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兴水强滇”战

略的决定》（云发[2011]7号）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云政发[2012]126号）要求，进一步运用价格杠杆在促进节约用

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现

就加快推进我省水价综合改革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加快推进水价综合改革的必要性 

  我省虽然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由于时空分布不均和水利基础薄弱，工程

性缺水的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缺水范围不断扩

大，缺水程度日益严重，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我省目前

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 7%，不到全国的 1/3；已建成的水库 97%是小型水库，

调蓄能力弱；全省人均蓄水库容不到全国的 1/2，水利工程人均供水能力仅为全

国的 64%。与此同时，水资源利用率低、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问题仍比较突

出，滇中地区的大多数城市生产生活用水形势日趋严峻。保障城市供水和生活用

水安全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近年来，各地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不断加大水价改革工作力度，先后

开征了城市污水处理费，逐步提高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调整提高了水利工程供

水、城市供水和农业用水价格水平，部分城市还实行了阶梯水价等，对于提高城

市供水保障能力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有一些地方认识不够深

刻，主动推行水价改革的意愿较低；水利工程水价和污水处理价格还不能够完全

补偿生产成本；有的地方“一户一表”改造进展缓慢，供水企业抄表到户率低，

制约了阶梯水价进展；有的城市已实施阶梯水价，但水量基数和阶梯差价设定不

合理，难以起到促进节约用水的作用。各地要充分认识深化水价改革的重要意义，

采取切实行动，加快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激发社会力量加入水利建设，引导和促

进节约用水，不断提高污水治理能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

能力相协调。 



一、水价综合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一）主要目标 

  进一步完善以优化配置水资源、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

源健康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水价形成机制和水价体系。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费标准

管理、合理确定水利工程水价和污水处理价格。全面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

和非居民用水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促进节约用水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需要。 

（二）基本原则 

   加快推进水价综合改革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水价制定与供水设施建设相

结合，建立和培育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场，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二是水价改革与

供水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供水成本约束，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

中的作用。三是调整水价水平与理顺水价结构相结合，科学合理安排各类水价比

价关系；四是保障基本，对群众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实行较低价格，并保持相对稳

定；五是促进节约，对超过居民基本用水量和非居民用水超计划（定额）的部分，

要适当提高价格，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环境价值，使供水企业弥补成本并

获得合理收益，引导和促进节约用水；六是公开透明，各地在推进水价综合改革

调整制定城市供水价格时，应实行供水企业成本公开和定价成本监审公开，严格

履行听证程序，提高制定水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二、进一步调整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各地要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29号）要求，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管理。要严格遵

循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制定的原则，规范水资源费标准分类，合理确定水资源征收

标准，确保 2015年底前将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调整提高到地表水每立方米

0.20元、湖泊水 0.40元、城市规划区以外地下水每立方米 0.50元，其它水资

源费标准按《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

准的通知》（云价价格[2011]128号）要求执行。 

三、积极推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 



  各地要按照《云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实施办法》（云计价格【2003】1246

号）和《云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改革“十二五”规划》（云发改物价【2011】

2643号）要求，科学合理制定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将非农用水价格调整到补偿

成本、合理盈利的水平。综合考虑节约用水和农民承受能力，在完善计量设施、

水费计收机制和财政适当补助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农业用水价格，逐步达到保本

水平。充分发挥价格导向作用，引导和支持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工程建

设。对利用贷款、债券建设和政府鼓励发展的民办民营水利供水工程供水价格，

按补偿成本并获得合理利润确定。企业投资部分，税后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按当期

发行的 5年期储蓄式国债利率加 1-2个百分点核定。 

四、尽快将污水处理费调整和执行到位 

  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深化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

保护水资源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发〔2005〕170号）要求，污水处理费必

须调整和执行到位。凡未调整和执行到位的，今后调整城市供水价格时要优先调

整污水处理费标准。要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特别要加大城市排污管网覆

盖范围内自备水源单位的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适应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和污

泥处理标准的提高，在对污水处理厂运营成本进行监审的基础上，可结合污水处

理在线考核和污水处理费拨付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污水处理费标准，促进污水

处理行业协调发展。 

五、加快阶梯水价改革步伐 

  （一）推进居民生活用水阶梯价格改革 

   县城以上城市公共供水范围内实行“一户一表”计量用水的用户，均应实行

阶梯式水价。水量和水价按照三级安排，可结合本地实际适时调整。 

  阶梯水量：根据当地近三年居民实际平均用水量等情况，合理确定各级水量。

其中：第一级水量基数要确保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要，并覆盖本区域内 80%居民

