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通知 

计价格〔2002〕5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有关部门： 

近年来，各地按照国家计委、建设部颁布的《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对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应看到，城市供水在水价构成、水价形成机制以及供水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仍存

在不少问题。为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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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防治水污染，经报请国务院批准，现就进

一步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做好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工作 

  我国是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要加强对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领导，坚持开源与

节流并重，把节流放在优先位置，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坚持合理利用水资源与防治水污染

相结合，治污为本，努力为城市和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的供水保障和良好的水环境；坚

持水价形成机制改革和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促进政企分开，努力发挥市场机制

对水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要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节约用水、合理利用水资源、防治水污染

必要性、紧迫性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意识。 

二、推进水价改革，建立合理的供水价格形成机制 

  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促进水资源保护和合理

利用。一是调整水价要与改革水价计价方式相结合。全国各省辖市以上城市应当创造条件

在 2003年底以前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其他城市也要争取在 2005年

底之前实行；取消部分地区实行的用户用水最低消费(月用水流量底数)的规定；各地要对

非居民用水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用水管理，实行用水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办法，拓展

水价上调空间，增强企业、居民的节水意识。二是要针对不同城市的特点，实行季节性水

价，以缓解城市供水的季节性矛盾。三是要合理确定回用水价格与自来水价格的比价关系，



建立鼓励使用回用水替代自然水源和自来水的价格机制，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和回用水设施

建设。通过改革，建立以节约用水为核心的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 

三、做好水价改革规划工作，健全完善各项配套措施 

  水价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及各有关方面的利益，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做好总体规划，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地应在调查的基础上，明确水价改革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制定水价改革和调整计划；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完善改革的相关配套措施，指导供水

企业建立财务和成本约束机制，严格控制成本增长和费用支出。 

  在推行阶梯式计量水价改革中，可实行成熟一批，改革一批的办法，在规定期限内全

部实行。供水企业实行抄表到户所增加的维护和运行费用，允许计入价格。 

  水价改革要充分考虑居民和企业承受能力，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用水。水价改

革方案出台，要按照《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召开价格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确保

改革积极稳妥地进行。 

四、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力度，逐步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要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2003年底以前，全国所有城市都要开征污水处理费，

并按流域或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有关要求，在 2006 年底前建成相应规

模的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已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要将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尽快提

高到保本微利的水平。要逐步提高自备水源单位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理顺水资源费与自

来水价格的比价关系，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促进水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水资源费属于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五、理顺水价结构，完善相关节水措施 

  清理、整顿随水价一并收取的各种收费，制止乱收费和乱加价。属于不合法和不合理

的收费，要坚决取消；属于供水企业、污水处理企业成本构成的合理收费，要直接进入成

本，并计入价格。城市市政、园林、绿化、消防等公共设施用水，要尽快实行计量计价制

度。 

  各地要加大节水技术政策和标准的贯彻执行力度，积极推广使用节水型用水器具和中

水利用技术。大型公共建筑、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以外的自备水源单位以及有条件的城

市，应当按有关规定和标准建设中水设施。要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工业、市政、环境及绿



化等行业使用回用水。要尽快组织制定重点工业、特别是耗水量大的工业用水定额标准，

在水资源匿乏的城市调整产业结构，禁止或限制建设高耗水工业项目，建立节水激励机制。 

六、改革城市供水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努力引入市场机制 

城市供水价格改革应同供水企业、污水处理企业的改革以及经营机制的转换结合起

来。供水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改制的关键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企业管理的污水处理

厂，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机制；目前仍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的污水处理厂要积极创

造条件向企业管理转变，转制前其收入暂按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大

中城市的供水和污水处理企业原则上要在“十五”期间完成企业改制的各项工作，实现政

企分开，划清政府与企业的责权，使供水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经营实体。各地可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供水和污水处

理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有条件的城市还可以进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试点，促进供水

企业和污水处理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营管理体制。 

七、做好城市水价改革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水价改革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运作。城市人民

政府要由主要负责同志挂帅，组成专门班子负责研究、制定和落实水价改革方案。价格主

管部门要做好进一步推进水价改革的工作；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涉及城市供水方面的各种行

政事业性收费的收支和票据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供水企业改制及其他配套

工作，配合做好城市供水价格改革；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水利工程供水管理单位的改制

工作；环境保护部门要做好城市水源地水环境保护工作和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水质监测工

作。各级政府统筹规划，有关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加快推进城市供水价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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