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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城市供水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涉及城市的每一个居民。水是一种典型的公共

产品，其供给安全、供给质量一直是政府管理的重要领域之一。住建部 2016年印

发的《城市供水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将城市供水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反恐的高

度。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就是要保障供水质量稳定安全、保障城市供水信息透

明、保障供水价格稳定合理从而保障城市供水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本文选取内江

市城市供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在城市供水方面存在的管理问题，探索政府

针对城市供水管理问题的对策，进一步确保城市供水的得到安全稳定合理的发展，

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本文首先对城市供水管理进行了文献分析，查阅了城市供水涉及的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行业标准等相关文献和数据资料，并从政府管理、公共产品、垄断行

业三个角度出发，研究了国内外关于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理论以及实践经验，经

分类收集和归纳整理后，选取以下三个理论作为理论工具：信息不对称理论、自

然垄断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并对核心概念城市供水管理、供水安全、二次供水

和政府管理进行了阐述。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得一手数据，并结合

调研数据总结归纳出政府在城市供水管理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供水水质安全的

管理措施不足、信息公开不全面、供水价格管理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并对问题的

原因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借鉴新加坡市的城市水管理经验、日本京都市的供水

信息公开制度等管理经验、德国法兰克福市的供水价格管理经验、以及上海市、

成都市和泸州市等国内城市供水政府管理实践经验，提出了针对内江市城市供水

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从供水水质安全、供水信息公开、供水价格三个方面出发，对内江市城

市供水的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以下启示：一是在供水水质安全

方面应完善城市供水管理的水质管理机制，制定水质检测管理办法，为水质管理

提供法律依据；二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应建立城市供水管理的信息公开制度，明

确信息公开内容和要求；三是在供水价格管理方面应完善城市供水管理的水价调

整机制，规范水费构成，实施好定期监审。希望以上研究结论能够推动政府完善

对城市供水的管理，促进内江市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关键词：城市供水管理，供水安全，信息公示，价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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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water supply is an important part for a city, which concerns each resident

daily in the city dwelling. As a typical public goods, the security and quality of water

supply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area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water supply has been raised to the height of anti-terrorism since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issued Precaution Rules of Urban

Water Supply against Terrorism in 2016. It is a significant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to

ensure the stable and safe quality, the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and the stable and

reasonable price of water supply so as to make the industry develop healthily and

steadily. Selecting the urban water supply of Neijia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in urban water supply in order to further ensur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 supply, which demonstrate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irstly, a literature review of urban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is carried out, and

relevant laws and rules, policy documents 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relating to urban

water supply are sort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public

goods and monopoly industry, this thesis studies relevant theori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in urban water supply in China and outside

China, and selects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natural monopoly theory and public

goods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n relevant core concepts, to name a few as

urban water supply, security of water supply, secondary water supply and government

management, are defined. Secondly, by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 first-hand

dates are obtaine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of urban

water supply in Neijiang and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re discussed. These

problems include insufficient measures of water supply quality and security, lack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inconsistent standards of water supply price management.

Finally, based on Singapore city’s experiences of urban water management, Tokyo city’s

water suppl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Frankfurt’s experiences of water supply

pricing management, and the experiences of water supply government management in

Shanghai, Chengdu and Luzhou, this thesis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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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urban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in Neijiang.

Through studying the problems of water quality and security, wate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water price, we draw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1) For the water

quality and security,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formulate water quality detection management methods so as to

provide legal basis fo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2) For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t

is pressing to establish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of urban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and clarify the contents and standards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3) For

water supply price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water price adjustment

mechanism, standardize the composition of water price and implement regular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 above conclusions can help to promote governments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promote Neijiang Cit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government service.

Key words: Urban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Water Supply Secur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i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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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依据

1.1.1 选题背景

城市供水作为一种公共事业，涉及城市的每一个居民，水作为一种典型的公

共产品，是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其供给安全、供给质量一直是政府管

理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我国，城市供水的管理模式以政府统一管理为主。在这种

统一管理的模式中，一方面，政府作为城市供水的管理者，负责制定管理政策并

监督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供水企业又作为供水业务的经营者，其实际是政府

管理下的全资国营公司，所以，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是二者的结合体。

在双重身份下，当前城市供水管理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内江市的城市供水即为这

样一种模式，因此，完善的政府管理对城市供水的行业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2017年住建部发布《城市供水行业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对保障城市供水

的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供水安全已经被提升到了反恐的高度。城市供水安全

一直是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这不仅是涉及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问题，也是一

个与经济社会、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问题，城市供水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极容易引

发成公共安全事件。

内江市曾经的水污染事件时刻在敲打着警钟，2003 年发生的“3·20”沱江水污

染事件，让内江市遭受了特大水污染，当时内江市为满足基本的居民生活用水需

求，只有远赴近 40公里外的自贡市取水。2004年发生的内江市东兴区椑木镇水质

污染事件，造成了 6万居民饮水受到威胁，被迫通过其他方式找水喝。供水安全

事件引发成了公共安全事件。这不仅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对政府的公信力

产生了影响。

近年来，内江市政府对供水的管理力度在不断加强，当前在一些方面已经走

在三四线城市的前面，比如对二次供水设施的统一管理方面。但在另一些方面如

供水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管理政策的发布和管理效率的提升等方面，相比国内

发达城市而言还相对滞后，因而开展内江市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的研究非常重要。

政府管理应该是一种服务[41]，通过规范整个城市的供水管理，可以加强政府

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服务的转型，在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的背景

下，本文的研究主题具有研究意义。本文选取了内江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江

市政府在城市供水方面的管理情况，分析政府在城市供水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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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国内外城市的管理经验，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对内江市城市供水的发展、

以及对优化营商环境和提升服务效能方面具有实质性意义。

1.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城市供水是城市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构建完善的政府管理的

重要内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对内江市城市供水进行相关理论的深入探讨，

具有理论意义。就理论方面而言，在研究政府供水水质安全时主要选用了自然垄

断理论，在研究城市供水信息公开时主要选用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研究供水价

格时主要选用了公共产品理论，将理论与内江市城市供水特性和现状相结合，分

析内江市的政府管理问题，并寻求解决方式。既丰富了三线城市的政府在城市供

水管理方面的相关理论，又可以为全国其他同类城市解决同类问题给出理论参考。

实践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现场深度访谈的调查研究方式、在借鉴国内

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最终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相关问题处理的对

策和建议。从政府工作开展的角度来说，本文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实践意义：

一是可以为内江市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单位提供决策依据、支撑管理效率的提升；

二是可为全国同类三线城市的政府在城市供水管理实践方面提供参考；三是在提

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管理效率、推动政府高效管理方

面具有实践意义。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概述

（1）对城市供水的研究

近代城市供水的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3年，美国建设了第一个净水厂，

其过滤工艺被改进后迅速在全美普及。到 1950年左右，美国已经有成熟的公共供

水系统了，那时全美供水系统已经超过 17000 个。上世纪 60年代到 70年代，美

国对城镇供水管理的研究开始出现。Peter F. Drucker（1969）提出未来城市供水的

发展方向是民营化。到现在，各国的供水管理模式已发展得非常繁荣，管理模式

包括公办公营、私人经营、公私合营等不同管理方式。国外在对于城市自来水的

政府管理研究内容方面，也出现了为什么要管理和如何进行管理等方面的内容[1]。

（2）城市供水政府管理的研究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体制，政府管理的方式和体现也各有不同。总

体来说都存在国营、私营、混合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

国家的政府管理体系和制度也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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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城市供水管理的研究有较多的是从政府管理即政府监管、政府规制角

度出发。政府管理，也被称为政府规制或者政府监管。政府管理内容涉及对收费

标准的规制、信息不对称的管理、市场准入与竞争的管理等[1]。Alfred E. Kahn（1970）

的《规制经济学》是最早从政府管理角度对城市供水进行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

政府管理相关的经济学现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也成为了产业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家配尔兹曼与他的配尔兹曼规制模型、施蒂格勒与他的

施蒂格勒模型等一系列关于产生、条件、过程及计算方法等的研究，为对政府管

理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

Tony Prosser（2010）在《政府监管的新视野：英国监管机构十大样本考察》

一书中，描述了公用事业管理机构包括天然气和电力市场管理办公室、水务管理

局和铁路管理局等，纠正了之前将政府管理仅限于独立的经济性管理的观点，进

一步拓展了政府管理的研究领域[28]。

（3）城市供水管理理论的研究

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建设比我国更早，在城市供水管理方面、以及其他政

府管理方面都有着更加丰富的管理和实践经验，也有着更多的学术和理论研究。

其中，在理论研究方面，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公共产品理论和自然垄断理论等被

广泛应用于城市供水的研究。

公共产品理论方面的研究：Paul A. Samuelson（1954）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

论》一书中对公共产品进行明确的定义，其认为商品按购买者的类别可以分为私

人消费的商品和集体消费的商品，后者即为公共产品。Charles Tiebout（1956）《地

方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指出公共产品具有地域性差异，并发展了一种公共产品的

地方政府理论。例如一个小区的游乐设施仅限于该小区内儿童使用，对其他人有

排斥性。Shang J.和 Croson R.（2009）在一项涉及公共广播电台直播筹款活动的实

地实验中发现了公共产品的互补性假说，即当别人增加对公共账户的投入时，大

部分人不但不减少投入，反而会增加投入。Angela Kallhoff（2011）指出，公共产

品是满足基本可用性条件和开放获取条件的公共产品。例如灯塔，一艘船享受灯

塔的好处不会影响另一艘船做同样的事。灯塔是一种公共产品，在一个级别上每

个人都可以获得相同数量和相同类型的好处。但一旦大海拥堵超过这个级别，情

况可能就不再如此。David N. Hyman（2019）在《公共产品理论》中，描述了当有

了更多的消费者时，拥挤会减少现有消费者的利益。在到达拥挤点后，增加额外

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不为零。比如，拥堵道路的用户通过减慢交通速度降低了现有

用户的利益，增加了事故风险。

到今天，公共产品理论对于政府在供水行业和市场的管方面理起到了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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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作用。公共产品理论对城市供水行业管理工作的指导还主要体现在：中国长

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没有买方市场，供水作为产品效率低下、浪费严重[10]。在中

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城市供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然垄断理论方面的研究：垄断是指排他性地控制某种资源，这种排他性可

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带来正面促进[6]。上世纪 70年代，学者发现，在

面对某种体量的市场需求时，如果由某一个服务提供商来提供所需的服务，成本

会比由两个或多个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的成本更低。在这种市场竞争下，逐渐产

生了由单一服务提供商来满足市场需求的现象，自然垄断便逐渐产生了。William

Jack Baumol（1982）发现如果由某一个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所需要花费的成本，

相对于由多个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而言，成本更加低廉，发现成本是具有劣加

性的，因此重新对自然垄断进行了定义。Dr. Monica Greer（2012）在《电力成本

建模计算》中进行了详细的推导计算，阐述并证明了自然垄断的成本劣加性。

到现在，自然垄断理论已经成为城市供水、乃至城市市政管理密不可分的理

论之一。供水行业由于规模经济效益，由此带来了自然垄断的行业特性，一方面，

供水企业需注重筛查垄断风险，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在持续完善供水服务的同

时不触及法律红线。另一方面，供水企业应扮演好公共基础服务的提供者角色。

1.2.2 国内研究概述

（1）国内关于城市供水政府管理的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城市供水的公共属性和垄断属性的认知不断加

速，国内对于政府管理机制的研究越来越多，近 5 年内的相关的重要著作有：浙

江财经大学中国管制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岭（2018）在其著作《中国城市供水市场

化改革的效果评价与管制政策创新研究》一书中指出，市场化改革与城市供水质

量存在着紧密联系、市场化竞争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供水质量、提升供水服务；

同时供水价格受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影响较大，市场化程度越深，价格竞争越明显，

但是可能出现新的垄断出现。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和军、谢思（2020）在《政

府监管研究进展与热点前沿》一书中提出了政府管理的前沿阵地，包括互联网、

物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中，为供水管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野，

推动了政府管理的创新。甘肃政法大学副教授康枫翔（2019）在《水务特许政府

监管法治论》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供水行业的政府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包括管

理理论、管理现状、管理目标、管理内容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

政管理系副教授郭蕾（2016）在《城市水务产业规制改革对公共福利的影响效应

研究》中提供了一种新的管理思路，即从公众的幸福感角度来评价企业和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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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服务中的工作，回到了城市供水最基本的普惠性和公益性特征。浙江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教授唐要家（2017）在《城市水务行业管理体系研究》一书中，从提

高城市供水安全视角阐述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上海

城投 DFV（2013）在《城市水务事业的公私合作：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述评》一书

中，分析了 60余个公私合作项目的运营情况，为我国城市供水提供了大量的国内

外运营经验。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李晓莉（2020）在《中国城市水务产业

市场化改革研究》一书中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的供水管理体系。

以上研究角度既有基于实践经验提出的问题，又有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综

合而言，国内对于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水价格的政府管理、

供水安全的政府管理、市场结构与市场准入、管理体系、市场化改革等方面。但

对于管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偏少。国内对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建

议主要是在完善管理制度、完善价格制度、加强供水管理法规方面，提出健全管

理体系、完善供水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供水系统质量控制、完善管理制度等建议。

目前，由于国内的研究关注信息公开方面的不多，因此信息公开方面的对策建议

不够丰富。另外，近 3-5年以来，国内在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方面逐渐开始有人提

倡“智慧水务”“互联网+水务”等新的管理理念。

（2）国内关于城市供水管理的理论

城市供水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自来水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城市

供水管理主要理论有政府监管理论、自然垄断理论、公共产品理论、新公共管理

理论、以及价格相关的理论等。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目标的背景下，我国对于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的研究逐渐增多。余晖（1994）

在《规制的经济理论与过程分析》一文中，指出了当时政府管理中存在的职责不

清晰、管理混乱的现象，并对比阐述了西方发达城市在供水管理方面已取得的理

论研究成果。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夏大慰（2003）在《政府规制：理论、经验

与中国的改革》一书中，结合当时中国政府管理改革的实际，就管理相关理论、

现状、当前的任务和前景等问题以及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的政府管理及其改革

进行了讨论[30]。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对政府管理的理解、提出自己对相关现状和

问题的见解、并提出了理论发展的建议和主张。基于此，也推动了国内学者对于

政府管理及其改革方向的研究[30]。浙江财经大学校长、经济学博士王俊豪（2011）

在《深化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改革的分类民营化政策》一书中深入研究了产业组织

与政府管理理论、价格理论、公用企业管理理论，对我国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

乃至整个公用事业的政府管理理论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浙江财经大学教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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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士司言武（2017）在《城市水务行业激励性政府补贴政策研究》中对我国城

市供水行业的政府补贴和激励政策进行研究，并结合了价格管理的理论进行进一

步分析。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学者对供水的研究也不断革新，对自然垄断行业、对政

府管理、对公共产品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理进

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全面的分析、也对城市供水作为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具

体的分析。

1.2.3 综合评述

国外对城市供水管理的研究，既有理论层面的探讨，又有较多实践经验的总

结。在理论层面，各种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公共管理方面理论包括新公共管理理

论、公共产品理论等讨论较早且较多，并通过各种模型的运用使得城市供水的政

府管理更加规范化。在实践方面，有较多对政府管理经验的总结，涉及较多的国

家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新加坡和日本等，上述国家由于城市发展进程较早，

其城市供水管理经验和问题总结较多，可以为我国城市供水政府管理提供参考和

借鉴。

国内对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一方面有许多来自供水一线人员的经验，从实践

经验中提出问题和建议，包括完善管理制度、完善价格制度、完善供水的管理制

度方面。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又出现了新的管理问题，如信息公开方面的问

题，而对于此类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研究并不多。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

慧水务”“互联网+水务”等全新的供水管理相关理念也逐渐出现。我国学者主要是基

于城市供水市场化改革的背景，探索政府在供水管理改革当中存在着的问题，从

而探讨更有效的模式以提升政府对供水管理的效果[11]。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们更多的是从理论的层面探讨如何推进城市供水

的政府管理，而较少是从公众的视角探讨如何实现有效的政府管理。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1.3.1 研究内容

城市供水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近年来，随着内江市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城市供水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城市供水的管理却依然面临着较为突出

的问题。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政府在城市供水的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多问

题，如供水水质安全的管理措施不足、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供水价格管理

各地标准不统一等政府管理不到位造成的问题。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索政府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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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供水管理方面更为高效的管理方式，进而为内江市政府推动建立完善的城市供

水的政府管理体系、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作出贡献。

因此本文借助政府管理相关的理论，在对城市供水的管理现状分析时以管理

依据、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内容及管理手段为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内江市

