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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 日本的自来水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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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 日本不同城市的两部分水费制的具体实施和 “负担公平化和经营稳定化”宗旨以及供水行业支出费用的组成。 日 

本的市民每个月的自来水水费支出数额 占整个生活消费总数的比例呈缓慢上升趋势，随着水价逐年缓慢增长。日本的水价和 

水费管理模式以及上海最新提 出的三级梯度水价规划方案值得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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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otable Water Price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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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intrc,duced that water charge system of two parts in different cities in Japan ，the aim of equitable burden and 

operational stability，and the expenditure composition of water supply industry．The portion of monthly po table water charge in the 

total sunl of personal living expenses has been increasing slowly with the water price rising year after year in Japan ．It is good for using 

them aS references，such as the water price and manage model of water charge in Japan，the blue print of three-grade water prices 0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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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2005年，建设部颁布的最新饮用水水质标准与国 

际发达国家的水质标准接近。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用水水质的重要 

性的认识和要求越来越高，自来水行业的压力越来越 

大。因此，确定合理的水价和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水 

价增长机制，其意义十分重大。水费对于 自来水行业 

的发展和经营的经济杠杆作用不可忽视。虽然自来水 

行业是城市的公用事业单位，但不能成为市政府的沉 

重负担，应该力争做到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我 

发展”，成为独立的企业。适度的水价和水价增长机 

制，可以促使人们节约用水，避免不必要的水资源浪 

费，充分应对水资源 日益短缺的严峻形势，合理水价 

可以在水资源经济配置和有效利用方面发挥作用。合 

理的水价可以确保净水行业的财源，从而保障净水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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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 (制水能力)的增加和水处理工艺过程的优化与 

改造，以提高水质；以利于扩大供水范围；确保供水 

行业可提供足够的压力，充沛的水量，优良的水质和 

令人满意的服务质量。日本非常重视水费制度的改革 

和改进，其宗旨是在供水行业保证提供优质水的基础 

上，力争做到 “负担公平化和经营稳定化”。 

2 日本的两部分水费制 
2．1 家庭用水 

日本人称为 “二部料金制”的水费制由两部分组 

成。在具体操作上，各个城市之间存在微小差别。许 

多城市分为基本水费和使用水费，城市中所有使用自 

来水的居民家庭，每月所交水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 

为基本水费，这部分水费的上交，意味着可使用一定 

量的自来水，可以使用多少 m 的水，是 日本各个城 

市多年来研究和变化较多的策略问题。目前，绝大部 

分城市实行上交基本水费，意味着可用 8或 10 m 水， 

也有的限定可用 5～7m3或 11～20 m 。在这种水费制 

度下，即使居民每月用水量不到限定水量 (目前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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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城市规定 10 m0)，哪怕你那个月没有用 自来水 

(如出门不在家)，也得交基本水费；另一部分为使用 

水费，根据抄表使用量须交纳超过每月基本水费中的 

规定量的费用，即超过限定量 (如 l0 m3)的那部分 

使用量的水费。日本的水价是根据每个地区具体的实 

际成本等确定的，每个城市的水价都会有不同的几种， 

如东京、大阪、京都、福冈和北海道几个有代表性的 

城市和地区，在 1996年家庭用水的水价详细情况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即使同在东京市，水价也存在差 

别，五个城市和地区的基本水费的平均单价从66～200 

日元／m0不等，总平均为121日元／m0；超过部分 (使 

用水费)平均单价范围为 4l～227日元／m3，总平均 

为 138日元／m0。总得规律性是城市越大，用户越多， 

水价越低。 

表 l 1996年日本几个代表性城市的家庭用水的水价变化⋯ 

基本水费和使用水费两部分 (包括水表使用费) 

