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 

保护水资源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水资源分布不均衡，

水体污染也很严重。目前，许多城市缺水情况日益严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

节和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作用，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 提高用水效率，努力建设

节水型社会，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水价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近年来，我国水价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水利工程水价有所提高，供水成本费用

得到部分补偿。城市供水价格基本完成由福利型向商品型转变，并已基本达到保本水平。

普遍实行了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城市污水处理率有较大提高。水资源费征收力度逐年加大，

节水型水价机制正逐步形成。但是水价机制和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部分地区终端水

价偏低，不利于提高用户节水意识；二是水利工程水价仍低于供水成本，致使工程老化失

修；三是污水处理收费不到位，污水处理设施难以维持正常运转；四是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偏低，不能反映我国水资源紧缺状况；五是各类水价比价关系和计征方式不合理，不利于

合理配置水资源。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和优化配置水资源。 

    二、水价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二)水价改革的目标：建立充分体现我国水资源紧缺状况，以节水和合理配置水资源、

提高用水效率、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水价机制。水价改革的原则：一是调整水

价与理顺水价结构相结合，按照不同用户的承受能力，建立多层次供水价格体系，充分发

挥价格机制对用水需求的调节作用，提高用水效率；二是水价制定与供水设施建设相结合，

积极建立和培育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场，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三是合理利用水资源与防治

水污染相结合，努力实现污水再生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水环境；四是供水单

位良性发展与节水设施建设相结合，合理补偿供水单位成本费用，促进节水工程建设和节

水技术推广；五是水价形成机制改革与供水单位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推进企业化管



理和产业化经营，强化水价对供水单位的成本约束，努力发挥市场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 

    三、合理调整供水价格，尽快理顺水价结构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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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综合考虑本地区水资源状况、产业结

构调整进展和企业承受能力，逐步使城市供水公共管网覆盖范围内取用地下水的自备水费

高于自来水价格。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区，应加大水资源费调整力度，以限制地下水过度

开采，促进再生水的利用。要将水资源费调整与供水价格调整结合起来，合理调节供水单

位和政府间的收益。 

  (四)逐步提高水利工程水价。按照《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规定，将非农业

用水价格尽快调整到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水平。在大力整顿水价秩序，完善水费计收机

制，取消不合理加价和收费，并降低管理成本基础上，合理调整农业用水价格，逐步达到

保本水平。 

  (五)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是终端水价。要综合考虑上游水价、水资

源费情况，以及供水企业正常运行和合理盈利、改善水质、管网和计量系统改造等因素，

在审核供水企业运营成本、强化成本约束基础上，合理调整城市供水价格。 

  (六)优先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各地区要限期开征污水处理费。已开征污水

处理费的城市，在调整供水价格时，要优先将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调整到保本微利水平。暂

时达不到保本微利水平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结合本地区污水处理设施运

行成本，制定城市污水处理费最低收费标准，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 

  (七)合理确定再生水价格。缺水地区要积极创造条件使用再生水，加强水质监测与信

息发布，确保再生水使用安全。再生水费由生产供应单位向用户按用水量计收。再生水价

格要以补偿成本和合理收益为原则，结合再生水水质、用途等情况，与自来水价格保持适

当差价，按低于自来水价格的一定比例确定，引导工业、洗车、市政设施及城市绿化等行

业使用再生水。对再生水生产用电实行优惠电价，不执行峰谷电价政策，免征水资源费和

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研究制定鼓励生产和使用再生水的税收政策，降低再生水生产和使用