政府在城市供水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供水水质、供

水安全、供水信息公开、供水水价、供水设施等方面的改善建议，进而构建更加

完善的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文章共分为七章，主要内

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首先，在查阅国内外城市供水相关的文献资料、归纳国内外

学者的理论依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并确定了

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然后，进行理论依据与理论框架的设计。本文选用了两

个经济领域常用的理论即公共产品理论和自然垄断理论、以及信息公示方面的信

息公开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理论的范式为后续研究提供支撑。

第二章为城市供水管理概述，介绍了我国城市供水管理的基本情况。

第三章为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现状及情况调研。本章介绍了内江市城市供

水的管理构成，并设计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并对内江市供水管理的现状进行

调查、整理、归纳。

第四章提出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总结了城市供水三个

方面的问题，即管理不完善、信息公开不全面、供水价格管理不统一。通过问卷

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得到了有关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相关资料，并从管理

现状出发，分析城市供水管理涉及的管理依据、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内容

及管理手段等，然后将管理的主要内容归纳为水质管理、信息管理、水价管理三

个方面，最后总结内江市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成因。

第五章总结了国内外城市供水管理经验与做法。通过对国内外不同类别的城

市供水管理经验分享，为后文的对策和建议提供参考。

第六章提出完善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对策和建议，在借鉴国内外城市供水

管理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分别从完善管理体系、出台相关管理办法等方面提出

对政府管理、信息公开、价格管理的建议，为四川地区乃至全国解决相似三线城

市的供水管理问题提供参考。

1.3.2 研究创新点

研究角度的创新：对于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研究，现有的理论和研究大多基

于自来水公司对其自身供水的管理出发，而从政府管理角度和公众角度的分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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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少。本文主要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基于公众视角对管理成效的评价，利

用城市管理相关的理论，即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自然垄断理论为理

论基础，内江市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为研究对象，研究中结合了理论与实践，具

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研究内容的创新：国内对城市供水政府管理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管理机制、

价格制度、供水立法等方面，但对城市供水信息公开的研究并不多。在互联网发

达的今天，信息公开显得非常重要。本文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深入研究了内江

市城市供水信息公开情况，结合国内外优秀经验，提出了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

度的建议。

对策与建议的创新：近年以来，在供水管理方面不断产生着新的概念，比如“智

慧水务”“互联网+”等理念，本文在研究了互联网时代的供水管理信息公开的同时，

借鉴了最新理念，将“智慧水务”“互联网+水务”等最新理念与城市供水的管理结合，

以期让管理越来越现代化。

研究的不足：目前国内对于三线城市的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可以借鉴的优秀

经验不多，并且文中所涉及的对策和建议内容受制于当地的经济水平，需要相对

较长的时间周期来呈现。比如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供水设施的建设等都需要花费

时间，都有待进一步跟进研究。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方法

在本文就内江市城市供水存在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中，主要运用了以下四种研

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本文首先在搜索引擎和各级政府网站上查询了关于供水、

供水管理、供水规范等选题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然后，在工标网上找到城市供

水标准、水质检测标准等国家标准文件和行业标准文件。最后，结合图书馆文献

资料，进行了文献分析。期望在了解相关行业和相关领域的基础上，从中提取出

规律和共性问题，以此确定论文的主题。

二、理论分析法。本文在研究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时，主要从政府管理、城

市供水本身的垄断属性和公共产品属性出发，选取了两个经济领域常用的理论即

公共产品理论和自然垄断理论、以及在信息公示方面的信息公开理论作为理论研

究工具。结合调研数据，分析总结出内江市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存在的问题，并

根据存在的问题结合上述相关理论进一步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适合内江市当地的

建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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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研究法。为了深入了解内江市供水管理的实际情况、了解供水过程

中的实际问题，本文针对内江市自来水供水质量、供水安全、供水信息公开、供

水价格等情况设计了问卷调查表。

四、深度访谈法。因政府在城市供水的管理中涉及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是”和“否”

就能回答的问题，涉及内容较为复杂、涉及面也比较广、而且需要相关专业人士

提供意见建议，因此不能直接通过简单的问卷调查就能得出结论。所以，本文在

调研期间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中的访谈是一种预设话题的谈话，根据预先设定

好的问题和受访者交流。主要话题内容为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水质管理、供水

信息公开、水价管理几大方向的问题、看法或建议。

1.4.2 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本文首先进行了理论研究，确定研究领域，然后在研究理论的基

础上，查阅和梳理有关城市供水管理、政府管理、政府规制方面的国内外文献，

进行文献综述，然后结合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分析：采取的技术路线是首先通过问

卷调查发现问题、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查阅资料等方式分析问题、最后借鉴国内

外的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图 1-1 技术路线图

文献综述

国外综述 国内综述

理论研究

理论依据

问题与对策研究

内江市城市供

水管理现状

内江市城市供

水管理问题

深度访谈、问卷分

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总结对策

研究启示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总结与展望

国内外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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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1.5.1 核心概念

（1）城市供水

城市供水既是一个名词，通常指的是指将自来水供给到城市区域，区别于供

给到农村的乡镇供水。城市供水又是一个动词，指的是自来水供给的动作。城市

供水相关的设施和工程具有投资大、规模大的特点。城市供水服务于全体城市居

民，受益对象广泛，保障城市供水是保障城市运转的基本条件[2]。本文中的城市供

水专指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即自来水。

城市供水的特点：一，具有典型的自然垄断性。在一个区域内，城市供水设

施只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建设和维护。二，属巨额沉淀资本的基础设施，具有相对

稳定性、公开性、适宜性等特点。通常，供水设施的设计使用周期通常要求是二

十年，部分设施甚至要求五十年以上，投资金额大、投资相对稳定，且一旦投入

无法轻易改变用途。三，具有很强公共物品特性。城市供水是生产与生活的必需

品，很难区分出受益人。四，设施的超长寿命需要规划的超前性。随着城市人口

迅速膨胀，未来半个世纪的用水量难以估计，城市供水设施在建设时往往疏于对

城市人口增长的严格测算，造成规划和设计过低或过小。

进入 21世纪以来，民间和国外资本逐渐进入城市供水行业，一些城市已经开

始实施特许经营权拍卖。为加快推进可经营性基础设施的发展，2004年 5月 1日，

建设部发布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

经营的规章制度[3]。

（2）供水安全

所谓供水安全，是指供水在满足合理用水需求的基础上，能保障供水的水量

充足、水质健康安全、供水设施不受反恐威胁。保障供水安全的措施应具有能够

防范可预知的风险、能够解除潜在威胁的能力[7]。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涉及面广，除

了需要政府的管理规定外，还需要供水单位、小区开发商或物业及政府管理部门

三方共同维护保障。

供水安全应包括四方面基本要求，即充足的水量、达标的水质、稳定的供应

和可以承受的价格[4]。关于充足的水量：对于水资源相对不算匮乏的内江市而言，

政府在保障充足的水量通常没有问题。关于达标的水质：指的是相关监测指标均

能达到要求，不被污染。水质问题也是供水安全最常见的问题。关于稳定的供应：

指供水量是稳定的，不会限量供应的情况。关于可承受的价格：指公众对水价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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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于供水安全主要强调的是达标的水质即供水水质的安全、和稳定的价

格。为保障供水安全，需保障供水从水源地开始到用户家里全流程的供水安全，

包括城市集中式供水中的水厂、管网、输配泵站等供水设施，也包括水源地建设

的工程设施。除了实际建设的工程或设施外，还包括保障供水安全的各项关键管

理措施。这些都是保障供水安全需考虑的内容[4]。

（3）二次供水

二次供水，是指由单位或个人利用水箱、水池、水塔等贮水设备，将各乡镇

市供水公司以及自备水厂（站）的自来水经储存、加压后，再供给居民饮用的供

水形式[5]。因为水压问题，供水公司无法把水源直接送入小区的高层用户家里，所

以这时就必须二次供水了，这也是缓解高楼住户用水问题的一个方法。。

二次供水设施多由小区物业进行代管，或由自来水企业委托物业管理。如果

由自来水企业统筹管理，则自来水企业在缴纳水费的同时也会加收二级供水服务

费。但因为部分物业管理部门不专业、不严格，以及一些高层住宅楼的二级供水

设施建造标准低下或设备日久老化、水泵和无负压罐未进行清洁消毒等因素，极

易产生二次水污染现象。

总之，二次供水管理与供水安全与水质安全紧密相关，同时也与水价相关，

因为设置在小区，所以也是容易被政府管理忽略的一环，常见的城市供水问题即

为二次供水设备存在水质污染问题。因此，本文在强调城市供水管理的同时，着

重强调二次供水水质和水价的管理。

（4）政府管理

政府管理，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政府规制或政府监管，实践中多以政府管理来

阐述，本文中统一描述为“政府管理”，指的是政府通过一定手段对市场主体的行为

进行规范。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福建省的一次考察时说到：政府管理也是一种服务。

政府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一种更好的服务。

政府的服务做好了，就更能激发市场的活力、增加社会的活力。

政府管理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有权和公共产权受到同等保护；政

府管理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意见；政府管理具有明确的程序规定性，要求做到公开

透明，被管理者拥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政府管理是对管理者进行管理，纠正政府

的非理性行为，保障被管理者的正当权益。

政府管理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性管理，是指政府直接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进

行限制。这一类主要针对的是自然垄断行业，是一种直接管理。二是社会性管理，

是指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或标准规范的形式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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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间接管理。

1.5.2 研究理论基础

（1）自然垄断理论

根据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

争、自由竞争四种类型[8]。垄断是指整个市场上只有唯一一家产品的提供者，消费

者只能购买这一家的产品，因此，消费者不具有议价能力。寡头垄断是指整个市

场只有少数几家可以提供该产品或服务，且其提供的内容质量相差不大。垄断竞

争是指整个市场上有多家同类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垄断竞争情况下企业进入市

场不受政府的限制，只是商品质量的差别，商品的定价由企业决定。自由竞争是

指市场上有很多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厂商的数量足够多，只是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质量不同，没有行业进出壁垒，不会受政府限制，单次的交易对整个市场影响

很小。

按形成条件，垄断可分为自然垄断、技术性垄断、资源垄断等，其中自然垄

断特点是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公用事业领域中需要进行大规模管道建设的，如供

电、供气、供热、铁路等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城市供水属于典型的自然垄断[2]。

自然垄断行业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边际成本小、沉淀成本高。供水企业要

供自来水就必须建设供水的管网，供水管网的的初始投入非常高，但一旦建好，

后期的维护费用却很少，而且建成后一直可以输送水却不用额外增加太多的费用，

边际成本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并趋向于零。管网建设的成本如水厂投资建设

的成本等都是专项的沉淀成本，且这部分投资的折旧期限较长，因此，具有明显

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同一个市场有多个企业在进行竞争，每个企业都要建设各

自的内容，势必导致重复，最后变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第二，具有公益性。服务

对象是社会公众而不是个人。比如自来水不仅仅提供给每一个，还是整个社会生

活和生产必不可少的。第三，不可选择性。处于自然垄断环境下的市场中，提供

产品或服务的只有一家，因此消费者只能选择这一家的服务。第四，非全部垄断

性。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部分产品和服务其实是具有竞争性的，如城市供水的供

水设备供应、供水管网建设、供水资源保护、供水服务、污水处理等多种业务领

域是具有竞争性的，这些业务中部分则属于竞争性业务。

自然垄断行业的种种经济特性决定了单纯依靠市场对其进行调节将无法满足

整个社会对基础设施和公共利益的需求，因此必须由政府对其进行管理。

（2）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最早是由 George A. Akerlof、A. Michael Spence、Joseph Eu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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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itz共同提出的。是指在市场上交易的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相等的，一方成员

可能拥有另一方成员没有掌握的信息。有人认为卖方对产品或服务的掌握情况往

往多于买方对产品或服务的了解，因此买方和卖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卖方

可能处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而隐藏部分不利的信息。这种买方和卖方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会容易产生欺诈行为从而影响市场秩序。拥有更多信息的商家似乎

总有欺诈不懂行的消费者、有牟取额外利润的倾向。

城市供水中的信息不对称来自两方面：一是管理机构即政府和被管理对象即

供水企业之间，二是自来水的提供者供水企业和公众之间，从信息内容方面看，

供水企业并未将供水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供水水质、生产工艺、生产成本等信息

主动提供给购买供水服务的公众，由此产生了供水服务的信息的不对称，这些信

息包括供水企业提供供水服务的质量包括水质、水量、供水安全等信息，也包括

提供服务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收费是否合理等服务费用信息，还包括提供服务

相关的如供水工艺、供水设施等确保所提供服务安全性的信息。因此，政府的管

理非常必要。

供水企业凭借自己掌握更多的信息的优势，不向另一方告知更多的信息，目

的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就产生了道德风险。而自来水企业更清楚供水

的情况，包括生产、传输技术等，而且这些资源掌握在供水企业手中，他们有可

能进行一些行为会对产品和服务质量产生影响。当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

逆向选择就产生了。因此，政府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的管理非常重要。

（3）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的定义是由 Paul A.

Samuelson于 1954年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的[38]。其定义

为一个人对该产品的享受不影响另一个人，这就是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显著特点是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例如自来水供给

每个家庭，每个家庭的自来水使用不会因为多一个供水家庭而发生变化。比如路

灯照亮每个人，不会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影响其他人享受灯光。水的消费不完全排

他，其消费主体是全体城市居民，具有共同消费性。水的消费又具有局部排他性

特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在供应紧张时会定时限量供应[9]。城市供水资源是一种价

格排他性公共物品，一方面城市供水面向全社会提供，所有居民都可以享用，另

一方面，受益是可以排他的，只有花费水费才能使用，如果不交水费将可能被排

除在受益范围外。

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纯公共产品是指能够严格满

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条件的产品；准公共产品是指仅满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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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非排他性两者中的一个特征的产品[2]。

1.6 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城市供水，城市供水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垄断属性，

因此本文分析框架主要基于自然垄断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三个

理论。基于三个理论，分析供水安全、信息公开、供水价格三大方面的管理问题，

经过对问题的分析和国内外经验的借鉴，提出问题解决的建议。

基于垄断行业的信息

不对称性，从信息公开

和政府监管出发，发现

政府、供水企业、公众

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借鉴日本京都市、上海等地

的水质信息公开经验；从打

破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完

善管理办法、加强平台建设

等建议。

基于公共产品属性，从

政府定价角度出发，发

现供水价格成本差异、

水费构成差异问题

借鉴德国、泸州等地区的价

格管理经验；提出统一水价

制定的政策和标准、落实水

价监管等建议。

基于自然垄断属性，从

供水安全角度出发，发

现水质和供水安全方

面的监管问题

借鉴新加坡市、成都等地的

水质监测，以及上海市、文

昌市、呼和浩特市等地的管

理政策；

提出构建完善水质监管办

法、构建水质监管体系等建

议。

相互影响

基本理论 基于理论发现问题
经验借鉴及基于基本理论的

问题解决建议

自然垄断理

论

信息不对称

理论

公共产品理

论

借鉴日本京都市、上海等地

的水质信息公开经验；

从打破信息不对称出发，提

出完善管理办法、加强平台

建设等建议。

借鉴德国、泸州等地区的价

格管理经验；

提出统一水价制定的政策

和标准、落实水价监管等建

议。

借鉴新加坡市、成都等地的

水质监测，以及上海市、文

昌市、呼和浩特市等地的管

理政策；

提出构建完善水质监管办

法、构建水质监管体系等建

议。

图 1-2 分析框架

1.6.1 基于自然垄断属性以建立管理机制

本文研究的是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经营者的管理，也就是城市供水上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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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即住建局对供水企业的管理，而这种管理是否有效需要社会对行政主管

部门的监督，是否管理到位需要社会对自然垄断行业经营者即供水企业的监督。

因此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供水企业、社会三方的共同参与。

基于自然垄断属性，供水服务政府管理的目标一方面在于保障公正公平、维

护公众的利益，满足公众对于供水服务的正当需求，另一方面还在于维护城市供

水秩序，起到掌握方向的作用[27]。Prevos Peter提出，政府管理是一种改善公用事

业为客户增加价值的方式的活动[42]。因此，在涉及向公众提供供水服务方面：政

府管理的理念应该是追求良好的结果、提高服务质量，即政府管理的目标是城市

供水能否满足公众需求。在涉及城市供水发展方面：可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和法律

手段，以此规范城市供水的发展、使供水企业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因此，城市供水的政府管理关键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准入管理，

另一方面是对服务质量的管理。在做好市场准入和服务质量管理的同时，做好服

务费用管理和价格管理。

在市场准入方面，市场准入是确保供水企业能够随时履行其义务、从而使供

水用户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保护的第一步，也是管理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

于垄断行业巨大的规模效益，使得单一生产商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达到最小，因

此，这些行业往往又成为独家垄断，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度上赋予某家特定企

业以垄断权力，确保其给的合法地位。通常一个区域内的供水主体只有一个，以

此确保供水服务的稳定供应，也避免出现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情况。同时，对

于存在交错、交叉的不同区域之间，公共产品如果能有效地区分和合作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话题[16]。

