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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19年开始，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要求，江西省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全面收费、用水户
全面缴费的目标为导向，紧抓水费收缴这个关系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的“牛鼻子”不放，积极推动水费收缴工作

落地见效，促进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 本文对江西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进一步规范全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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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定价及收缴

基本情况

1.1 农村供水水价定价情况

据统计，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全省已建成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 16 693处，已全部完成供水价格制定工
作。其中：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共 2 913处，千人以下
供水工程共 13 780 处。全省各地农村供水水价按照
“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进行定价，并充分考虑

了当地农村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部分地区还给予了

一定的财政补贴，保障了工程的稳定运行。当前，全

省农村供水执行水价平均约为 1.45元/t，运行成本水
价平均约为 1.85元/t，全成本水价平均约为 2.45元/t。
全省千吨万人以上集中供水工程一般实行政府定价，

由供水单位编制供水价格方案，报价格主管部门核准

审批，或由价格主管部门召开听证会，并报当地政府

批准；部分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实行政府指导价，由供

用水双方依据政府指导价协商确定；还有部分小型集

中供水工程的水价由供用水双方采取“一事一议”的

形式协商定价。

1.2 农村供水水费收缴情况

据统计，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全省农村集中供水
工程已收费处数 16 546处、占比 99.12%，按供水成本
收费处数 14 284处、占比 85.57%，应收水费 45 222.32
万元，实收水费 43 455.47万元，水费收缴率 96.09%。
其中：千人以上供水工程 2 913处，已收费处数 2 911
处，占比 99.93%；千人以下供水工程 13 780处，已收费
处数 13 635处，占比 98.95%。全省、各设区市农村集中
供水工程水费收缴情况汇总表详见表 1、图 1。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村供水执行水价整体偏低
目前江西省农村供水平均执行水价（1.45元/t）远

低于全成本水价（2.45元/t），执行水价为全成本水价的
59.18%，甚至有不少工程的执行水价低于运行成本水
价。这就说明，全省很多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益不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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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提折旧费用，甚至难以满足工程基本运行开支；过

低的水价注定了水厂自身难以维持正常生产运行。虽

然不少地方政府对农村供水单位给予了不同程度地资

金补贴，但由于总体收益与支出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无法解决水厂长效运行的问题。

2.2 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

全省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不健全。突出表现为

水价测算缺乏科学依据，对水价组成不清楚，对定价标

准和分类定价要求不清晰。水价适时调整机制也没建

立，基本上参照类似工程或其他乡镇的水价或以不得

高于城市水价为基准来定价。如不少地区物价部门未

对农村水厂进行测算及定价，基本是由村里协商确定，

只是象征性的征收 1.0~1.5元/t，或采用简单的一刀切
方法，一律按照每月每户 10元，没有体现差异性。甚至
有地方存在水价一经批复就很难再调整，一些工程几

年甚至十多年未曾调整水价。

2.3 小型工程标准低，供水水质与保证率低导致水费

收取难

受地形限制、农村人口分布散等原因，江西省农

村供水仍以小型集中工程为主，94%的小型集中供水
工程覆盖 33%的农村供水人口。多数小型农村供水工
程的水质净化、消毒设施等工艺简单或配套不完善，

水质达标率低。一些小型工程建设标准低，供水保证

率低，水质达标率不高，旱季水少、雨季水浑，导致

工程类型 工程数量/处
已收费工程

应收水费/万元 实收水费/万元 水费收缴率/%

全省合计 16 693

总数/处

16 546

占比/%

99.12 45 222.32 43 455.47 96.09

千人以上供水工程 2 913 2 911 99.93 37 467.07 36 183.91 96.58
千人以下供水工程 13 780 13 635 98.95 7 755.25 7 271.56 93.76

表 1 全省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费收缴情况统计汇总表

图 1 全省各设区市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费收缴率基本情况（截止 2020年 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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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交了水费，水质却无法得到保障，进而导致水费

