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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水务 
 

实行阶梯水价需妥善解决共性问题 
 

 金永祥  
 

  由于阶梯水价可以通过价格因素发挥市场机制实现节约用水，还有助于理顺城市供水的价格

机制，目前实行（或即将实行）阶梯水价的城市越来越多。实践经验表明，要让阶梯水价真正发

挥作用，还需要妥善解决好一些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阶梯水价实施的效果和

效益，应该得到行业和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智能水表问题 
  智能水表对供水管理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对实行阶梯水价来说更是基础性的。智能水表发挥

作用的前提是质量有保证，性能可靠准确，但实践中由于智能水表自身或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导

致其推广应用经常受阻，有的地方从智能水表换回了机械水表，有的甚至从 IC 卡购水回到了抄

表收费的时代。 
  解决智能水表的问题应该分为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应该把智能水表的研发作为行业的基

础性工作来抓，给予水表厂家研发经费支持，培植大型专业水表厂家的发展。从水司层面，在采

购水表时，在关系、价格、质量和业绩诸因素中侧重后两者，引导水表厂家把工作重心放在技术

进步上。 
  财务可行性问题 
  实施阶梯水价需要对现有供水系统进行改造，每户的改造费用大约在 1500 元～2000 元。其

中水表改造费用占 1/4 左右，其余大部分为分户供水的水管改造费用。假设每个家庭每年的水费

为 300 元，那么改造费用相当于其五六年水费的总和。忽略实行阶梯水价对自来水公司管理费用

的影响，改造费用将无法收回，也就是说实行阶梯水价的财务可行性是个大问题。 
  降低改造费用是解决财务可行性的关键。水表改造是必要的，这笔支出无法避免。而水管分

户改造的主要原因是水表入户后不方便管理，会发生个别居民破坏水表和偷水等行为，因此需要

进行改造将一个单元的水表统一放置在室外以利于水司的管理和控制。很明显水管改造的支出不

是必须的，如果管理得好完全可以把水管改造费用省掉。 
  如果不改造水管只改造水表，每户的改造费用大约在 400～500 元的水平，相当于一个家庭

一年多的水费。对自来水公司来讲这时实行阶梯水价节约的管理成本和额外增加的水费收入基本

可以平衡改造费用，在财务上有了推进的基础。 
  改造资金落实的问题 
  目前已经实行阶梯水价的城市，改造资金的来源大多还是一笔糊涂账。 
  一般来说当地往往规定由政府、居民、自来水公司共同承担改造费用，但在实践中，改造资

金却常常没有落实，通常由自来水公司通过负债的方式先行支付，由于金额巨大难以通过涨价方

式转嫁给居民而成了遗留问题。 
  改造资金悬而未决不仅给自来水公司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对阶梯水价的推广也将产生不利

的影响。如果将来都通过涨水价的方式来筹集改造资金，势必会引起市民的反对。新实行阶梯水

价的城市或区域在推进之前应该先谋划资金平衡问题和财务可靠性问题，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降

低财务负担，避免新的资金问题出现。对于已经存在资金遗留问题的城市，应该加紧解决以免使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通过前述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实行阶梯水价对水司管理方式的变革提出了要求： 
  一是提升管理能力。多数实行阶梯水价的水司都对组织机构、流程和分工等做了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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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系统性、科学性不够。应该针对阶梯水价的管理进行专题研究，重新设计优化水司管理的各项

工作，以提高效益和效率。 
  二是加强与智慧城市的融合。智慧城市是国家战略，智慧水表的使用为水司的数据资源与其

他部门、机构产生协同效应提供了可能。在大数据时代，很多规划都会发生变化，盈利模式也会

发生变化。当前如何利用数据资源的模式还不成熟，在应用中不断探索是挖掘数据价值的重要途

径。 
  三是加强合同管理。如果法规和供水协议得不到执行，很难想象阶梯水价能达到预期效果。

比如前述的水管分户改造，如果在供水协议中对偷水行为和破坏水表行为作出严格规定，通过法

律手段让违反协议的居民付出比 2000 元高得多的代价，巨额的水管改造费用就不需要了；相反，

如果不重视合同执行，为了防止一户偷水要对 100 户都进行改造，那么再好的事情也会变得不可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