在服务质量方面，在企业获得特许经营权后，企业有责任保证按照与政府签

订的协议提供供水服务。

1.6.2 打破信息不对称性以完善公开制度

城市供水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体现在政府、供水企业、公众三者之间。

一是管理者（即政府）和被管理者（即供水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是

因为后者掌握的信息比前者多，而后者又需向前者汇报。具体的内容包括制定供

水价格时涉及的生产成本、经营成本等成本和利润类信息，包括供水的水质是否

安全、是否满足要求，还包括整个供水过程涉及的水厂、管网等设施的情况，从

而保障供水安全。

二是公众与供水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者作为供水的提供者，理应主动

向公众公开关于供水的信息，主要包括供水水质、供水量、供水设备稳定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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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格等。但公众了解到的信息往往是有限的。

三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政府是供水企业的行政主管单位，

有权力要求供水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如果供水企业无法满足，则可能受到处罚。

而公众没有可以直接要求供水企业提供信息的权力，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政府和

供水企业的信息。因此，公众和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企业行为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

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可以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或规范要求，从制度上去要求供水企

业提供更加真实、更加丰富的信息。同时，可以推动在政府和供水企业与公众、

甚至第三方之间建立一个沟通机制和沟通平台，各方可以及时获得最新的信息，

便可避免多方之间的信息不畅，打破信息不对称性。

1.6.3 强化公共产品属性以加强价格管理

水是一种公共资源，基于自来水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方

式主要通过经济性手段，即经济性监管。对于城市供水的经济性监管，首先是供

水水质的管理，保障供水的质量，其次是对供水价格的管理。

在供水水质管理方面，供水企业作为供水的服务提供商，有义务向供水用户

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水。由于供水的用户不具有判断水质是否满足要求的能力和渠

道，需要政府对供水企业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是合格的，从而保障供水服务的质

量，保障公共利益。

供水价格管理是对价格成本、价格上限的限制。价格成本的管理即为降本创

收，而价格上限的这种限制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供水企业价格的限制。这种价格的

限制方式有利于鼓励供水企业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创造更多的

利润，从而提高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供水企业提供的供水价格应该在一定

时期内保持不变，根据经济原理或国家重要规定来进行周期性的价格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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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供水管理概述

2.1 城市供水管理的发展历程

我国城市供水管理的发展随着国企体制改革的进程经历了政府控制供水企业、

政企分离后的产业化、政府放权后市场多元化三个阶段，政府对供水的管理逐渐

由政府控制向市场化发展，由于供水的公共产品属性，政府的管理相当重要。

2.1.1 政府控制供水企业经营阶段（1992-2000）

1992年，随着《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实施，各地开始

积极推进供水企业改革。次年《公司法》发布后，大量的公共事业从国有经济体

制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一大批国有独资企业。政企分离的尝试不断增多，政府逐

渐开始不再直接参与城市供水的经营，而是交给了企业。新成立的国有供水企业

实际上行使着原来政府行使的部分职能，同时又独立承担着企业的经营管理。90

年代开始，城市供水随着我国的城市化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在两方面条件的综

合下，城市供水的企业化经营无论是体量还是数量上都不断地在增加。与此同时，

城市的供水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在这个阶段，政府与企业表面已经分开，实现

了政企分离，但企业的人员大部分是原政府相关人员，所以政府实际上对企业的

发展和经营起着控制作用。

从上世纪末开始，城市供水也逐渐出现了 BOT 等新的运营模式。通过 BOT

模式，政府允许投资者进行水务的建设、运营、一定期限后进行移交，投资者在

运营期间获得收益，同时政府又不用承担过多的资金投入。无论是政企分离的改

革尝试、还是采取 BOT等方式，其实质的推动者和控制者都是政府。在这期间也

是城市供水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之一。二十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供水的固

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递增 18.2%，这个阶段是以政府控制水务企业经营的阶段[15]。

2.1.2 政企分离后产业化发展阶段（2001-2010）

2000年 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

知》。城市供水在此阶段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水价不合理，表现为不同区域水价相

差较大，造成原因较多，包括南北地域差异、东西水量差异等；二是节水措施不

落实，总体看来，我国的水资源并不丰富，且不同地区差异性较明显，但是节水

行动、节水措施并不受重视，没有很好落实，大范围存在浪费水的情况。三是水

污染严重。水环境持续的恶化，河道、水源地的水均收到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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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负面影响。以上问题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城市供水的管理还不够

完善造成的[32]。

从上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初的约十年间，国有供水企业的市场机制得到了

全面的发展，但是随着城市化不断地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下城市供水呈现出了供

水价格、节水措施、建设资金短缺等问题，政府开始思考供水的发展方向。随后

《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后，要求积极引入市场机制、

进一步加深政企分离，同时考虑到建设资金需求量剧增的事实，鼓励拓展融资渠

道，鼓励社会资金的加入。建设部 2004年发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标志着中国的城市水务产业已经正式对外资企业和民营资本敞开了大门。

城市供水也从资产半封闭的国营模式逐渐开放。在这之后，法国的威立雅集团、

中法水务集团等外资集团也纷纷向国内进军，并与国内水厂进行合资。

伴随中国加入WTO，全面开始了对外开放，一些行业的竞争壁垒也逐渐在一

些城市被打破，开始出现私有化[43]。同时，伴随政企分离越来越深入，国家对国

有水务企业的投资和水价补贴越来越少，对水务企业的经营管理要求也越来越高。

结合国家建设部推进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城市供水从政府福

利体系中逐步分离，进入了产业化发展阶段。

据“十二五”规划数据显示，到 2010年底，公共供水服务人口占 90%，有 10%

的人口使用自建供水设施。因此，产业化发展规模已覆盖了绝大部分人口。在产

业化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城市供水表现出企业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较低、规

模化不足等特点，随后我国城市供水又进入了市场化改革阶段。

2.1.3 政府放权后市场多元化阶段（2011-至今）

“十二五”到“十三五”期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城市供水也不断涌现出新的

管理理念，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互联网+水务”理念，将科学技术用于提高管

理效率。在供水市场竞争格局逐渐发展成几大板块：一是全国性水务集团，代表

如北控水务集团等；二是地方国有水务集团，代表如贵阳水务、昆明水务等，大

部分省份都有一个省会级大型水务集团公司；三是地方中小型水务公司，如各地

市级的水务公司；四是民营供水企业和部分外资企业如威立雅等。这种市场格局

从“十二五”开始至今仍保留着。

城市供水企业近年发展的趋势是向多元化发展：地方的供水企业，也在寻求

扩张上市进行资本扩张；国有资本在城市供水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小型供水企业

逐渐被收购，形成更大的水务集团；非城市供水的大型企业也希望通过并购的方

式或拓展供水业务的方式，纷纷加入供水和水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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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供水企业的业务主要以国内为主，且区域性强，做到全国性大型水

务集团的并不多，因此，如何把分散在多个城市的大型水务企业有效地联合起来，

形成跨城经营的大型水务集团，是中国城市水务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趋势[39]。

2.2 城市供水管理政策梳理

城市供水的发展关系着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是城市供水保

障的前提。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国水务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为我国水环境的改善奠定了政策基础。从“十二五”到“十四五”期间，国家对水

务行业的支持政策经历了从“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再到

“基础设施的全覆盖”的变化。

自 2000年以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反恐办等多

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支持、规范水务行业的发展政策，内容涉及改善水环境、控制

用水量、污水处理、推进水的资源化利用等内容。因此，在国家层面的政策相对

全面、内容覆盖范围较广。上述政策主要是国家层面的，各省级政府单位会响应

国家政策而出台相应的省级管理办法，但是市级单位却有较少对相关政策制定了

市级的细化方案，因此有些市县级在相关政策执行时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

针对图 2-1中的政策，内江市目前暂未出台相关市级的管理办法或执行细则。

表 2-1 城市供水管理的主要政策

出台时间 出台部门 文件名称

2000年 11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

防治工作的通知》

2000年 3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07年 4月 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令第 711号）

2008年 11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信息公

开实施办法》（建城[2008]213号）

2017年 4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

（国办发〔2020〕50号）

2012年 1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国城市饮用水卫生安全保障

规划的通知》（卫监督发〔2011〕95号）

2017年 6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反恐办
《城市供水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建城

〔2016〕203号）

2020年 3月 国务院
《城市供水条例》（2020年 3月 27日修正

版）

2020年 12月 建设部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7号）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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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质管理方面，为进一步提高城市供水水质管理水平，切实保障城市供水

水质安全，已经有一些市级政府对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发布了水

质相关管理办法。目前，内江市尚未发布相关水质管理办法，以下政策均可作为

未来政策方向的参考。

表 2-2 地方出台的水质管政策

出台时间 出台部门 文件名称

2013年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城市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开工作管理

办法》（京水务供[2013]17号）

2019年 上海市水务局
《上海市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沪水务规范[2019]1号）

2017年 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呼和浩特市城市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布管理

办法》（呼政办发[2017]69号）

2020年 文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文昌市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文

府办规[2020[73号）

2021年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

理的指导意见》（渝城管局发[2020]4号）

2008年 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临沂市城市供水水质管理暂行规定》(临政办

发[2008]56号)

2013年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城市公共供水水质信息公开工作管理

办法》（京水务供[2013]17号）

数据来源：政府网站整理

2.3 城市供水管理基本要素分析

2.3.1 城市供水管理机构

城市供水涉及的各级管理机构较多，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住房与城乡

建设部门、发改部门、物价部门等，管理的对象主要是当地的供水企业。

（1）城市供水行政主管单位

城市供水作为城市市政管理的一部分，管理的主体可以概括为各级政府[3]。城

市供水的生产经营直接行政主管部门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同时受多个政府部

门的监督管理。城市供水和农村供水稍有不同，负责城区供水事业的通常归属于

住建系统，而负责农村供水的往往归属于水利系统。

（2）城市供水行业主管单位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①
（简称中国水协），是全国性的协会，是城市供排水

行业的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业务主管部门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并接受民政部

的监督管理。

① 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简介 https://www.cuw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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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协在每个省份下设省级城镇供排水协会，比如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

会
①
。省级协会的会员单位即为各省市区县级的自来水公司。省级协会受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管辖，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3）其他管理机构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单位从事生产或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

品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物价部门：物价部门负责对供水价格进行调控监督，拟定全国及各地区

水价标准等。

各级发改部门：对供水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进行审批。

2.3.2 城市供水管理内容

政府对供水服务进行管理是代表公众对供水企业提供的供水服务状况进行的

管理[40]，因此，就供水服务政府管理的内容而言，需要依据公众的需求进行管理

内容的确定，并对公众的供水服务需求进行及时的回应。城市供水管理的要素主

要有供水水质、水价、水压、节水、供水设施、供水安全、供水信息公开等。供

水中的管理问题由于涉及政府、公众、供水企业等多个对象，较为复杂，本文选

取了其中的供水水质安全、供水信息公开、供水价格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供水水质安全的管理

供水的安全性关系到公众的健康和生产生活，因此，政府必须首先确保供水

的安全性。供水安全性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供水企业的供水水质必须

符合自来水的卫生标准；供水水压要符合水压标准，即无论是一次供水还是二次

供水，都要保障供水的压力满足公众需求。政府需要在明确供水服务的水质标准、

水压标准的基础之上对供水的安全性进行管理。

在供水安全方面，保障供水安全，即保障充足的水量、达标的水质和稳定的

供应。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反恐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市供水反恐怖防范工作标准》

的出台，从人防、技防、物防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将供水安全提升到反恐的高

度。供水安全重点是确保供水水质安全：对供水水质的管理是个复杂的体系，供

水安全性保障并引领了整个城市供水的发展。

（2）供水信息公开的管理

公众有权了解停水、水质、水压、供水管网建设等供水相关信息，这是维护

公众利益、提高企业服务水平的关键。政府需要对供水企业的信息披露进行管理，

除了对公示内容进行监督外，还包括公众畅通使用信息获取渠道，及时进行信息

① 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简介 http://www.scuwa.c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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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建设，不断

完善管理办法、不断加强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以及主动公开

的意愿，只有不断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做出又一步提升。随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信息化公开方面的

政策和制度逐渐成熟，二、三线城市如成都市、呼和浩特市、文昌市等逐渐出台

和规范供水信息公开的要求，内江市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可以有更好的管理提升。

（3）供水价格的管理

在水价管理方面，我国实施阶梯型水价的政策，且不同行业的用水价格不同。

针对居民自来水价格的高低，生产者和用户之间存在不同理解和体验。

一方面，不同区域水价的构成是不同的，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存在三线市级

城市的水价比省会级城市水价还高的情况。在供水企业的价格核算时，因为公众

无法得知供水企业的实际运行维护成本构成，往往认为其是不透明的。

另一方面，供水企业认为企业一直在亏损，盈利能力差，企业要提供更好的

服务就需改善当前的基础设施配套，资金缺乏的情况下难以做到企业的正常发展。

2.3.3 城市供水管理手段

因城市供水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城市供水受政府的管理，即为政府管理的方

式。政府对供水的管理手段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特许经营权制度。政府给予供水企业区域的供水特许经营权，让符合条

件的特定企业进行供水服务。特许经营权的制度下，政府要保障公众的利益，就

必须要对企业所提供的供水服务的质量进行有效的监控。

二是行政处罚。如果供水企业在提供供水服务的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的行为，

包括设置条件限制其部分供应商参与、招投标环节不规范、违规设立收费名录等，

政府作为行政主管单位有权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是信息披露。在供水企业信息公开管理方面，政府旨在减少公众与供水企

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可以要求供水企业披露供水服务状况，接受社会监督

检查。通过信息披露，政府可以定期公开供水企业的水质和水压检测报告，也可

以公开供水服务不符合要求的情况，达到管理和处罚的目的

万方数据



第三章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现状及情况调研

23

第三章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现状及情况调研

3.1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现状

为充分了解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现状，在论文写作和调研期间，笔者多次与

内江市供水管理机构的人员沟通，包括政府主管单位含内江市住建局、内江市卫

生与健康委员会、内江市政府办公室的政府工作人员，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的工作人员，内江市多个小区的物管，以及多个小区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

度访谈，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

3.1.1内江市城市供水主体情况

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内江市市级供水企业，主要负责内江市城区的

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

该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1958年的内江市自来水厂，在 90年代水务企业改革的

大背景下，1993年，内江市供排水总公司正式成立，开启了企业化运营的时代，

2010年改制更名为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已发展

成为集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供排水工程设计、工程施工为一体的国有独资企业，

目前正在寻求上市机会。

3.1.2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机构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涉及多个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内江市水利局、内江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内江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内江市物

价局等。

（1）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上级行政主管单位是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简称“住建局”，是本文研究的主要政府部门之一。在供水管理方面，住建局负责城

区涉水项目的组织建设工作，负责管理城市供排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工作；

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建设管理和技术审核等方面的工作。在房屋建设

方面，参与市区房屋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包括与房屋密不可分的供水设施

的设计审查。

在内江，因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上级单位为内江市国资委，属于国有企

业，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又是政府，这种既是管理者又是实施者的情况，容易产生

的问题是企业的管理者往往缺乏高效管理的动力[33]。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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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特殊管理关系在于：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受内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控股管理，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层是由内江市政府任命，因此，内江

市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管理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供水服务的经营者，即政企

高度统一的管理模式[12]。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政府平台的下级子公司，

其管理方式主要是协商式管理，与责令停产、撤回许可等强制性手段不同，协商

式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之间协商的方式就供水服务的提供状况达成一定的

协议，企业通过协商承诺达成改善供水服务质量的行为，在达不到相应标准时进

行原因说明，这种方式下政府不会实施激烈的行政管理手段。

（2）内江市水利局

内江市水利局由原来的内江市水务局更名而来，主要负责城乡供排水管理工

作，包括水利规划和水利政策的制定、水利工程建设的审批和核准等。在供水方

面，内江市水利局主要针对农村供水为主，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城市供水，因

此本文对水利局的研究不多。

（3）内江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内江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负责拟订卫生健康相关的地方管理政策、标准，制

定并组织落实全市疾病预防控制规划、传染病预防规划等。在供水管理方面，内

江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下属疾控中心负责对自来水的水质进行定期检测。

（4）内江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市发改委）挂内江市物价局（简称市物价局）、

内江市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简称市重点办）牌子。参与城市供水项目的前期工

作，并指导、协调并综合管理重大供水项目招标投标工作。

市重点办：在供水管理方面，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

案工作均需审批。

市物价局：负责研究制定全市价格包括供水价格的管理办法、以及执行价格

监督检查工作，防止供水价格垄断等不正当竞争；受理供水价格违法行为的举报、

投诉。

3.2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基本情况

3.2.1 内江市水质监测管理情况

目前，内江市在水质监测方面执行的是两级检测制度，一级是由供水企业自

检，另一级是上级主管单位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管理并委托卫生与健康委

员会下属的疾控中心抽检。

在供水企业侧，目前内江市供水企业执行的是日检、月检、季检结合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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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企业侧的水质检测采样点主要有水源地的原水（即未经净化处理的水）、