合计后再加上消费税 (5％)为家庭应交的水费 (参见 

表 2)。从表 2可以看出，1996年日本 100万以上人口 

的城市，平均每个用水家庭，每个月须交 20 rn3的基 

本水费2145日元，如超过 20 rn3(注：这是 日本水道 

协会统计时按20 m3计，实际上绝大部分城市以10 m0 

或更少为限)，则按 113日元／m0另行计算费用，同时 

还要计人 5％的消费税。充分体现了水这个特殊商品 

的价格也确实包括了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四个要 

素 。 

2001年，日本泉佐野市的家庭用水 (一般接管的 

管径为l3或20 ram)的基本水费为790日元，基本水 

费中包括可使用 10 m3的自来水，如果实际使用水量 

超过 10 m3，则按表 3所示的单价另计算超过部分的 

水费。从表 3可见，该水价体现了使用水量越多，水 

价越贵的原则。 

日本的两部分水费制的宗旨是使供水企业资金得 

到保障，使其经营和发展的基础牢固稳定。例如 J， 

日本兵库县采用的两部分水费制的特点是，依靠 “基 

本水费”部分回收包括减价偿却费、利息支付、特别 

损益和累积损益等在内的固定费用；依靠 “使用水费” 

(超过部分)回收象动力费、药品费等所谓变动费。由 

于各个城市供水费用的支出不完全一样，两部分水费 

制的具体特点在各个城市也有所不同。 

表2 1992年和 1996年 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水价和费用比较⋯ 

注：表中家庭用水 “基本水费”中包括消费税和水表使用费。 

表3 家庭用水超过部分单价【 ] 

水量 (m ) 单价 (日元／n13) 
l1～2O 

21～3O 

3l～ 5O 

5l～ lOO 

l01以上 

1 l5 

136 

18O 

230 

265 

日本实行的每个月两部分水费制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有些城市的两部分水费的具体内容与前述略有不 

同。例如长崎市，家庭用水和管径小于 20 rnlTl的用户 

的每月水费中，不管用多少水量，须交基本水费805日 

元，没有可用的限定水量；使用水费则根据水表读数， 

使用量在 1～10 rn3范围内部分，按照每 m0 70日元再 

另行计算费用 (注：10 m0之内仅是水价便宜)，超过 

10 m3部分，按照每rrl3 270 t3元计费。总的原则是超过 

的量越多，水的单价越高。这种水费制度的特点是鼓励 

人们去节约用水，所以也可称为 “节水水费制”，也在 

许多城市采用。下图所示为长崎市 20 rflrfl以下管径的 

用户，其水费随用水量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见，用水 

量在 10 m0之内，曲线的坡度平缓，水费增长缓慢；当 

用水量超过 10 m3，曲线的坡度变陡，水费增长的速度 

很快。在日本，到处都体现 “经济是杠杆”的作用，节 

约用水也是依靠水价来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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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 (m ) 

图 20 rtIlTI以 F管径 的水 费随用水 量的变化 

2．2 企事业单位用水 

城市用水户主要是家庭，除家庭用水外，学校、医 

院、机关和公共浴室以及企业等用水的水费是按照供水 

管道的管径大小，也实行两部分水费制 (基本水费和超 

过部分的使用水费)。例如名古屋 1982年对企业每月用 

水的水价规定为，凡使用 20--25 mm管径供水的单位， 

基本水费 3900日元，可用 20 m ，超过基本水费规定 

的可用水量 2O m]则按表 4所示的单价，另计算水费； 

管径为4O～50 mm时，基本水费为8600日元，可用 3O 
m 3；管径为 70 ITln-i以上，基本水费为 19200日元，可 

用 5O m]，超过部分均按表 4另计。从表 4也可以看 

出，用水越多，水价越高。 
表 4 企业用水超过部分水价【3] 

用水量 (ITI ) 水价 (日元／m3) 

21～30 

31～5O 

51～ 1OO 

l01～300 

3()1以上 

247 

257 

272 

282 

287 

2001年，长崎市对家庭用水以外的其他企事业单 

位用水，每月也实行与其它城市略有不同的两部分组成 

的水费制度。对于城市中不同管径的一般用户，按照管 

径大小，收取基本水费，详见表 5；然后按照使用量计 

算使用水费部分，如果使用量在 l0 m3以内，按 70日 

元／m]计；使用量为 11～50 m3，按 270日元／m3计； 

使用量 51～100 m3，按350日元／m3计；使用量>100 

m3，按 425日元／m3计。对于一些特别的用户，计量 

水费部分有特别的规定，无论用水量多少，均按统一的 

单价，如公共浴室，按照70日元／m]计；船舶用水按 

照170日元／rn3计 ；临时用水按照 425日元／rn3计。 

这种水价制度，在日本也颇具代表性。 

表 5 不同管径的基本水费【4] 

