显的差

异 ,最高收人家庭的人均年用水量是困难户家庭的

1.7 倍以上 。根据本文所建立的 E U W U 模型的分

析结果 ,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用水的不公平 (艰 指数

总体水平较低 ,但呈现上升趋势 ,说明我国城市居民

家庭用水总体上比较公平 ,但不公平的程度正在增

加 ,收人的两极分化可能是造成用水不公平度增加

的主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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