自来水水厂的出水口、自来水管网中的水。

在上级主管单位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对水质进行抽检，以此对管网水

水质进行全过程监测，除了抽检、企业侧取样点的水质外，还会对用户端如小区

内、学校医院等公共场合的水质进行抽检。

（1）水质日检

日检检测对象为出厂水的水质检验，主要检测有 9项，由供水企业进行，公

布方式为水务公司官网上每日更新公布当日检测数据，实际公示内容为其中的浑

浊度和余氯两项检测值。

表 3-1 出厂水日检 9项标准

检测项 浑浊度 余氯 色度 臭味 肉眼可见无菌落总数总大肠杆菌耐热大肠杆菌

单位 NTU mg/L 度 CFU/ml CFU/100ml CFU/100ml
标准值 ≤1NUT或≤3NUT ≥0.3 ≤15无异味异臭 ≤100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数据来源：《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表 3-2 内江市水务公司公示数据

检测项 浑浊度 余氯

单位 NTU mg/L
标准值 ≤1NUT或≤3NUT ≥0.3

实际值

第二水厂 0.25 0.41
第三水厂 0.24 0.47
城区水厂 0.27 0.11（ClO₂）

数据来源：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2月 20日检测数据

（2）水质月检

月度检测对象包括出厂水、末梢水。针对出厂水，检测内容包括微生物指标、

消毒剂指标等指标共 35项。针对末梢水，检测内容为余氯、浊度、菌落数、色度

等 12项。检测实施单位为内江市水务有限公司，同时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委托市

疾控中心进行月检。前者检测不对公众公开，后者公布方式为内江市卫生健康委

员网站以政务信息公开的方式公示。

（3）水质季检

季度水质检测由内江市水务有限公司和内江市疾控中心组织进行，检测对象

为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前者检测内容不对公众公示，后者检测结果公示在内江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上，公示内容为结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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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质随机抽检

除了相关政府主管单位定期抽检外，内江市卫生局还不定期对生活饮用水卫

生进行“双随机”监督抽检，在“双随机”监督抽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被检查单位将

被责令要求限期整改。以下是 2021年 6月“双随机”监督抽检结果及监督的公示表。

表 3-3 2021年生活饮用水“双随机”监督抽检结果公示表

监督专业 检查时间 被检查单位 监督抽检结果

生活饮用水 2021年 6月 15日 内江市水务公司第二自来水厂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生活饮用水 2021年 6月 16日 内江市东兴区清流自来水厂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生活饮用水 2021年 6月 16日 内江市椰木自来水有限公司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生活饮用水 2021年 6月 16日 内江市东兴区顺河自来水厂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生活饮用水 2021年 6月 17日 内江市东兴区松林自来水厂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生活饮用水 2021年 6月 17日 白石联合集中供水站 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

来源：内江市卫生计生委网站

3.2.2 内江市信息公开管理情况

（1）信息公开主体

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内江市供水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工作。供水企

业是信息公开的实施主体，承办本单位具体的信息公开工作[29]。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对三个点位的水质信

息进行监测：一是水源地水质监测、二是供水企业的供水即水厂出水口的监测、

三是末端出水即水龙头水质监测，并对饮用水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且至少每季

度向社会公开一次饮用水安全状况信息[29]。

因此，供水单位即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信息公开的实施主体，信息公

开的情况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即内江市人民政府进行管理和公示。

（2）供水信息公开的内容要求

《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公

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31]。为了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主动公开原则：如果没有明确的公开明细清单，被管理部门基于工作的惰性、

或者求稳、求安全的心态认为，公示越多越容易出错，于是造成能不公布的就不

公布，很少拥有主动公开的心态。政府作为城市供水发展的管理者，应是站在位

公众服务的角度，主动公开，提升政府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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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原则：信息公开应是常态化的工作，遵循真实、及时、准时公示的原

则。

便民原则：公示的内容应能被大多数人看懂，才能起到公示作用。这就要求

公示者多站在公众的角度思考。

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气、电等服务信息的及时、准确地发布非重

重要，这既是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每个居民的

切身利益的问题，造成的社会问题往往容易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

（3）信息公开的方式

基于上述管理办法，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及时、主动、并以多种形式方式将

有关信息进行公示或披露，尽量不要采取依申请公开的方式。

如果遇到停水、断水等紧急情况时，应当将有关信息及时在用户所在地传统

媒介和新媒体平台公开。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当设立公众咨询服务窗口，加强沟通

协调，限时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

（4）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

任何人都可以对信息公开情况提出质疑或疑问，可以直接向城市供水的主管

部门提出或进行申诉。对于供水企业如果未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有关制度、机制的，

政府主管部门应及时发现并责令限期改正。因信息披露不及时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追究公示单位的责任。

（5）信息公开实施情况

内江市信息公开主要分为三部分：供水单位的信息、供水宣传、供水水质安

全方面的信息三个方面的工作。

供水单位信息的公开方面：内江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官网上将机构概

况、职责分工、供水政策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办事程序、工作动态以及水价、停

水信息等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联系的、应积极公开的信息均予以公开。市政府信

息公开网站会受理投诉、询问业务。

供水宣传方面：组织职工学习有关户表安装、缴费方法、水费查询等文件依

据及政策法规，并把文件依据、政策法规放入了政府网站，便于用户查询、监督。

供水水质信息公示方面：内江市的水质信息公开没有公开发布水质信息公示

办法，具体执行的时候工作主要涉及供水企业、市住建局、卫生健康委等行政管

理部门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水质安全状况监测和公示渠道，并在对水质数据分析的

基础上公布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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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内江市供水价格管理情况

自然垄断产业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其成本的弱增性告诉我们，

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因此对于供水企业来说，供水的成本价

格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另一方面，供水作为一种垄断市场，如果没有外部条件

的约束，供水企业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为了利润而在定价上损害公众的利益。

因此，政府需要对自然垄断企业进行价格管理，以维护社会分配的效益和公平性[25]。

以下从内江市水价定价的管理办法、内江市水价定价涉及部门的主要职责、供水

价格中成本确定方式三个方面分析内江市供水价格管理情况。

（1）内江市水价定价的管理办法

在我国城市供水价格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模式。内江市供水价格涉及的部门和

流程包括：一是内江市供水企业向价格主管部门即内江市发改委提出价格调整申

请。二是内江市发改委及其下属的物价局对供水的成本进行核算，并批复供水价

格。三是价格主管部门即内江市物价局建立定期成本监审制度，核定的定价成本，

并进行定期的监审，监审结果的数据作为制定或者调整供水价格的基础。四是供

水企业在定期监审的要求下，定期提供生产经营情况和成本数据。

关于定价：消费者、供水企业、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方面可以向价格主

管部门提出定价建议。供水价格由内江市定价目录确定的定价部门制定或者调整，

价格调整前应当按照价格听证的有关规定开展听证，应当开展成本监审，并实行

成本公开。

（2）内江市水价管理涉及部门的主要职责

居民缴纳的水费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自来水公司核定的基准水价（含污

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等），另一部分是由供水企业代收的其他部门的费用，如垃

圾处理费、二次供水加压费用等，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样。水价调整直接涉及的部

门是水价调整的提出和审批单位，主要包括供水企业、市发改委、物价局。

表 3-4 内江市水价管理涉及部门及职责

部门 价格管理的主要职责

水价调整直

接相关部门

内江市水务公司 编制供水成本、递交水价调整申请

市发改委 成本调查监审、价格监测、最终批准和发布水价调整通知

物价局
按照《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成本监审实施办法（试行）》对供水

价格进行定期监审

水价收取涉

及部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

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责任；制定工程建设的

地方标准；发布《内江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暂行办法》

市城管执法局 环境卫生管理处为内江建成区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自主征收单位

数据来源：整理自内江市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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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水价格中成本的定价方式

基于城市供水的公共产品属性，我国实行的是政府指导情况下的低价、普惠

性原则[34]。低价虽然对公众而言，享受了政府的福利，但是对于供水企业而言，

却产生了一些弊端。

一方面，如果水价过低，供水企业如果不能实现盈利目标，那么企业在亏损

的情况下，缺乏资金，制约了供水企业现代化制度的建立，也制约了为提升更好

的服务所需的投资。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供水企业对于自身管理提升和产业发展

提升的积极性。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说，在自来水成本信息方面，由于政府价格部

门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企业成本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得到准确的验证。

相反，水价只能根据企业的申请和审批制定或调整。企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利润，

在成本增加后要求提高价格，最终的价格制定往往由企业主导，缺乏对国家金融

和消费者的影响。

目前，目前政府缺乏有效的成本约束机制，企业缺乏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

本的意识，导致成本越高价格越高，造成成本上升，企业亏损要求提高的价格、

然后提高成本、然后提高的价格的恶性循环现象。内江市水价的调整依据也是根

据供水企业的申报进行审批的方式，在成本定价方面存在上述的风险。

3.3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现状的调研设计

3.3.1 调查问卷及访谈设计

本次调研主要是围绕内江市城市供水现状进行，主要运用了问卷调查和深度

访谈的方式。

问卷调查的问题和答案相对固定，调查的结果便于统计和分析，且结果可以

被量化。但问卷调查的问题设计不具备较强针对性，得到的结果范围较广，不大

利于反映深度问题。深度访谈却相对比较灵活、自由，对问题的回答可以直截了

当，还能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启示，但这种方法却很容易受访谈者和被访

者的主观影响，对结果的整理较为困难。本次调研采取了将两种方法相结合进行

的方法，力求调研得到的结果准确真实有效，通过对调研访谈结果的总结和分析，

找出政府在城市供水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获取他人对解决此类问题

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调研设置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形式。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和供水企

业工作人员对供水相关管理及执行情况以参与更深、了解更深，因此深度访谈对

象以政府工作人员和供水企业工作人员为主。由于物业管理者和小区居民作为管

理效果的体验者和呈现者，可以更好地用问卷数据将效果量化，因此问卷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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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物业管理者和小区居民为主。

（1）问卷调查

为确保本次问卷调查数据科学有效，本次问卷调查通过线下调查问卷发放、

收集和整理。

调查对象选择：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主要分为小区居民、物管、政府工作人员

及供水企业工作人员四大类别，四类人员分别代表了供水管理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政府工作人员作为政府管理者的代表，是管理政策的制定者；供水企业工作人员

作为政府管理对象的代表，是管理政策实施者、也是政府的管理对象之一；物管

和小区居民作为管理成效的直接评价者，其中物管作为接收小区居民反馈的第一

人、以及小区供水设施的管理者，对以小区为单位的区域范围类供水情况最了解，

而小区居民作为供水的直接用户，对供水的情况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因此选择了

以上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内容设置：本次问卷调查内容的设置围绕论文的三大主题设置，即

供水水质安全管理、供水信息公开管理、供水价格管理三个方面，另加上了调查

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要目的是针对性地了解政府对城市供水管理的实施情况及实

施效果，问卷调查内容详见附录 A。

问卷调查表回收情况：问卷调查共发放 240 份，经过对调查问卷填写情况进

行检查，剔除无效问卷后，共获得 210份有效调查问卷。问卷有效率 87.5%。参与

调查的对象涉及不同的工作岗位性质，其中，主要为普通小区居民和物业管理者

为主，分别占比 35.71%和 41.43%。

表 3-5 调查对象工作岗位统计表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工作岗位

物业管理者 政府工作者 供水企业工作者 其他类小区居民

75 27 21 87
35.71% 12.86% 10.00% 41.43%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问卷调查对象分析：因问卷调查表为现场实地发放，容易因调查对象的选取

片面性造成数据误差，因此对调查人员的性别和年龄进行了分析。在 210名调查

对象中，男性 95人，占 45.24%，女性 115人，占 54.76%；从调查对象年龄看，

范围覆盖不同年龄段；从学历角度看，范围覆盖不同的学历。因此，调查对象数

据在年龄、性别、学历方面的覆盖面较全，排除了因调查对象年龄、性别、学历

造成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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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性别比例

男 女

95 115
45.24% 54.76%

年龄比例

18-24岁 25-34岁 35-55岁 55岁以上

43 84 38 45
20.48% 40.00% 18.10% 21.43%

学历比例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45 24 65 76
21.43% 11.43% 30.95% 36.19%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2）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是访谈人员和被访谈对象之间进行的深入沟通。沟通时，预设沟通

话题，通过引导、询问、咨询等方式，向访谈对象提出问题，并得到答案或看法，

进而获得访谈对象提出的相对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访谈内容设计：访谈前从网络等不同渠道了解了内江供水的问题，同时在问

卷调查期间也收集到了居民对供水相关问题的反馈，例如有人反馈小区供水设备

问题、价格问题后，进一步与小区居民和物管沟通发现了对管理主体不明、价格

问题等方面的反馈。根据上述收集问题，在访谈前预先设定好了访谈话题。访谈

话题围绕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水质管理、供水信息公开、水价管理几大方向的

问题、看法或建议来展开。具体访谈内容详见附录 B。

访谈对象：物管作为接收小区居民反馈的第一人、以及小区供水设备的管理

者，对以小区为单位的区域范围类供水情况最了解；因此，物业管理者和小区居

民的访谈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而政府及供水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访谈

目标是展开更加专业、更有深度地分析和讨论、提供问题解决的建议。

表 3-7 深度访谈对象统计表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工作岗位

物业管理者 小区居民 政府工作者 供水企业工作者

3 4 5 4
18.75% 25.00% 31.25% 25.00%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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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方式：为提高访谈效率，反映真实数据，访谈数据均为实地进行的一对

一访谈。2021年 11月到 12月期间，共对卫生管理部门、自来水公司、物价管理

部门、小区居民、物管等 16人进行了深度访问，访谈记录见附件 B。

3.3.2 调查问卷内容分析

本次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供水安全、信息公开、供水价格三大方面，目的是全

方位地了解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相关情况，以期达到发现问题、找到原因、并

最终实现解决问题的目标，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如下。

（1）供水水质安全管理——水质污染情况

调查发现，有 17份数据反馈出现过水质污染，占比 8.1%，主要反馈为自来水

有消毒水味道、放水时有白色泡泡、水浑浊现象。针对该情况，后来在与自来水

公司工作人员 K深度访谈时其解释到，该现象为正常现象，非水质污染。由于低

压供水时，管网中会进入空气，当压力过大时，可能导致的水在放出水龙头的瞬

间带有气泡并呈现出白色。调查未发现其他严重水质污染案例。

该数据结果也反映出公众对水质污染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对供水的基本知识

不了解。因此其无法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水质问题，所以把自来水正常现象当作了

水质污染。

表 3-8 小区水质污染情况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的小区出现过水质污染问题吗？

若有，请列出污染情况。

是 否 未知

17 174 19
8.10% 82.86% 9.05%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2）供水水质安全管理——供水设施管理

影响水质的三大因素分别为：自来水厂出厂水的水质、管道输送过程中的污

染、二次供水的污染，由于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主体多样化，是最容易产生水质污

染、影响供水安全的环节，有的二次供水设施安置于专用的泵房，有的则是没有

严格管理。

由于各个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管理通常物管人员比较熟悉情况，其填写的问卷

调查中关于二次供水设施的调查数据具有参考性，因此专门对 75份来自物管人员

的调研数据进行了分析，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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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小区供水设施管理情况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泵

房、水箱等）是否有防盗

安全措施？

是 否 未知

33 39 3
44.00% 52.00% 4.00%

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泵

房、水箱等）环境情况评

价？

干净卫生 卫生差（锈蚀、堆满杂物、环境差等） 不清楚

46 21 8
61.33% 28.00% 10.67%

您所在小区交付时间？

0-5年 6-10年 10年以上

42 25 8
56.00% 33.33% 10.67%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小区供水设施（泵房、水箱等）没有防盗安全措施的共有 39份，占比 52%。

进一步分析该 39份调查数据显示，其中，建成年限 0-5年的小区为 3份，建成年

限在 6-10年的小区为 19份，建成年限在 10年以上的小区有 17份。小区供水设施

如果没有防盗安全措施，存在停水断水、人为投毒等人为事故风险。

小区供水设施（泵房、水箱等）环境情况中有卫生差的情况有 21份，占比 28%。

进一步分析该 21份调查数据显示，其中，建成年限在 0-5年的小区为 3份，建成

年限在 5-10年的小区为 4份，建成年限在 10年以上的小区为 14份。供水设备锈

蚀问题，对供水水质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

综合而言，10年以上老旧小区的供水设施和环境需重点关注。

（3）供水水质安全管理——上级监管单位检查

分析 75份来自物管人员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有 6份的小区从来没有人检查

过，占比 8%。由此可以看出相关管理单位在执行检查时存在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