成本。同时，各地区要适时制定办法，扩大再生水使用范围，强制部分行业使用再生水。 

    四、改革水价计价方式，强化征收管理 



  (八)加快推进对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未实施阶梯式水价的地区要

争取在 2005年底前实施。已实施的地区，要依据本地情况，合理核定各级水量基数，在

确保基本生活用水的同时，适当拉大各级水量间的差价，促进节约用水。实行用水包费制

的地区，要限期实行计量计价制度。 

  (九)切实推进抄表到户工作。抄表到户是实施阶梯式水价的前提。各地区要切实加强

领导和协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计量系统改造计划和实施方案，供水企业因此增加

的改造、运营和维护等费用，可计入供水价格，引导和支持供水企业推行抄表到户。 

  (十)科学制定各类用水定额和非居民用水计划。严格用水定额管理，实施超计划、超

定额加价收费方式，缺水城市要实行高额累进加价制度。同时，适当拉大高耗水行业与其

他行业用水的差价。对城市绿化、市政设施等公共设施用水要尽快实行计量计价制度。 

  (十一)完善农业水费计收办法。要将农业供水各环节水价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推

行到农户的终端水价制度。切实加大农业灌溉设施改造力度，对末级渠系改造进行试点。

改革农业供水管理体制和水费计收方式，降低管理成本，创造条件逐步实行计量收费，推

行超定额用水加价等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减轻农民水费负担。 

  (十二)加大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征管力度。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

费的收缴率，切实加大对自备水用户污水处理费和水资源费的征收力度。严禁用水单位在

城市排水管网覆盖范围内，擅自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规避交纳污水处理费。自备水用户

水资源费要按其实际取水量计收，取水单位或个人应当在取水设施上安装符合标准的计量

设施，无计量设施的，可按取水设施的最大实际取水能力计收。同时，加强对污水处理费

和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的管理和监督，为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以及节水设施建设和节

水技术推广提供资金保障。 

    五、加强水资源综合规划，努力推进供水管理体制改革 

  (十三)尽快完成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要会同有关部门

继续做好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作。要通过水资源评价，掌握水资源现状和变化趋势；

在节水和保护水资源的前提下，研究分析水资源、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确定水资源可利用

上限；根据水资源可利用潜力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抓紧完善水利及供水工程建设标准，

合理调整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定额，制定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及跨流域、跨地区配置的

工程布局和方案。 



  各地区要统筹考虑城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协调供水、节水与污水再生利用

工程设施建设。建设项目要落实节水措施，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缺

水地区在规划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时，要将污水处理再生利用作为缓解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重

要措施，同步规划和建设污水再生利用设施。 

  (十四)积极扶持和促进海水开发利用。尽快制订和实施海水利用规划，优化沿海地区

水资源结构，扩大海水利用规模。沿海地区要统筹利用海水淡化水，对以供应居民用水为

主的海水淡化厂和管网设施，应予以一定的扶持。利用海水生产淡水的，免征水资源费，

以降低其生产成本，扶持和促进海水开发和利用。 

  (十五)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步伐。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

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36号)的规定，在对供水管网全面普查基础上，对运行

使用超过 50年和严重老化的供水管网，尽快予以更新改造，有效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

同时，要将供水管网和排水管网建设结合起来，缺水地区的供水管网改造应与再生水利用

管网建设统筹进行，逐步建成供水、排水、再生水管网相匹配的城市供排水管网体系。 

  (十六)改革供水管理体制。水利工程供水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

办关于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45号)的要求，建立多样

化的水利工程管理模式，逐步实行社会化和市场化，通过招标等市场方式，委托符合条件

的单位管理水利工程，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水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

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单位，要结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实现政企分开，逐步引入特许经营制度，通过创新机制促使供水单位加强管理、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六、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节水和水资源保护政策尽快落实到位 

  (十七)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水价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实施难度大，各地区、

各部门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积极稳妥地分步推进。要充分考虑用户的实际承受能力，

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用水，切实做好对低收入家庭的水费减免工作。各地区要把握

水价改革时机，统筹考虑与其他价格改革的衔接，防止集中出台调价项目，保证水价改革

顺利实施。 

  (十八)加强对水价改革工作的督查。各地区要尽快制订水价改革规划，完善配套措施，

大力推进水价改革。要明确工作任务和要求，加强跟踪指导和监督检查，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确保各项政策尽快落实到位。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检查通报各地工作进

展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     

                          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