更加难收缴[1]。
2.4 可选择用水方式多，农民人均用水量少

江西省为南方丰水地区，一般农村地区居民家中

都有几套用水设施，如压水井（手压水井、机电井）、

山泉水、自来水等。大部分村民平常生活用水主要依

靠压水井、山泉水取水解决，仅在干旱季节使用自来

水。如萍乡市安源区彭泉村大多数村民家中都有 3套
供水设施：一套是最早自家建的机电井，第二套是与

附近邻居共同筹资引山泉水入户，第三套是乡政府出

资建设的农村饮水工程入户自来水。一般洗衣、洗菜

等日常生活都使用山泉水，因机电井年久且需用电，

一般在山泉水不足情况下才用，自来水因需缴纳水

费，只是作为备用。同时江西省属于劳务输出大省，

农村大部分青壮年都常年在外务工，留在农村的大部

分是老人和小孩，常住人口是户籍人口的 1/2，甚至
1/3，使得较多农村供水工程运行存在“大马拉小车”
的现象。

2.5 城乡供水发展差距明显

总体来看，城市供水事业发展早、起步高，供水现

状相对良好，村镇供水事业发展晚、起步低，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据调查分析，我省城乡供

水在建设管理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城市供水人均投资

约为 600元/人，而农村供水达 1200元/人；运行管护
方面，城市供水运行成本水价约为 0.8元/t，农村供水全
成本水价为 2.5~3.0元/t，运行成本水价约为 1.8元/吨，
但实际执行水价不到 1.4元/t；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为
20%左右，农村水厂普遍为 30%~40%；城市水厂产能
利用率为 60%~70%，农村水厂产能利用率仅为 30%
左右。由此可见，城市供水集约化、规模化效益明

显，供水价格、管网漏损率、产能利用率相对合理，

而农村水厂由于地形复杂、居住分散、用水观念落后、

用户经济承受能力差等原因，建设管理及运行方面都

存在较大困难，具有公益属性、民生意义，需要财政扶

持、政策支持。

3 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良性运行机制

由于缺乏科学的水价调整机制，不少供水企业入

不敷出，亏损严重，因此，为确保供水行业良性运营，通

过建立水价调整的科学机制势在必行。建议政府层面

研究制定出台农村供水水价形成机制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农村供水合理水价形成机制的基本原则、主要目

标、工作流程等内容，规范指导各地建立农村供水合理

水价形成机制[2]。同时水利部门应切实担负起农村安全
饮水工作的主管部门职责，解决好农村饮水工作部门

之间协调难的问题，发展改革委员会、物价、财政等部

门应积极配合沟通协调，形成水费收缴工作的良性工

作机制。各地政府需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维修养护支

出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建立县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

修养护基金。

3.2 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

体化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县域为单位，统一规划、统筹

建设以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和规模化供水工程为主、小

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为辅、分散式供水工程为补充的供

水工程体系，实现全民覆盖，城乡共享优质供水服务的

供水保障模式。重点是建立标准化的城乡供水保障工

程体系、专业化的供水运行维护体系、合理化的水价形

成机制和财政补贴机制，实现“三统三全”目标，即统一

规划、统筹建设、统一服务，全员全域全覆盖[3]。推行规
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专业化管理，优先推进集约化

程度高、净水措施完备的规模化水厂建设，彻底长效地

解决农村供水工程问题[4]。
3.3 加大宣传力度，转变群众传统意识

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强化“水是商品”、深化“水资源属于国有”和“使用

者应付费”的意识，转变百姓喝福利水的观念，提高百

姓的交费意愿[5]。可通过张贴挂图、发放手册等形式向
农村居民宣传普及饮水安全、节约用水的知识，提高百

姓对农村饮水安全的知情度、满意度和节水意识。同时

水价的制定和实施要听取用户的意见，积极引导用户

以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形式参与供水定价和管理，

提高全社会对农村供水合理水价机制的认识，广泛凝

聚共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为开展农村供水合理水价

机制构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3.4 创新工作方法，多途径提高水费收缴效率

要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

千方百计促进水费收缴工作；要在收缴机制上创新，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在收缴方式上创新，建立水费

收缴激励奖励机制，鼓励用水户积极缴纳水费；要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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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2019，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fied deploy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Jiangxi province has been guided by the goal of achieving the full charging of rural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projects
and the full payment of fees by water users within a limited period of tim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on of
water fee is the key point for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water
charge collection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in Jiangxi province，reveal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work of water charge collection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in Jiangxi province.
Key words：Jiangxi；Rural water supply；Collection of water charges；Problem；Countermeasure

缴方式上创新，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服务，运用信息

手段降低水费收缴成本，提高服务水平[6]。积极探索建
立市场化、专业化的运行管护制度，构建智能化管护平

台，打造“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大脑”。依托平台智能

化的优势，积极探索智能化监管方式，对农村供水工程

实现全方位、全时段、立体化的监管，极大提高工作效

率、扩大管护覆盖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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