表 3-10 小区供水设备上级单位检查情况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上级单位多久检查一次水质？

每月 每半年 每年 从来没检查过

35 22 12 6
46.67% 29.33% 16.00% 8.00%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深入分析发现：每月检查的 35份数据发现，其建设年限主要集中在 0-5年，

设备由供水企业指定的厂家每月巡检。从来没检查过的或每年检查一次的小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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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年以上老小区或安置房小区。因此，10年以上老旧小区的供水设施和环境需

重点关注，安置房小区供水设备需关注。

（4）供水水质安全管理——供水管理主体

小区供水管理主体决定了设备的管理责任人，调查发现，有 3份数据“无管理

主体”，有 4份数据“不知道”管理主体是谁。深入了解发现，3个无管理主体的小

区分别是 2个安置房小区、和 1个 10年以上的老小区。

表 3-11 小区供水设备管理主体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的小区供水设施管理主体是谁？

物业管理 自来水公司 无管理主体 不知道

15 27 3 4
30.00% 54.00% 6.00% 8.00%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对于 15份管理主体为物业管理的。在调查沟通中发现，其实际管理时，物业

承担的是代管身份，有的是自来水公司或者社区等的托管，有的是无人管理而物

业被动接管。深入沟通发现其中有 5 个小区实际是没有明确管理主体而物业被动

接管的，物业实际并未承担相关管理工作，对供水情况不承担具体责任。

因此，调查显示，内江市的供水管理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的情况。

（5）供水信息公开管理情况——信息公开渠道

在直接影响居民日常供水的信息公开及信息获取方面，供水信息如停水情况

公告，通常由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调查显示，大家获取此类信息最主

要的方式为物管通知，属于比较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

表 3-12 供水信息了解渠道统计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是从哪些渠道了解到

停水信息的？（可多选）

物管通知 小区信息公示栏 供水企业网站 供水企业公众号 其它

191 80 9 57 15
90.95% 38.10% 4.29% 27.14% 7.14%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6）供水信息公开管理情况——供水信息宣传

在供水信息宣传方面，公众了解到的节水宣传类信息是最多的，比例为 100%。

其次是停水信息，比例为 92.86%，停水信息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宣传力度相对

大。对于水价/水费、水质信息这类信息，获取的比例不高。进一步分析水价/水费

的 87份数据、水质信息的 72份数据，结果显示填写对象以物业和城市供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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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业者为主。因此可以发现，供水信息的公开范围停留在部分人、尤其是相关

工作人员手中。

表 3-13 宣传信息内容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曾了解过以下哪些信息

的宣传？（多选）

水价/水费 水质信息 停水信息 供水宣传 节水宣传

87 72 195 43 210
41.43% 34.29% 92.86% 20.48% 100.00%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随机选取问题“您知道水从水厂到家里，经过哪些流程吗”来调查大家对供水知

识的了解情况。不了解的人占比 55.71%，占比超过一半；选择“是”的人占比 21.43%；

深入分析选择“是”的人发现以城市供水企业工作者为主。

因此可以发现公众是缺乏供水知识的，说明供水宣传和供水信息公示的不足。

表 3-14 供水流程知识了解情况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知道水从水厂到家里，经

过哪些流程吗？

是 否 了解一点点

45 117 48
21.43% 55.71% 22.86%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7）供水信息公开管理情况——水质检测信息查询

供水安全最重要的是供水水质的安全，供水水质检测信息按规定应定期公示。

公众对水质检测信息了解情况调查显示，45.71%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查询，26.67%

的人查过，但没有查询到，这部分人员比例合计占比 72.38%。

表 3-15 政府网站查询水质检查情况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在政府网站上查到过水质检测信

息吗？

是
否 否

不知道哪里查 查过，没有查到

46 122 42
21.90% 58.10% 20.00%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经作者本人实际查询发现，住建局、环保局、卫生局等部门关于供水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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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内容主要在各政府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版面体现，但是可获得性差，不熟

悉政府网站的人并不容易查到。因供水相关信息并没有专门分类，即使熟悉政府

网站的人，也需要经过搜索和多级点击且需在不同部门的政府网站查询，才能找

到相关的水质检测信息。

（8）供水价格管理——供水价格

对于供水价格，知道或了解一点自来水的水价合计 139人。结合本章中表 3-5

的数据可知，物业管理者和供水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共 96人，因工作关系两者对供

水价格应是了解的，因此，除开物业管理者和供水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后，在政府

工作人员和小区居民中，仅有 43人对供水价格了解或了解一点，比例仅占 20.47%。

该项结果数据存在因居民家庭中不是所有人都交水费，可能因此不了解水价

人员较多，所以可能造成的数据结果偏差。

表 3-16 自来水价格了解情况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知道自来水的水价是多少吗？

是 否 大概了解

27 75 106
12.86% 35.71% 50.48%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9）供水价格管理——水费构成

结合本章中表 3-16自来水价格了解情况统计结果的数据，对水价不了解的人

数与对水费构成了解的人数成对应关系：了解水价的人不一定了解水费的构成，

因此了解水费构成的人员数量比了解水价的人员数量更少。整体数据表明，对水

费构成了解或了解一点的人员比例较低。

表 3-17 水费价格了解情况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知道所交水费价格的构成吗？

是 否 了解一点

25 107 78
11.90% 50.95% 37.14%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10）供水价格管理——水价调整

水价调整工作涉及听证、宣传告知等多环节，水价的调整是有关居民直接利

益的问题。调查数据显示，数据表明大部分人了解到水价的调整，有了解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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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的人数合计占比 52.85%，但不了解水价调整的人员占比 37.14%，表面明政府

在水价调整管理工作中还需加强宣传和管理。

表 3-18 自来水价格调整了解情况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知道水价什么时候调整过吗？

是 否 了解一点

49 78 83
23.33% 37.14% 39.52%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11）供水价格管理——价格是否合理

对于水价是否合理，其中占比 47.14%即约一半的人不清楚水价是否合理，判

断是否合理需要有参考依据，反映出大家对水价没有太多的了解。另有约 25.71%

的人员认为水价不合理，体现出政府在水价管理上，对公众的价格宣传不到位、

水价管理时引导不到位，导致大家对水价了解不多或认为水价不合理。

表 3-19 水价是否合理统计结果

调查项目 调查选项和数据

您认为水价是否合理？

是 否 不清楚

57 54 99
27.14% 25.71% 47.14%

数据来源：调研数据整理

3.3.3 调研结论

通过本次调研和访谈，对内江市供水安全、信息公开、供水价格三大方面情

况进行了调研，具体总结如下：

供水安全方面：从供水水质调查情况看，供水水质未出现严重问题；但从小

区供水设备管理的调研结果来看，部分小区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管理不到位的情

况；从设施环境的情况看，存在供水安全风险。

信息公开方面：对于跟大家日常相关的信息如停水信息公众知晓比例高，但

对于非与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信息如水质安全等，公众知晓的比例低；政府的信

息公开渠道对大部分公众而言可获得性差；在供水宣传方面，宣传的工作在开展，

但公众获取的信息还不够。

供水价格方面：对于是否了解自来水的价格是多少、水费构成有哪些、水价

什么时候调整等选择“否”的人数均超过了选择“是”的人数。结合财政局收到的投诉

和咨询数据说明公众对水价调整和收取的了解还不够。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8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描述了城市供水的管理体系及构成及内江市相关管理的现状，为基

本情况的描述，并针对现状进行了调研设计，调研方式分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

形式，深入分析了政府工作人员、供水企业工作人员、物业管理者、小区居民四

大群体对供水安全、信息公开、供水价格的了解情况，从而为下文政府管理存在

的问题提供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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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4.1 供水水质安全管理不足的问题

4.1.1 供水水质安全管理不足

根据第三章调研数据显示，小区供水设施（泵房、水箱等）环境情况中有卫

生差的情况有 21份，对供水水质安全带来极大的风险。小区供水设施（泵房、水

箱等）没有防盗安全措施的共有 39份，存在人为供水事故风险。对于上述风险，

内江市水质安全监管是怎么执行的？在与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员 L的交流中

得知，内江市水质检测主要分为供水企业自检、卫生行政部门即卫生和健康委检

测两级检测的监管方式。供水企业每日的检测数据会公示在其公司官方网站，而

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市疾控中心进行多点位的抽检，检测结果通过政务信息公开

的方式公布在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政府网站上。关于现有的检测和监管的情况，L认

为还有以下不足。

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员 L：内江市现有水质检测主要分为供水企业自检、卫生和健康

委检测两级检测的监管方式。检测和监管不足之处在于，一是现有水质监测主要由疾控中心

进行，工作耗费量大，但检测能力有限，导致对水质的监测能力不足；二是目前监测频率和

内容与其他城市相比还有差距，比如成都市已经实行了日检、双周检、月检、季度检、半年

检、年检，整个水质检测的程序与要求、上级单位的监管机制都比较完善。内江市现在实行

的检测制度跟做得好的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内江市现在正在申请接入省级水质监测平台，

接受上级的监管，提高数据的公信力。(访谈资料，NJ-12，2021.12.10）

在内江市现行的供水企业、卫生行政部门两级监测制度下，并不能解决第三

章调研中反应的小区潜在的水质污染风险，该风险涉及到政府对卫生行政部门的

管理、对供水设备的管理、以及对物业和供水企业等供水设备管理主体的管理问

题。本文研究认为水质安全管理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水质管理

内容和检测频率不完善、针对小区供水设施的管理存在管理范围覆盖不足、供水

安全风险问题。

第一，水质管理数据准确性风险

供水企业自检：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目前暂未覆盖内江市，因此内江市

的水质检测未实现在线联网。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水质监测网尚未覆盖内江（注：

四川省城镇供水排水水质监测网内江市监测站正在申报中），内江市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的水质监测任务主要由企业自己在组织，具体是交给其下属的水质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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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承担，检测范围为出水厂和管网的水质检测。由于该方式为企业内部检测形式、

而非第三方检测，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检测数据准确性风险问题。

第二，水质管理范围覆盖不足

卫生行政部门抽检：根据 2020年度东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部门

决算编制说明文件：区卫生健康局重点对集中式供水单位的日供水能力、“三证”

持证情况、水污染事件应急准备情况、消毒设施配备使用情况等进行了检查。全

年检查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 68家，其中市政供水 1 家、集中供水站 11家、学校

直饮水 19家、二次供水 15家、小区直饮水 22家（共 227台）。行政处罚 2家，

共罚款 0.2万元。从该覆盖范围看：东兴区小区数量约 250个，其中东兴片区小区

约 60个（安居客数据），抽检二次供水 15家，覆盖率仅有 1/4，范围覆盖不足。

第三，水质管理内容不全面

由于出水厂和管网水的水质检测主要针对供水单位管理的供水设施进行。而

二次供水水质管理则针对的是用户端水质的检测，具有数量多、困难大、不易监

测的特点。数据显示：内江市市政供水各类水质总合格率达 97.89%，末梢水合格

率 99.26%，出厂水合格率 77.78%，二次供水总合格率为 66.67%。不合格项目主

要是 pH值、耗氧量、余氯、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20]。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市

政供水水质总体良好，其中合格率最低的是二次供水，二次供水的管理和监测有

待加强、二次供水水质的合格率有待提升。

调研还发现部分老旧小区二次供水设备老化生锈、供水设施泵房积水、水箱

内部水质污染等情况，部分老旧小区泵房处于物业管理或无人管理的情况，政府

管理未覆盖，暴露出老旧小区的水质存在管理未到位的问题。

4.1.2 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根据第三章调查问卷分析情况，公众对于供水知识的是比较缺乏的，同时对

于供水水质等供水信息了解有限。对于供水企业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据内江市

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职员 H认为供水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关于供

水公司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哪些工作？H提供了以下 2021年的数据。

内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职员 H：供水公司在信息公开方面的主要工作有：

第一，在 22个新建小区（汉祥小区、阳光天麓等）内开展供水管理集中宣传，向用户发放供

水宣传手册 300余份；在市级报刊进行供水管理宣传一次。第二，配合公司完成“千企万人”

测评工作，分别在 607所、中铁二局四处、邦泰国际公馆、金牛小区 4 个小区内开展供水知

识宣传工作。第三，在内江城区的 76 个高层住宅小区，以及 477部电梯内 24 小时不间断播

放供水节水宣传视频，让用户了解供水运营管理模式及相关知识。第四，在 17个新建供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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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售楼部及物业公司处粘贴供水示意图和用户告知书，让购房人和用户知晓小区内供水运营

管理情况。(访谈资料，NJ-08，2021.12.2）

上述供水公司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科普作用，但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主要宣

传在于新建的小区、且单项的覆盖面并不大，因此调研结果而言，依旧有较多居

民对供水的知识了解有限。而对于供水水质的宣传，供水公司的上述宣传中并未

提及。

一方面，上述的各项数据还存在差距，另一方面，结合政府的信息公开管理

要求，H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和改进建议。

内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职员 H：对信息公开改进建议：一方面，年度考核

结合日常管理，促进各部门更加认真地落实。另一方面，加强培训和学习，提示各部门对信

息公开的认识，向外学习优秀管理经验、借鉴其他单位好的做法。以此提升认知水平和管理

水平。(访谈资料，NJ-08，2021.12.2）

关于政府对供水信息公开的管理方面，内江市政府办公室职员 N补充介绍了

当前的管理现状。

内江市政府办公室职员 N：目前关于信息公开，政府是按照信息公开条例和公共企事业单

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在执行，相关信息要求在政府网站上以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进行公开，

公开的数据来自各个部门。由于各部门公示的数据来自各直接负责的部门，市政府对于公示

内容、频率、质量无法做到过于具体的要求和审核。(访谈资料，NJ-14，2021.12.28）

总结第三章调查研究和访谈发现，对于城市供水行业的工作者和物管因工作

需要所以对供水相关信息了解更多，而普通公众对水质信息、供水知识这类信息

获得的比例不高，根本原因是城市供水的信息公开机制目前还不完善，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未制定针对内江市的信息公开管理的办法、二是公司企业信息公开

渠道建设薄弱，从而导致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内容获得性差、不利于公众获取信息。

第一，缺乏本地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目前，内江在信息公开管理方面，遵循的是国家发布的两项管理办法，但由

于国家层面的管理办法比较粗略，具体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水利局还是哪个单

位来实施具体的信息公开，办法中并没有明确，这一点应由地方人民政府来明确

各部门的职责。内江市目前未针对本地的管理要求出台相对详细的办法。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卫生局、物价局等行政管理部门都与城市供水相关，各部门独立

开展相关工作，各自的评估机制包括监测目的、监测内容和方法、结果报告的形

式、各部门工作分工等方面缺少统一明确的规定。

第二，公司企业信息公开渠道建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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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城市供水的承担者，现已建立了公司官方网站、

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具体建设情况如下表。

表 4-1 内江市信息公开渠道建设情况

公开渠道 执行情况

公司官网
自来水厂出水口检测要求是日常规检测 9项，官网公示内容只有浊度和余氯

两项日检测结果；月度和半年度检测数据无法查询。

企业微博
企业的新浪微博于 2014年开通使用，最后一次更新时间为 2016年，因此并

未长期投入使用。

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分为用水信息、客户服务、水务资讯三部分，居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上缴纳水费。水务信息推送近半年只有 3条，因此，公众号只满足基本的缴

费需求和部分信息查询需求。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其中，较为有效的信息公示与信息宣传渠道为官网和公众号，现已具备基本

的信息公示功能，展示信息以静态信息为主。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家最直接关

注的供水、停水类动态信息主要来自物管通知，而非供水企业的官方渠道，这体

现出了供水企业信息公示渠道建设的不足。由于信息化公开平台相对滞后，宣传

又不到位，最终导致公众缺乏相关知识与资讯。

4.1.3 供水价格管理标准不统一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供水价格的管理非常重要。政府可以直接通过经济性手

段对城市供水的价格进行管理，这种方式即为经济性监管。政府使用的经济性监

管手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通过自来水定价的管制，包括成本的核算、

定期进行的价格监督等方式保障自来水的价格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是

通过价格准入、投融资方式的准允等方式[13]，保障城市供水的竞争主体处在合理

水平，避免重复投资导致的社会经济资源浪费，作为公共产品，这也是基于其属

性的要求。

根据第三章问卷调查和访谈资料显示，同处相邻区域的供水价格并不一致。

管理标准并不统一。目前，就整个内江市的供水价格而言，有的区县单独出台了

关于供水的价格管理办法，有的区县则基于国家通用标准在执行。价格法中并没

有对价格的定价、价格的成本等进行明确规定，而是由市、县级人民政府来规定。

因此各地在执行的时候存在差异，所以无论是从实际情况角度、还是从用户体验

角度来看，内江市不同地区在执行水价政策的时候造成居民水费缴纳标准不一致、

水费构成不完全相同的情况。

关于内江市现行水价是怎么构成的？是否有什么问题？通过与内江市财政局

副局长M的访谈了解到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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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财政局副局长M：内江市在 2017年 12月份之前，水费收缴实行三费合一制度，