管径 (n1m) 金额 (日元) 

805 

1oo0 

25oo 

45oo 

95oo 

16000 

33000 

45ooO 

3 日本的水费增长和费用情况 

日本根据城市人口 (城市规模)，分为不同的供水 

分区，根据 日本水道协会 1996年统计，其供水水费的 

逐年变化见表 6。从表 6中可以看到，从 1970～1996 

年的26年中，除了个别情况外，无论城市规模大小， 

基本上遵循水费平均每年都在增长的规律，但增长的幅 

度似有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一点，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 

国情有关。日本是发展了的国家，近十年经济处于不太 

景气的态势。一般来说 ，人工工资在逐年增加，物价在 

逐年上涨，制水成本等也会逐年上升。因此，水价逐年 

缓慢上涨是必然规律。从表 2中也可以看出，1992～ 

1996年的 4年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给水原价增 

加 6．5％；供水单价增加 13．4％。每月家庭用水水费中 

“基本水费”部分增加 15．4％； “超过部分 (使用部 

分)”增加 6．6％，同样均证明，就是在 日本这样的发 

展了的国家，水费也是逐年在增长。 

表 6 日本不同规模城市的供水分区基本水费部分逐年变化统计【1] 

注：1．家庭用水 lO m3水量作为基本费用的收费，单位：日元；2．增加比例指与前一列相比，平均每年增加的百分数。 

●  

∞∞ 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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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日本水道协会统计，5万人 口以上的城市中， 
居民家庭平均每个月的消费支出基本遵循逐年增加的 

变化规律，而水费的支出也明显地在逐年增加。水费 

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对比较稳定，但呈逐 

年缓慢上升之势，详见表 7。 
表 7 每个月水费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 

(日本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家庭)⋯ 

旦 !! 兰 ! !!墅至 ! 至!!! !!! 堡 
消费支出总额 (日元) 160475 234946 278592 317289 334069 333763 

水费 (日元) 831 1294 1802 2057 2130 2207 

水费是消费支出的比例 (％)0．5 0．6 0．6 0．6 0．6 0．7 

1996年，东京、大阪、京都、福冈和北海道 5个 

城市的自来水行业 ，平均供水费用组成比例为：人工 
费为 22．2％ (包括直接人工费 17．7％和间接人工费 

4．5％)、动力 费 3．0％、修 缮 费 10．2％、药 品 费 
0．8％、支付利息费 18．8％、减价偿却费 18．4％、买 

水费 9．4％和其它费用 17．3％。而同年，13本全国平 

均上水道供水费用 比例为人工费为 20．4％、动力费 

3．3％、修缮费 8．2％、药品费 0．7％、支付利息费 

17．4％、减价偿却费 18．9％、买水费 14．8％和其它费 

用 16．3％。从这些数据比例可看出，尽管13本的自来 

水行业 自动化程度比较高，但各项比例中，人工费所 

占比例最高，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观念；药品费和动 

力费用所占比例很小。 

4 我国水价 
我国水价普遍偏低。水价偏低也是导致自来水水 

质不能保障和不断提高的原因之一。以上海为例，上 

海的物价高，在全国数一数二，但水价仅居全国第 l7 

位，而上海的水质不能令人满意。很大程度上与水价 
太便宜有关。 

上海已进入富裕型国家生活水平，上海市民水费 

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很低，特别是 2000～2003年，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 0．61％～0．54％，几乎是逐年 

下降，见表 8。 

表8 上海市人均水费占人均收入的比例 

上海最新的 “全面提高供水水质行动计划”中第 
一

次提出了居民用水将实行三级梯度水价的规划，每 

户每月用水量 15吨以下的价格低于制水成本，超过 

15吨时分级次依次提高价格。 

5 结 论 
水价的经济杠杆作用不能忽视。13本的水费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为基本费用，另一部分为使用费 (超 

过部分费用)或计量费用。两部分水费制可避免滴水 

用水或计量设备中的一些麻烦。13本的水价逐年平均 

在增长，市民每月的自来水水费支出数额占整个生活 

消费总数的比例相对稳定，并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供 

水行业成本费用中，人工费比例较高占 20％左右，药 

品费和动力费用所占比例最小。13本的水价和水费管 

理模式以及上海最新提出的三级梯度水价规划值得借 

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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