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水资源紧缺地区可参照昆明市现行每户每月 10立方米

的标准确定。第二级水量基数能够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并覆盖本区域内

90%居民户月均用水量。第三级水量基数为超出第二级的水量。 



  阶梯水价：根据当地水资源紧缺程度和供水成本，合理制定各级水价。其中：

第一级水价按照弥补成本的原则制定，维持较低价格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第

二级水价按弥补供水企业正常合理成本并获得合理收益确定；第三级水价在第二

级水价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水资源稀缺程度和补偿环境损害成本。具体价格可

以按 1：1.5 : 2的比例安排，水资源紧缺地区可进一步扩大各级水量间的价差。 

  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县级市（区）和水资源紧缺县（具体名单见附

件），要在今年年底前研究拟定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完成供水成本监审和听

证会准备工作，在 2014年 6月 30日前实施阶梯水价。其他县城在 2015年底前

实施阶梯水价。供水范围没有全部实行“一户一表”改造的，要先对“一户一表”

用户实行阶梯水价。 

  切实加强“一户一表”改造，实现供水企业抄表到户、结算到户、服务到户，

为实行阶梯水价创造条件。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城市供水主管部门研究

制定“一户一表”改造计划和实施方案，多渠道争取改造资金来源。在制定和调

整城市供水价格时，可在水价中适当计提部分费用专项用于户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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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施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超计划（定额）累进加价政策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使用城镇公共供水且日均用水量达到 30立方

米以上的用水单位严格实行计划（定额）管理，用水计划和行业用水定额按水行

政主管部门及行业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计划（定额）用水量以内的部分执行规

定的到户综合水价，超计划（定额）用水量部分实行累进加价制度。超计划(定

额)用水累进加价费的收费标准为： 

  超计划(定额) 20%（含）以内的，按现行水价的 1倍加收了（加收部分不含

附征的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垃圾处理费，下同）；超计划(定额)在 30%（含）

以内的，累进部分按现行水价的 2倍加收；超计划(定额)在 30%以上的，累进部

分按现行水价的 3倍加收。 

 六、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水价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各州（市）发展改



革部门要高度重视，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供水主管部门成立加快推进水价综合

改革领导小组，由“一把手”负总责，认真研究推进水价改革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制定周密的工作方案，统筹协调好水价改革与其他价格改革工作。供水

企业要严格按照政府有关部门的要求，认真执行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的各项政策措

施，确保水价改革落实到位。 

  （二）认真论证改革方案。水价改革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各地要对方案

进行认真论证，并广泛听取民意，特别是要科学合理确定阶梯水价各梯级的水量、

价格，使制定的水价方案既符合人民群众实际需要，又有利于促进节水和资源可

持续利用。 

  （三）全面实行成本公开。各地推进水价改革，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

制度，必须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城市供水价格调整成本公开试点工作

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0]2613号）中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进行成本公开，并

按规定进行价格听证和审批后实施，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水价改革的科学性

和透明度。 

  （四）完善低收入群体保障机制。实施居民生活阶梯水价对低收入群体生活

有影响的，要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免费或优惠水量，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或结合已

经建立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相应地调整社会救助

与保障标准等措施，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改革而降低。 

（五）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等各种媒

体，向群众充分解释当前水资源和水污染治理面临的形势，加大节水和污水处理

力度的紧迫性，供水及污水处理单位运行面临的困难，对低收入家庭的照顾措施，

以及政府在供水及污水处理等方面的投入和补贴政策等相关措施，全面阐述调整

水价和实施阶梯水价的必要性，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为推进水价改革创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附件： 

16个州市所在地、县级市（区）及水资源紧缺的县城名单    



                                      云南省物价局  

                                        2013年 6月   

 

 

16个州市所在地、 县级市（区）及水资源紧缺的县城名单 

 

一、州市政府所在地 

  昆明市主城区（含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官度区、呈贡区、空港经济区）、

麒麟区、红塔区、隆阳区、昭阳区、古城区、思茅区、临翔区、楚雄市、蒙自市、

文山市、景洪市、大理石、芒市、沪水县、香格里拉县 

二、县级市（区） 

  安宁市、东川区、宣威市、个旧市、开远市、弥勒市、瑞丽市 

三、水资源紧缺县 

    巍山县、宾川县、祥云县、弥渡县、鹤庆县、永胜县、双柏县、南华县、禄

丰县、元谋县、牟定县、姚安县、大姚县、武定县、嵩明县、晋宁县、富民县、

江川县、华宁县、通海县、易门县、建水县、石屏县、富源县、会泽县、马龙县、

陆良县、师宗县、罗平县、沾益县、泸西县、砚山县、丘北县、西畴县、广南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