即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自来水水费三费合一。关于水资源费：2017年 12月份之后，内江

城区综合水价中的水资源费按“税费平移原则”并入基本水价，在用户端水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水价构成内容调整为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两部分。关于污水处理费：通常是在收取水费时

一并代收的。

针对现行水价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内江市各区县水价成本的差异：由

于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供水设施建设水平、管理水平的差异，各地的水价成本不同。二是

不同地区水费收取的构成不同。有的地方垃圾处理费由自来水公司代收，有的地方由天然气

公司代收，有的地方征收了二次供水管理服务费。由于以上价格的差异，市财政局也收到了

关于不同地区水价对比的热线咨询和投诉。(访谈资料，NJ-13，2021.12.28）

内江市水价标准不统一的两点表现，具体如下：

第一，内江市城市供水价格构成差异

以下选取了内江市主城区、威远县、连界镇三个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的水价

作为对比，经过对供水价格的分析和对比发现，同一个区县的水价不同，同一个

区县的水费收取时的水费构成也不同。具体表现为内江市城区供水价格有明确的

构成，而连界镇是直接定水价，未区分构成。

由于各地政策要求不同，有的地方生活垃圾处理费不由自来水公司代收，有

的地方不需要缴纳二次供水服务费。内江市主城区、连界镇、威远县三个地区的

水价构成及水费情况如下。

表 4-2 内江城区水价构成表

阶级
基本水价（元/

吨）

污水处理费

（元/吨）

水资源费

（元/吨）

综合水价

（元/吨）

第一级 180吨/户·年及其以下 2.24 0.95 0.00 3.19

第二级
181-300吨/户·年（含

300吨）
3.36 0.95 0.00 4.31

第三级 300吨/户年以上 6.72 0.95 0.00 7.67

非居民生活用水 2.5 1.18 0.00 3.68
特种用水 5.89 3.8 0.00 9.69

数据来源：整理自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官网

从以上价格构成表中可以看出，内江市的城区供水价格构成主要是基本水价

加污水处理费两项，水资源费为 0元是因为水费平移到基本水价中了。综合水价

第一级为 3.19元/吨，涵盖范围为 180吨/户·年及以下，最高可达 7.76元/吨，价格

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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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连界场镇供水价格

收费项目
川威家属区自来水费

（元/吨）

连界场镇自来水费

（元/吨）

居民生活用水 2.10 2.26
行政事业用水 2.30 2.36
经营服务用水 2.80 2.86
工业用水 2.60 2.56
特种用水 3.70 4.06

数据来源：整理自内江市威远县政府信息公开

以上价格可以看出，连界场镇供水价格划分了川威家属区和非家属区，不同

区域范围价格不同，没有按档次进行分级，居民生活用水统一为 2.1元/吨或 2.26
元/吨。

表 4-4 内江市威远县供水价格表

收费项目
自来水收费

（元/吨）

污水处理费

（元/吨）

综合水价

（元/吨）

居民生活用水

第一阶梯

（0-180吨/年）
2.6 0.80 3.4

第二阶梯

（181-300吨/年）
3.90 0.80 4.7

第三阶梯

（301吨以上/年）
7.80 0.8 8.6

总表 3.12 0.8 3.92

非居民生活用水

行政事业用水 3.1 0.8 3.9

工业用水 3.1 0.90 4

经营服务用水 3.50 1 4.5

数据来源：威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综上所述：不同地区自来水价格是不同的，水务公司收取的水费构成也是不

同的。在水价方面：连界场镇与内江市城区供水价格 3.29元/吨，威远县综合水价

为 3.4元/吨，与城区 3.19元的综合水价相比贵了 0.31元/吨。在水费构成方面：内

江市各区域的城市供水构成并不完全相同，如东兴区的水价中包含了二次加压供

水的费用。部分区县城市供水将垃圾清运费与水价一同收取。这种情况带来的影

响是：对于居民用户而言，最直接感受是不同区域的水价不一样，同时又不知道

为什么不一样。

第二，二次供水价格服务费差异

上述对供水的价格和构成进行了分析，而有的地方虽有同样的管理规定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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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但在执行的时候标准却不统一。某安置房小区居民反馈近期水价突然增长了

1.15元/吨的情况，针对反馈的该问题文中对小区物管 G进行了访谈，其介绍了相

关情况。

物管 G：小区原本参照前期的安置房小区模式，二次加压设施设备暂不移交水务公司，均

由经开区承担设备运行的电费、设备维护费用以及设备更换费用，小区安置户不承担二次加

压水费。近年来由于出现有小区因供水设施维保不到位，供水设施设备受损后维修不及时，

从而影响住户用水问题。政后来，府出台文件要求水务公司对供水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管理和

维护，对于统一管理的这部分小区，水务公司收取了二次加压服务费 1.15元/吨。对于小区居

民而言：以前不用承担 1.15元/吨，现在要承担了。（访谈资料，NJ-07，2021.12.2)

关于供水价格执行标准不统一，有居民反映其小区楼盘为 7 层以下的小区，

市供水公司在水费收取的时候加收了二次加压费，即 1.15元/吨。而在同一海拔高

度的附近小区楼层超过 30层却没有收取二次加压费，结果低层小区加收而高层小

区反而却不加收费用。针对此情况，本文对内江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处长 Z进行了

访谈了解情况。

内江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处长 Z介绍：2015年，国家对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提出了

新的规定，新建设施应转交给供水企业来进行运维，也就是移交给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来运行和维护。按内江市的执行标准，移交后将收取供水服务费即 1.15元/吨。上述反应隔壁

小区未收取二次供水服务费是因为该小区修建于 2015年政策出台以前，之前的日常维护管理

一直是由物业公司负责，市供水公司也未与用户签订《二次供水服务合同》，故未向居民收

取服务费。该事件为典型的政策执行不及时，2015年出台的相关政策现在已经 2021年了还存

在此问题。建议按照管理办法，首先供水公司应主动与物业公司沟通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事宜；

其次，供水公司可对所有已移交、正在办理移交、未移交的小区建档管理；最后，对建档情

况进行监督，从政府角度对供水公司下达指标任务和目标，根据供水公司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访谈资料，NJ-16，2021.12.28)

结合以上两个访谈看出，政府在推行二次供水设备统一管理的过程中，二次

供水服务费的管理是不清晰、不规范、也不统一的。案例一中某安置房小区未经

充分告知便收取了加压费用，对于小区居民感受而言，是无故增加了一笔费用。

案例二中由于政策执行不及时，应该纳入统一管理的小区未被纳入管理，造成同

区域的小区供水价格不同。案例二中还反映了市水务公司官网上并未显示二次加

压费用的收费标准，只有垃圾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用，公众并未得到有效

的宣传和知情，可见水价政策执行的环节是不完善的。

2019年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内江市城市二次供水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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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由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统一管理，并向用户收取二次供水服

务费。2015年以后建设的二次供水设备将逐步移交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统一管理。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019年数据，市水务公司逐步接管城区内已建

成的二次供水设备，已接收二次供水小区 73个，涉及用户 6万余户。因小区建设

时间不同、区域不同、设备管理移交办理情况等，造成了水价的差距，主要为以

下四类情况：

一类是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供水范围内的新建小区：二次供水设备由水

务公司统一管理，加收 1.15元/吨的二次供水管理服务费。

二类是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供水范围内的 2015年后建设的现有小区：逐

步移交水务公司统一管理，移交后加收 1.15元/吨的二次供水管理服务费。

三类是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供水范围内的 2015年以前建设的小区：视情

况进行二次供水设备改造后逐步移交水务公司统一管理，移交后加收 1.15元/吨的

二次供水管理服务费。

四类是非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供水区域，尚未统一实行二次供水设备统

一管理，并未收取管理服务费。

因此，不同区域是否收取二次供水服务费存在差异；同一地区不同小区由于

建设年限原因是否收取二次供水服务费存在差异；同一地区建设年限相似但由于

移交手续原因是否收取二次供水服务费也存在差异。

4.2 城市供水问题成因分析

4.2.1 水质安全管理措施不足成因分析

影响供水水质的因素很多，包括自来水出水厂、管网水、末端水的水质检测

标准等水质标准因素；自来水输送过程中管道老化带来的污染、高层二次供水设

备污染清理不及时等供水设备因素；水质检测不到位、水质监测不足、供水设施

管理和清洗不到位、缺乏管理要求等管理不规范因素。本文研究的是供水管理，

因此从管理机制、管理方式、管理能力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水质管理机制不完善

内江市还没有建立专门的供水水质管理制度。现行供水水质的政府管理为水

务企业自检、市卫生健康委例行检测，其他部门的数据均来源于上述两个部门的

检测结果。因为涉及部门较少，出现了检测能力、检测覆盖范围有限的情况。根

据第三章调研数据，显示有 6个小区从来没有上级部门进行过检测，因此，整个

水质管理的机制是不完善的，导致在检测能力有限时出现了一些管理的漏洞。

内江市的检测数据尚未接入上级单位的检测平台，缺乏上级单位的监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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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漏洞风险。

第二，政府管理方式单一

目前，政府主要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来管理供水服务情况，监管供水企业在

提供服务时是否达标，但缺乏强制力，处罚也相对较轻。结合市长热线数据发现，

确实存在水务服务的问题，相关主管部门对其回复意见的处理多是咨询供水企业，

对供水服务不到位的供水企业提供整改的地方很少，涉及供水企业的处罚、停业

现象几乎没有。 这说明在目前内江市对供水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中存在处罚过低、

管理震慑不足等问题，从而在提高供水服务质量方面没有起到真正的管理作用。

政府更多的是将供水企业作为下属单位，进行全面的管控[27]

第三，管理体系的管理能力有限

从技术层面来看，很多设施没有配备在线监测装置等设施，导致供水的监测

必须靠人工来实现，人工成本高，效果有限，不能实时获取相关管理信息。当前

水质监测水样采样点位于水厂出水口、供水管网中段、端部水龙头或端部二次供

水设备。因在线数据采集建设尚不完善，现行的采集方式以人工抽检为主。参考

其他城市如上海已经在所有出厂位置、全市管网安装了 200多套在线监测设备[29]。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技术角度来说，完全可以提升管理能力。同时，这也会

对城市供水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2.2 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成因分析

内江市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原因如下：一是垄断行业造成的信息不对

称，这是行业特性造成；二是城市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的原因，这是政府管

理水平差异造成的；三是官方的信息公开渠道不足，这是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建设

可以改善的。

第一，垄断行业造成的信息不对称

本文经过对内江市城市供水的信息不对称性，认为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一

是供水价格信息相关的信息不对称；二是供水水质信息掌握情况不对称。

供水价格信息方面：现行关于城市供水价格掌握在少数部门手中，并没有完

全对公众公开。企业存在的天然属性就是追求利润，和公众是处于对立面的。调

查中发现的几个关于价格的咨询投诉，均源于公众对价格信息的不了解，存在价

格信息不对称。

供水水质信息方面：作为自来水的提供者，供水企业公示其水质信息是应尽

的义务，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要求供水信息的检测和公示要求。从另外角度讲，

虽然供水水质信息实时公示从技术上不难实现，但实现需增加的资产投资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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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成本。

第二，城市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现行办法中对公开时间、频率、标准和要求没有对市

级单位的执行进行详细的规定。参考上海地区发布的《2020年全国城乡饮用水水

质监测上海地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办法中对监测目的、监测内容和方法、结果

报告、各部门工作分工等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

供水信息公开是同时具有社会性和科学研究性的，一方面信息要服务于公众，

另一方面信息也要服务于管理部门，所以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

现有公开的水质信息来看，有的只有测量指标和测量值，有的只有合格率，水质

公开信息都没有涉及对异常数据或者不合格情况的分析。由于缺乏对水质指标的

科普知识，普通公众很难完全看懂相关数据，最终造成了水质信息公开的不全面。

第三，官方的信息公开渠道不足

在政府管理层面，现有的信息公开渠道主要有政府网站中的政府信息公开、

地方发行的报刊；也有少部分通过电视、营业厅宣传文件和宣传张贴等传统渠道

公示的。现在大部分人都在使用的微信公众号等，却没有建立持续的信息发布渠

道。

对于停水类实效性较短的信息，居民可以通过物业的通知、供水企业的公众

号通知、公司官网查询等方式。根据前文调研结果数据显示，居民获取信息使用

最多的方式物业通知。对于水质类和价格类日常不直接涉及的信息，公众能获取

信息的方式只有政府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栏，公开渠道单一，要想从该渠道查到

相关的信息，需要会上网、会查询，对于大部分人都有难度。因此，主动公开做

得并不足，公开渠道建设也不足。

4.2.3 供水价格管理标准不统一成因分析

内江市供水价格各地不统一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垄断行业的区域差异原因，

这是垄断行业的本质造成的；二是水费构成内容不统一原因；这是不同地区在执

行差异化的原因造成的；三是水费成本构成不同的原因，这一点涉及供水企业管

理成本、价格部门核价等多方面原因，较为复杂。

第一，垄断行业的区域差异原因

供水水价定价过程首先是要进行成本测算，成本测算的价格是定价依据之一。

因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模板，价格的核定基本是成本加费用的方式，在管理的过程

中并不能有效地对企业形成较大的约束[22]。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政府 100%

控股的背景，因此，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仍然间接地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或

万方数据



第四章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49

者说并没有完全脱离行政化管理。因此造成了内江市政府部门“既是产业规划、政

策的制定者，又是相关政策的执行者”[33]的局面。

内江市不同区域由不同的供水企业进行供水。由于供水的行业准入制及区域

垄断性，致使区域内竞争为零，区域之间也不存在竞争。在这种政企关系划分不

清的情况下，且一定区域范围内因竞争对手为零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于区域间的

差距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

第二，水费成本差异

资源补偿费、原水购买费、取水成本、制水成本、输水成本、营销费用、供

水设施超前建设费用、社会公益用水费用、污水处理费、上缴的各种税费等组成[23]，

而每个城市的成本相差非常大，造成差异的原因包括当地水资源储备情况不同、

水源水质对应的工艺处理手段不同、当地供水设施建设情况、供水管网漏损量多

少、供水企业的管理水平不同等。因此，甚至出现了地市级城市内江市水价比省

会级城市成都的水价还贵的现象。美国 Bennear Lori通过准实验设计方法和统计回

归分析提供了所有权、营业收入和基础设施投资之间、成本的因果关系。这项研

究的结果显示，所有权对工厂的营业成本也有重大影响[44]。因此，水费成本的构

成和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对此，作者对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也进行过访谈，

具体如下。

关于有人反馈“内江的水价比成都的水价还贵”，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

经理 X介绍了相关情况。

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X：成都的水价比内江便宜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各地

财力差异，成都市作为四川省会城市，财力更加雄厚，政府投入供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多、设施更加先进，水价较内江市低。二是运行成本差异，成都市区比内江城区人口多，

用水需求量更大，自来水公司各种运行维护成本（包括管道、加压、储水等设施建设成本、

污水处理费成本、人工成本、维修成本等）分摊到每一吨水的平均成本要比内江市的低。三

是地理原因，内江市优质原水资源缺乏，城区居民用水取用沱江河水作为原水，在水处理方

面投入更大，成本更高。（访谈资料：NJ-09，2021.12.2）

本章小结

本章内容首先总结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存在的三大问题，即：供水水质管理

措施不足、供水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供水价格管理原则和管理标准不统一，然

后针对每个问题产生的原因逐个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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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内外地方城市供水管理的经验启示

5.1 国外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5.1.1 新加坡市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新加坡市是新加坡共和国的首都，是一个有重要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城

市，素有“花园城市”。作为城市发展较早的代表，且淡水资源匮乏，新加坡市的供

水管理经验值得借鉴，主要在以下方面：良性的管理体系、有效的管理机制、社

会合力的监督。

第一，制度保障，从严执法。得益于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涉水法律法规，新加

坡市拥有非常全面的供水管理制度。为了达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新加坡政府采

取了多项措施，如制定和出台了多项举措，比如阶梯水价、节水达标者给予减免

部分税收、定期统计和分析用户用水情况并要求安装节水设备。为了保证水资源

的清洁，新加坡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来支撑水资源保护的有效运行，并要求严格执

法，从根本上来杜绝水资源浪费和供水安全事件的发生[46]。

新加坡市供水管理部门对水质指标的监测也十分严格。目前新加坡市供水事

业局监测指标数已达到 300个，远远超过WHO（国际健康组织）设定的监测要求。

通过制度保障和从严执法，新加坡市建立了良性的供水管理体系。

第二，统一管理，规范职责。公用事业局是管理水务的部门，通过制定供水

相关的一系列法律规定，明确了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公用事务局的统一管理

下，使得新加坡城市的水务系统管理效率大幅提升[45]。在公共事业局牵头管理之

下，各相关单位协同参与，实现水务管理的有效联动机制。

第三，信息公示，全面到位。新加坡市政府通过公众媒体等方式向民众宣传

和推广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爱护环境，做到全民参与，并以此推广相关政府

的相关通知和要求。新加坡市的公用事业局每年都有相关的专项费用，通过公众

宣传与教育，强化公众保护环境、珍爱水资源的意识，市政府还从总体对水务管

理进行总体规划、全面布局，在政策引导下推动企业参与，企业在总体要求下开

展相关水务管理工作，形成了政府、企业、民众合力的监督管理模式。

第四，合理规划，长远发展。新加坡市作为岛国城市，没有足够的内陆河湖，

淡水资源匮乏，相关的水资源规划与水资源特征、和城市的发展相结合，例如关

于集水区的设置，目前已占到了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长远的规划已经规划

到 2060年，届时将达到国土面积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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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市供水管理的相关经验也可以为我国的供水管理提供一些参考。现在，

