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加快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 

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2017〕17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市政管委、

水务局），海南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

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 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有关要求，经商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委，现就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我国水资源短缺，人均占有量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缺水形势日

益严峻。目前，非居民用水占全国城镇供水总量的比例约 50%，提高非居民用户

节水意识，引导非居民用户，特别是高耗水行业和用水大户节水，是缓解水资源

供需矛盾、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有利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对促进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城镇节水减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多数地区尚未建立有关制度，出台政策的部分地区在制度设

计上也有待完善。为进一步促进节约用水，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和用水定额

的引导作用，必须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二、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要以严格用水

定额管理为依托，以改革完善计价方式为抓手，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落实

责任、保障措施等手段，提高用水户节水意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产业



结构调整。2020年底前，各地要全面推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二）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

禀赋情况、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方案。二是保障合理

需求。科学制定定额标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保障非居民用户合理用水

需求。三是积极稳妥推进。率先对条件较为成熟的重点行业和用水大户实行超定

额累进加价，不断积累经验，完善政策，逐步全面推开。 

  三、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实施范围为城镇公共供水管网

供水的非居民用水户。 

  （二）用水定额。各地可选用国家分行业取用水定额标准，也可结合当地非

居民用户的生产、经营用水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分行业用水定额，为

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奠定基础。已经制定用水定额标准的，

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水资源禀赋变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及时修订完善。 

  （三）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各地要根据用水定额，充分考虑水资源稀缺程

度、节水需要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原则上水

量分档不少于三档，二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 0.5倍，三档水价加价标准不低于

1倍，具体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由各地自行确定。对“两高一剩”（高耗能、高

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要实行更高的加价标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少

污水排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缺水地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大加价标准，充

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四）加价项目。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上仅为自来水价加价，不

包含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和各种附加。 

  （五）计费周期。计量缴费周期由各地在充分考虑非居民用户用水习惯和生

产周期性差异等因素的基础上自行确定，可以月、季度或年度作为一个周期进行

核定。 

  （六）资金用途。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形成的收入要“取之于水，用之

于水”，主要作为供水企业收入，用于管网及户表改造、完善计量设施和水质提



升等；也可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对节水成效突出的企业进行奖励，用于企业节水

技术改造、节水技术工艺推广等。资金征收和使用具体管理办法由地方制定。 

  城镇自备水源用户取水，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29 号）的有关规定累进收取

水资源费。 

  四、保障措施和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5〕17 号）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建立健全非居民

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负主体责任。各地要切实负起责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和本意见要求，结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于 2018 年 6 月底前制定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推进非

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的进度和时限要求。已出台相关制度的地区应根据本意

见要求，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有关政策规定。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建立工作

机制，共同做好工作。价格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做好分档水量划分和加价标准制定

等工作；城镇供水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做好计费周期确定和超定额用水的核定等工

作。 

  （二）推进成本监审和公开。各地在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的同时，要加强对供水企业成本的常态化监审，进一步健全供水企业信息披露

机制，继续推进供水企业成本公开和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公开，扩大公众参与范围

和程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完善配套措施。各地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快完善用水计量设施，积

极推行智能化管理，提高用水计量效率和精准度，为建立健全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度提供更有利的基础条件。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节水激励机制，对用

户定额内用水的节约部分给予适当奖励。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水权交易试点，

对节约的水权进行交易。 

  （四）加强督导检查。省级价格和城镇供水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市县的

工作指导、督导和检查，将建立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各项要求落



实到位，取得实效。2020年底前，每年 6月和 12月要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

城乡建设部报送本地推进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工作进展情况。国

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适时检查通报各地工作落实情况。 

  （五）强化宣传引导。各地要加强舆论宣传，强化水情教育，大力宣传我国

水资源紧缺现状，引导各用水主体树立节水观念，提高节约用水自觉性。采取多

种方式开展政策解读，适时宣传政策成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各方共识，

创造良好舆论氛围。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7年 10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