供水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关乎到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和身体健康的问题，结

合内江市特点及优势，也可以开展供水宣传、保护水资源、共建共治共享等活动，

有效地将水资源管理良好推动，实现和谐发展，并让城市水务管理不仅为人民提

供健康保障，也为青山绿水的大自然作出贡献。

5.1.2 京都市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日本在供水水质检测方面和供水信息公开方面都具有完善的体系和管理经验，

本文以日本的京都市为研究学习对象，京都市与内江市人口规模和供水规模有相

似地方，其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管理经验值得借鉴。京都市水务管理信息公开方面

的经验主要总结为四点：健全的法律、明确的信息公开要求与流程、定期报告制

度、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第一，健全的法律制度

日本对供水信息公开制定了完善的制度，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定期的发布。日

本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宪法、法律、政令、省令和通达，从国家到地方到具体实

施者都有着详细的规定。日本在涉及水务管理的法律内容非常详细，最主要的法

律是《水道法》，其中明确了主体责任方、责任分工、工作机制，并且还有对水

务方面的技术标准有详尽的规定。在信息公开方面也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款来保

证其有效实施。健全的法律下，是专门设置了负责水质管理的部门。日本厚生劳

动省下属有两个部门：水道课和水道计划指导室，主要负责全国饮用水相关事项

的监督管理工作[24]。

我国目前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中仅提出了总体要求，但在实施过程中各地公

开的内容差异较大。在国家层面上对饮用水信息公开的要求并没有进一步细化至

公开频率、内容、方式等一般性要求，作为各地实施过程中的指引[50]。内江市执

行的依据也是国家层面的管理要求。

第二，完善的水质检测计划与报告

京都市的水质检测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期水质检测。对于定期检测，京东市

政府每年会发布检测计划，包括检测的时间、地点、频率、内容等等。具体执行

的频率分别是实时检测、月度检测（检测 17项指标）和季度检测（检测 51项指

标检测），并会每年发布水质年度报告。水质年度报告不仅仅是水质方面的，还

有水源地、水厂、输水管网、调度、漏损、供水企业等综合性信息；也有关于检

测标准、当年的水务工作开展情况等，对于公众想全面了解供水情况非常有帮助。

另一类是临时的水质检测。日本的投诉渠道非常方便，供水相关部门收到投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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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的时候，会立即组织临时的水质检测，对于检测结果也会及时发布、告知公

众。[47]

第三，先进的信息公开方式

在京都市，供水信息公开不仅仅是文字性的描述，而是已经结合了先进的技

术，比如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其水质信息公开结合 GIS技术，可视化非常

直观。公众可以通过地图定位查看周围的供水设施情况、供水水质情况等全面的

信息。而我国的 GIS 技术应用只是在部分发达城市应用了，而且仅用于企业内部

管理，尚未对公众开放。

综上所述：日本从国家到地方的法律制度为各地供水管理提供了管理依据和

执行规范，得益于日本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京都市便可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执行。由于供水信息公示做得比较早，其公示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完善，非常方便

公众获得信息。随着我国饮用水信息公开工作不断地提升，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和

公众掌握的供水信息越来越多，整体的行业发展将得到良好的提升，政府也能更

科学地指导公众科学用水，从而全面提升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和服务水平[24]。

5.1.3 法兰克福市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法兰克福市是德国第五大城市，拥有 72万人口，城市占地面积 249平方公里。

法兰克福地区的供水由迈诺瓦股份公司（Mainova AG）负责。迈诺瓦股份公司是

大法兰克福地区的能源供应商，提供电力、天然气、热能和水。

在供水价格方面，法兰克福地区的自来水费用是德国最便宜的地区之一，其

在供水价格方面的管理经验也同样值得借鉴。由于德国的城市供水也属于垄断行

业，市场竞争因素不会对自来水的费用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反垄断机构会对自来

水公司的定价做出适当的干预，限制水费的无限制增长，比如以下的案例：柏林

地区的水费就从 2012年至 2015年中，下降了 18%，并且该限价规定一直会延长

至 2018年。

法兰克福的供水价格的管理也得益于德国在城市供水方面有着完善的法律体

系。法兰克福遵循全国性统一的《水管理法》，该法律对于城市供水的管理从上

游到下游全流程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因德国属于欧盟成

员国之一，《欧洲水框架指令》也从另一方面对德国和法兰克福市的供水产生多

方面影响，曾经因两个法律的冲突、是否需要修正其中水费收取等问题发生过激

烈的争论[48]。

在法兰克福，供水价格的管理依据主要是《基层政府收费法》和《基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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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两个文件中对供水费用的核算、成本涵盖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主要依

据的是恰当性原则，即：既要站在企业角度满足成本涵盖原则、又要站在政府角

度禁止超过成本原则。法兰克福，城市供水不像中国政府会因为供水企业的经营

情况而给予补贴，因此，考虑供水价格的时候也会考虑企业收费能够支撑其运营

成本[35]。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市的管理经验一方面是从国家到地方完善的法律政

策；另一方面是其水价在价格管理办法之下有着详细的规定，既不能太高，又不

能亏损经营，这种原则下的供水价格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

在城市规划方面，法兰克福市的供排水规划也值得学习。在供排水规划设计

时，建设公司会按照未来百年的发展规模来铺设地下管网设施。例如，欧洲第一

个现代化下水道系统建于 1867年，位于法兰克福市。该下水道系统开创了欧洲现

代化排水系统的先河，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5.2 国内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5.2.1 上海市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上海市在城市供水管理方面，值得借鉴的是其水质检测及水质信息公开的管

理经验，以及主动将供水信息公开并传达到社区的经验。

（1）在水质检测及检测信息公开方面

上海的城市供水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是上海市水务局，隶属于上海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2019年上海市水务局发布了本地的《上海供水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并基于此建立了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此外，上海还出台了其他同类的本地管理

办法，包括《上海供水水质管理细则》等。

表 5-1 上海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要求

地表水/水源水 出厂水/管网水 二次供水/龙头水

公开途径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务局 市卫健委

公开依据
《上海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条例》

《上海供水水质管理细则》

《上海供水水质信息公开管

理办法》

《上海市生活饮用水卫生

监吾管理办法》

数据来源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上

海监测站

上海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各区疾控中心

数据来源：整理自上海政府网站及相关政策文件

该办法针对各级管理部门和被管理的供水企业，提出了相应的管理要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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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市级供水的市水务局、负责区县级郊区供水管理的区水务局、供水服务的提

供者各供水企业，各自的职责、信息公开要求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28]。

表 5-2 上海市区两级水质信息公开执行情况

发布单位 / 市水务局 郊区供水行收主管部门 各供水企业

公开途径 / 市水务局网站 区水务局网站 供水企业网站

数据性质 / 中心城区水质监管 各区范围内水质监管 企业自检

指标/频率

出厂水 9项 / / 每日公布一次

管网水 7项 每月中旬公布一次 每季度公布一次 每两周公布一次

出厂水常规 42 每月中旬公布一次 每季度公布一次 每月中旬公布一次

非常规 64项 每年底公布一次 每年年公布一次 每年半年公布一次

数据来源：整理自上海政府网站及相关政策文件

除了从政策上明确各主体的职责，上海在水务信息宣传方面也有值得借鉴的。

2013年，上海市水务局率先推出了手机 APP“阿拉自来水 1.0（测试版）”软件。该

软件可查询上海全市自来水水量、水质信息，包括浊度、氯、细菌总数、大肠杆

菌等的监测数据。根据用户需求，还可以定制提供施工信息、停水信息等相关供

水信息。

（2）在主动进行信息公开方面

自 2008年开始，上海市便开始了水质信息主动公示，公众可以通过网站和营

业点查询。自 2013年开始，上海开始启动供水信息主动发布到社区的工作，将供

水水质、供水水量及其他供水信息，通过小区公告栏、小区显示屏等方式进行主

动公示。2015年，为规范和细化供水管理要求、进行精细化管理，从而保障供水

安全，上海市修订了《上海市供水水质管理细则》。该细则对涉及供水的上下游

企业包括供水企业、原水生产企业、供水设备提供商等，对上下游的管理单位包

括水务局、卫生局等都提出了管理要求，也对具体的供水形式包括二次供水管理

相关、管道直饮水相关、自建供水设施相关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综上所述：通过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通过制度和办法的方式，明确责任

主体及工作内容，保障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到位。主动公开，主动宣传，让更

多的人参与到供水管理中来。

5.2.2 深圳市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深圳市在城市供水管理方面，值得借鉴的其中一点是通过小区供水设备的改

造来保障供水水质。影响水质的三大因素分别为：自来水厂出厂水的水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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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过程中的污染、末端供水的污染。根据本文调研数据显示，水质问题中最常

见的就是来自末端供水设施即二次供水设施的污染，因此，深圳市 2018年开始实

施《深圳市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提标改造工程实施方案》，共进行了两轮设施

设备的提升改造。

第一次起始于 2008年，主要对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区域进行供水管网更新改

造。工程于 2008年启动，分两轮开展，累计改造社区 830个，惠及原村民自建建

筑物 162216栋，概算总投资为 25.13亿元，累计改造管网长度为 5338km，受益人

口约 300万人[25]。

第二次起始于 2018年，本次全市纳入提标改造范围的供水居民小区 2897个，

共有加压泵房 2772座，地下水池 3247座，屋顶水箱 3332个。通过老旧供水设施

改造更换的方式，增强区域供水能力，从根源上解决末端供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保障终端用户用水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所以本次改

造接收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两次改造后，管理水平获得极大提升。通过信息化系统建立明确的工作流程

并加快业务流转速度，提升水务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从而将居民投诉率降低，

首次来电解决率提高。利用信息化平台达到各部门、各业务数据 KPI展示的效果，

指标情况一目了然，有利于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综上所述，改造老旧供水设施，改造供水设备，让供水全流程的设备和管道

避免水质污染。在信息化技术的监测下，及时发现甚至预防可能出现的供水问题。

该方式简单高效，唯一不足是资金筹措问题，只要解决资金问题即可执行，值得

内江市借鉴。

5.2.3 泸州市城市供水管理经验

泸州市作为内江市的邻居，同属地级市，两地均发布了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均要求二次供水设备逐步移交市水务供水统一管理，两地管理模式相近，但两地

的二次供水服务费用相差大，泸州市关于二次供水设备管理主体的明确与水价的

调整经验值得借鉴。

2016年，泸州市住建局发布了“关于改进城镇居民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 2016年 1 月 1日以后建设的项目，由自来水公司负责对二次供

水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的采购、后期再由自来水公司统一管理，并同时发布“关

于二次供水服务费暂行标准的批复”，实施二次供水设备统一采购和管理的小区，

在原有的自来水价的基础上加收 1.05元/吨的二次供水服务费[19]。泸州市水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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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泸州市现行水价

梯级
基本水价

（元/吨）

污水处理费

（元/吨）

水资源费

（元/吨）

综合水价

（元/吨）

综合水价

差额

（元/吨）

基本水价差

额

（元/吨）

泸州

每户年用水量≤240吨 1.85 0.95 0.09 2.89

241吨<每户年用水量≤300吨 2.77 0.95 0.09 3.81

每户年用水量>300吨 5.55 0.95 0.09 6.59

内江

180吨/户·年及以下 2.24 0.95 0.00 3.19 0.3 0.39

181-300吨/户·年（含 300吨） 3.36 0.95 0.00 4.31 0.5 0.59

300吨/户·年以上 6.72 0.95 0.00 7.67 1.08 1.17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内江市和泸州市的水价管理相差较大：内江市的综合水价（含污水处理费和

水资源费）价格相比，不同梯级分别高 0.3元/吨、0.5元/吨、1.08元/吨，基本水

价相比泸州分别高 0.39元/吨、0.59元/吨、1.17元/吨。

影响供水价格的三大要素是管理成本、源水成本、供水设施投资成本[36]。泸

州市城市供水企业为泸州市兴泸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其上市公司背

景，其管理相对规范，管理成本相对合理。因为上市公司，其供水设施建设的资

金筹措渠道更加广泛，因此在供水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供水效率也更高，泸

州市供水信息化方面已建设的内容包括 GIS 系统、营收客服系统、二次供水管理

平台、智慧水务系统等，在三线城市的供水企业中属相对完善的。2018年，泸州

市兴泸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数据显示其管网漏损率为 10.82%，而内江

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的管网漏损率约 18%。同样的供水量情况下，漏损率

越高，漏掉的水越多，水资源的浪费就越多。漏损率高直接影响了管理成本。以

上因素造成了内江市水价中的基本水价、二次供水服务费均比泸州市高，因此泸

州市相关管理的规范化值得内江市学习。

5.3 经验总结与借鉴

5.3.1 国内外优秀经验总结

综合上述，本章对国内外城市的政府在城市供水的管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分别从水质管理、信息公开、价格管理三方面进行了阐述。总结而言，由于发达

国家的城市建设较早，其城市供水管理经验也更丰富。我国在城市快速的建设过

程中，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是相关的管理措施相对滞后。总结国内外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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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市供水管理的经验中可以发现几条规律[37]：一是从国家到地方完善的法律法

规制度，是城市供水管理规范的前提，包括日本、新加坡、上海等地都在对应的

管理领域有着严格的制度要求。二是各级管理机构的分工应是明确的、职责范围

应是清晰的，这是保障制度执行时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高效协作和管

理。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管理方式，包括各种先进技术下的信息公

示与展示形式。

5.3.2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借鉴

（1）水质检测与供水安全方面的经验借鉴

新加坡市在水质检测方面的经验借鉴：为保障供水的安全，新加坡市拥有完

善、详细、可落地的管理办法，在水质检测方面，拥有严格的水质检测标准，新

加坡市供水事业局监测指标数已达到 300个，远远超过WHO（国际健康组织）设

定的监测要求。内江市尚未发布本地化的水质检测管理办法，执行参照的标准是

国家的标准，而国家的标准对具体执行的规定相对较粗略，从而造成内江市的水

质检测不够严谨[49]。新加坡市作为更加发达的城市，其水质检测的经验已经成熟

也经过了多年实践的检验。与其相比，内江市目前基本建立以供水企业日检及公

开、卫生行政部门月度抽检的制度，但是检测水平、检测能力、检测范围等方面

还存在差距。借鉴上述两个城市的做法，内江市可以在政策和管理要求方面做更

详细的要求、出台相应管理办法，逐步规范水质检测、提高检测能力和水平。

深圳市在保障水质安全方面的经验借鉴：深圳市的做法是改造供水管网、改

造老旧小区的供水设备，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供水设施改造。供水设施改造

和更换是保障水质安全最直接的做法之一，缺点是投资大，涉及资金审批等流程。

鉴于资金来源问题，内江市的供水改造可以逐步推进。虽不能像深圳一次性大面

积地改造，但是可以逐步实施、逐步更替老旧供水管网，保障供水水质安全。

（2）供水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借鉴

在信息公开方面，内江市供水信息公开目前还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一方面

公示内容比较简单，另一方面公开渠道有限，普通民众并不容易获取到这些信息。

京都市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借鉴：京都市的供水相关信息公开结合了先进

的科学技术，可视化非常直观，甚至做到公众可以通过地图定位查看周围的供水

设施情况、供水水质情况等全面的信息。这种做法对供水企业的管理和设施建设

的要求较高，需要供水企业搭建 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系统，需要资金投入。

GIS系统作为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之一，内江市供水企业在内部管理提升的时候，

可以提前规划、将类似供水信息公示方面的内容提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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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借鉴：上海市发布了本市的水质检测管理办法，

在规范辖区内水质检测的管理的同时，也对供水水质、供水量等信息和检测数据

报告的公开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此外，上海在主动进行信息公开方面，还主动将

供水方面信息发布到社区，比如将数据显示在小区电子显示屏和公示栏中，让居

民很容易便可获取供水信息。上海市水务局的微信公众号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公

示平台，起着供水宣传、供水信息传递、供水业务办理等功能。内江市可借鉴上

海的地方，一是参考上海的做法，对重要的专项信息通过制定管理办法的方式规

范信息公开工作；二是参考上海市主动将供水信息公示到小区、公众号等做法，

几乎不需要过多的投入，实施难度低，也值得内江市借鉴和执行。

（3）价格管理方面的经验借鉴

法兰克福市在价格管理方面的经验借鉴：法兰克福市的城市供水与内江市一

样，属于垄断行业，只有一家供水企业，但是供水价格并不是政府或供水企业来

定，反垄断机构会对自来水公司的定价做出适当的干预，限制水费的无限制增长。

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在城市供水的反垄断方面，采取的动作不多。实际上，市场监

督局可以更多关注供水的价格制定，依据反垄断法，定期关注供水价格是否合理。

泸州市在价格管理方面的经验借鉴：泸州市与内江市为相邻的两个地级市，

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城市发展水平相近，供水的地理地势均为丘陵地带、自来水

的水源均已江河水为主、供水特征相似。但是，在供水价格方面，从本章分析可

以看出，内江市的基本水价和综合水价均高于泸州至少 0.3元/吨，由此可以看出

与泸州市相比，内江市在价格管理方面存在差距。供水价格、供水成本涉及多方

面的因素，鉴于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泸州市兴泸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两市的城市供水企业，二者的供水体量、管理经验、供水设施建设情况相

差较大。内江市可以借鉴的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完善基础的供水设施建设，提

高供水硬件水平，降低漏损造成的资源浪费；二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包括营收、

客服、GIS 等智慧水务系统，提高管理效率和现代化服务水平。三是规范内部管理，

提高人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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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完善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的对策建议

6.1 建立城市供水管理的水质管理机制

6.1.1 出台水质管理办法

通过立法来规范城市供水和市场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之一。对于自然垄断行

业，我国相继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来对城市供水经营管理进行规范，但需要完善

的地方也比较多，特别是地市一级的具体实施方案或管理办法相对缺乏，也因此

对整个城市供水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6]。借鉴京都市、新加坡市的城市供水管理

经验，其完善的法律和管理办法是成功的经验之一。

内江市暂未发布针对城市供水的水质的本地管理办法。可以参考上海市、文

昌市、呼和浩特市、成都市等的做法，完善本地供水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相关要

求通过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形式发布，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及其义务。

6.1.2 健全水质管理体系

构建完善的水质管理体系需要完善水质评价标准、水质信息公开内容、水质

指标的科普、水质信息及时发布等方面的工作。

第一，做好长远规划。供水设施直接影响了供水的水质，供水管网设施具有

一旦投资就不容易改变的特点，因此供水管网材质的安全性、供水规划的合理性，

非常重要。借鉴德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其城市供水的规划均充分考虑了城市的发

展。正是由于规划具有前瞻性，才能如法兰克福市般做到供排水设施经历百年还

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

第二，统一水质评价标准。统一评价标准目的是让水价执行的依据相同，体

现出政府政策的权威性。不同的部门之间比如住建局和卫健委之间使用统一的评

价标准，让数据通用，可以减少跨部门的沟通成本[29]。因专业的数据较多，为了

增加大众的可读性和政府管理时能更简单、高效、快速地得到监测数据，各部门

可以协作，尝试制定“水质指数”[17]，类似与大家每日可以查到的“空气污染指数”，

这样大众对每天的指数处于什么状态、是否正常一目了然，政府管理部门也可以

针对指数异常时随时采取行动措施。

第三，增加数据指标的科普工作。水质检测的指标项非常多，对于数据的解

读需要具有专业性。数据的公示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其准确性和专业性需要特

别注意，任何指标的高或低都有可能被错误解读，从而引起社会的恐慌。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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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示的报告中有超标项及需要及时做好备注和提醒、并做好科普工作。

第四，提高水质检测和发布的时效性。由于自来水的生产与供应是连续的，

供水管网的水是快速流动的，任何水质的异常都会在很短时间内到达消费者手中。

因此，对于水质信息的检测、监管、发布的频率要求也提出了要求。内江市现在

执行的是供水企业进行出厂水的日检日报、疾控中心进行月检月报和季报、抽检

公开的形式，每次检测的内容也是依次由少到多。随着城市供水的发展和技术的

成熟，包括在线监测的方式已经越来越成熟且应用越来越多，水质信息实时、在

线检测并自动发布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供水管理提升的一个方向。

6.1.3 完善三方监管授权

行业监管者作为第三方，可以在第三方监管的授权下，更好地发挥行业监管

的作用，促进供水的良性管理循环。内江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省城镇供排

水协会的会员单位，协会作为城市供水的行业主管单位，可在政府对城市供水管

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协同作用。将简单的政府管理转换为由行业协会、公众组

织、政府共同进行的管理，形成行业的有序发展。

发挥公众的参与的作用。公众作为供水服务的购买者，公众参与也是代表着

公众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是对自身权益的保障。目前，公共参与最普遍的方式之

一是在政府公共平台进行留言或投诉。但是该方式仅限于单方面的输出，公众提

出一个问题，政府回复，然后结项。不足的地方一是回复的实效性、针对性不够

强，二是回复的专业性，三是沟通性不强。因此政府在加强公众的参加与的方式

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增加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置市长专门回复的时间等多种方式

进行公众与政府、与供水企业直接双向广泛的信息交流，以此弥补政府管理的不

足、让政府管理更加高效进行。

6.2 完善城市供水管理的信息公开制度

6.2.1 完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综合看来，现行内江市供水信息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一是供水企业自身对

服务对象的数据公示，二是内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供水企业水质的管理，因

此委托市疾控中心进行定期的检测，检测结果定期公示，三是市卫生和健康委员

会不定期对水质情况的抽检，并将检测结果公示。但公示的内容都相对简单，公

众只能了解其水质情况是否合格，而对于水质相关的检测值、风险提示等并不详

细。相关的信息也不会分类发送给用户[19]。

在本章完善水质管理办法中提到的关于完善相关管理办法的建议，也同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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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公开。参考上海市、文昌市、呼和浩特市、成都市等的做法，将信息公开

内容、公开范围、公开形式、公开频率等要求通过《供水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形式发布，将明确各项内容，比如检信息公开要求包括公开的水质检测项、公开

的对象范围、公开的渠道平台、公开的频率和次数等；政府管理方式和处罚方式

等，等要求通过水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形式发布，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及其义务。

由于垄断行业信息不对称性，处于垄断一方的供水企业往往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的角度，会选择性地公示信息，从而避免自身利益的伤害。因此，如果政府想要

实现有效的管理，那么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则是一种很好的行政手段。

此外，完善供水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可以从解决不愿公开、公开不完善、公开

不规范的问题。

6.2.2 加强信息发布平台建设

加强信息发布平台建设与信息服务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利用科学技术，提升服务水平

日本的信息公示即是应用科学技术，让供水的信息更加形象贴切地传递给公

众。随着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趋势的到来，城市供水管理也开始向智慧化发

展，供水企业生产运营的智慧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及应急处置等需求将得以满足，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及高效管理的目标。在数据和业务双驱动下，通过运用物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城市供水信息化建设中，政府管理单位、供水企业、社会

公众三方的信息孤岛打通，全面提升供水企业的服务水平以及政府的服务水平。

其次，扩大平台建设，提高信息的可获得性

建设更加多样化、多渠道的信息发布平台，让更多的社会公众更加容易地获

取信息。根据第三章调查数据，政府对供水信息的公开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方

式和企业的官网方式，但受限于其便捷性等情况，实际上网查询的人员较少。建

议扩展几乎人人都可以获得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小程序等，传统的渠道如当地电

视、报纸、营业网点、张贴栏等方式也需继续加强。

最后，推动信息共享，提高信息流通效率

信息公开不仅是政府和企业向公众开放数据，也需加强政府和供水企业之间、

政府各相关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部门之间的内部信息化建设也是信

息公开的重要环节。建设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提高信息流通效率、减少沟通成

本。

随着信息公开越来越全面，公众的投诉和咨询可能会上升。提前做好投诉和

咨询预案，供水企业、城市供水管理部门、卫生部门要联合应对，及时处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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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持续努力。

6.2.3 扩大信息主动公开范围

由于公众可以从各个渠道去获取各类信息，包括供水方面的信息，但对于大

部分人来说，对于这些信息的真实性缺乏判断，也缺乏政府官方的引导。因此，

需要政府部门、供水管理部门和供水企业，广泛加强宣传[29]，可在以下两方面加

强：

一方面，供水企业做到主动公开，企业内部可以制定信息公开计划，确认公

示内容及时限等要求，接受上级行政主管单位即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监督和考核。

并建立投诉处理的工作机制，如果上级行政主管单位收到投诉的，应该在规定的

期限内给予反馈或解决。

另一方面，政府单位做到主动公开，除了常规的公示水质等信息，还可以拓

展组织市民、学生对水厂、供水管理流程、水质检测等方面进行参观学习等方式，

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供水。

6.3 增强城市供水管理的水价管理手段

6.3.1 提高水价成本管控

对水价的成本的管控是供水价格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

一是降本、二是创收。

（1）提升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

管理水平的提升，可大大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水平的方式包括建设信息

化管理平台，如 GIS系统、营收客服系统、二次供水管理平台、智慧水务系统等，

从而减少人员抄表、人工巡检等人工费用，从而降低管理成本[18]。

（2）增加设施投入，减少供水损耗

根据内江市 2021年数据，内江市供水的漏损率高达 18%，意味着水厂送出的

100吨水中，有 18吨的水在管网中漏掉了，没有产生经济效益。通过增加供水基

础设施的投入，提高供水管网的输水效率，从而减少供水损耗，从而增加供水企

业的收益。

（3）统一水价构成，避免误导公众

在降本创收的同时，也要做好正确信息的宣导工作。

水费基本构成包括基本水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公用事业附加费等，

各地的相关标准发布不尽相同。由于不同地区水价中包含的收费名录不同，给公

众造成误导，以为是基本水费的不同。政府可以完善相关制度，制定统一的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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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以便各地方执行，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也可以提升在群众中的公信度。

6.3.2 加强水价定期监审

供水管理应包含定期对水价进行监审，也应建立一定的机制来进行有效的管

理，水价定期监审可以推进水务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也可以加快改善水务管理

市场体系。通过深化水价改革，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引导和倒逼作用，以

合理的市场价格来促进市场竞争，可以有效引导产业进行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市场

要素的合理配置，在经济发展同时，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与资源和生态环境能有

效的平衡，有效利用同时做好保护工作。在政府部门的强化管理下，从顶层进行

统筹制定水价方案，稳步推进改革，进一步提升对水务价格的核算能力，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水价的定期监审还应遵循一定的市场经济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健全和

完善制度机制。比如通过以下方式来管控：一是及时修订地方的定价目录。根据

中央定价通知要求，及时修订地方的定价目录。及时将有关部门放开的商品和服

务价格落实到位并同步完善管理措施，做到放而有序；认真承接国家下放的商品

和服务项目；合理界定价格职能，合理的赋予地方更多管理权限，凡是地方管理

能更加既方便又高效的项目，经评审后便下放管理权限。二是继续加强资源性产

品价格改革。完善确定水价的机制，建立水资源费差别化征收的管理体系，积极

推进水价改革。三是提升环境成本改革力度。扩大实行污染物排放指标及标准，

将污水处理费用及有偿排放合理管控，激发地方企业污水治理及节能减排的内生

动力。

应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断完善水价的保障机制。深化水价改革必须

加强管理，不断健全和完善水价的监测预警机制，并建立水价成本调查机制，提

升社会公共服务和队伍建设等保障手段，确保水价的改革有效推进，才能取得较

大的成效。

6.3.3 执行水价调整听证

《价格法》规定自来水定价必须实行价格听证。因此，水价调整必须有听证

流程。一方面按法律法规程序进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些流程做好相关宣传

工作，便于提高政府对水价调整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透明性。

听证会可以对调整幅度、节约用水、户表改造、水质安全、阶梯水价、供水

服务等方面进行说明，提高公众对水重要性的认知，让公众看到水价调整而带来

的水质安全、质量、服务等方面提升或改善的地方，并尽可能地鼓励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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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方面举措实施，不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还有利于社会和环境。主要做好

以下两方面工作：

第一，做好水价成本构成相关信息的公开。成本信息公开矫正或解决“市场失

灵”。在政府定价过程中，可能存在垄断、信息不对称、沟通不顺畅等市场失灵问

题，可通过信息公开来矫正或解决[21]。

第二，加强水价调整的宣传。水价调整实施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宣传

力度，强化舆论引导，通过电视台、报社、水务公司公众号、水务网站等媒介，

及时将用户关注的热点信息对外公布，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宣传，获得公众的理

解。以便后期能够更加顺利地开展相关工作。

本章小结

拥有完善的政策体系，是保障城市供水有效管理的前提；落实制度的执行，

是做好管理的途径；引进先进管理手段，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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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7.1 研究结论

随着我国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服务效能的不断提升，政府对城市供水管理

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本文全面梳理了内江市政府对供水水质安全的管理、供水信

息公开的管理、供水价格的管理，通过调查、访谈的方式，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完善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效能。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在查阅国家到省市的各项供水相关的法律法规、管理条例、实施方案、

内江市没有而其他省市已有的管理政策后发现：内江市对城市供水的管理依据主

要来自国家及省市级的管理办法，而内江市一级发布的管理办法或实施方案较少。

这是供水水质和供水安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对此，文中对在

上方面均提出了完善管理制度的建议。

二是基于城市供水的自然垄断属性，从政府应该提供安全的水质角度出发，

通过研究内江市的水质管理发现：在管理单位方面，内江市的水质管理为供水企

业自检、卫生行政部门抽检、住建局监管的方式，涉及单位均停留在市级内部，

而省内其他城市如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等地级市都已纳入四川省城市供水排

水水质监测网建设。在政策方面，上海市、文昌市、呼和浩特市等均已发布了当

地的水质监测和公示要求。借鉴国内外如新加坡市等地的管理经验，本文提出了

完善水质安全管理机制的建议。

三是基于垄断行业的信息不对称性，从供水单位对公众的信息公开和政府管

理情况对公众的信息公开方面进行研究，发现现有公开信息的内容较少、可获得

性差、公示渠道建设不足，借鉴日本京都市、上海市等地的水质信息公开经验，

从打破信息不对称出发，提出了完善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加强信息发布平台建

设、扩大供水公开力度和范围等方面的建议。

四是基于自来水的公共产品属性，实行供水企业申报、政府定价的模式，经

对比发现内江市不同区域供水价格不同，进而研究发现供水价格存在成本差异、

水费构成的地区差异，借鉴德国法兰克福市、泸州市等地区的价格管理经验，提

出统一水价制定的政策和标准、实施好水价宣传、落实水价管理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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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政府对供水的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由于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原因，本文主

要选取了其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主的政府主管部门为对象进行研究。供水中

的管理问题由于涉及政府、公众、供水企业等多个对象，问题原因分析较为复杂，

本文仅选取了供水水质安全、供水信息公开、供水价格三个方向进行问题及对策

研究。

本文对供水水质安全、供水信息公开、供水价格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建议。在政府不断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背景下，城市供水

的智慧化建设也被提上了日程，政府对城市供水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

未来，政府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实现更高效的管理、如何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实

现信息的宣传、公示与共享等方面将会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万方数据



致 谢

67

致 谢

2019年，我非常幸运地接到了电子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完成了我学生时

代成为研究生的梦想。三年的学习时间充实而又短暂，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遨游，

丰富了我的学识，经过这段时间论文准备更丰富了我对知识的认知。

在这里首先感谢学校、老师和同学，感谢让我在重返校园后体会到学生时代

的美好。上班后，更加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更加懂得学校时光的珍贵，因此更加

珍惜这份可以安静地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教诲、可以在图书馆翻阅诸多专业的书

籍、可以在拥有历史底蕴的校园中感受浓厚的学习氛围的这段时光。在校学习期

间是我深刻体会到了电子科大的教育理论和校训，“求实求真、大气大为”，从开学

典礼开始那一天起便深深印入脑海，更是值得一生去体会、去理解。

非常感谢导师赵蜀蓉教授的指导，正因为赵老师的悉心指教，我才对文章整

体脉络和架构方面有了清晰的认识，导师也给以了我很多好的思路。通过论文准

备让我对如何进行学术研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赵老师的渊博学识也给我

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让我再次体会到学无止境。

也非常感谢校外导师徐伟老师，在论文取材、观点模糊的时候，能及时指导，

让我在论文研究的迷茫中一次次坚持着。

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的课程安排了许多线上的课程，因此，与同学们相聚

在一起的时间其实并不多。虽然如此，但同学们坚持学习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自

己。有不少同学要从扶贫一线赶回成都上课，他们可能要开车 5个小时，或者坐

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回学校。这些努力和坚持的精神，总让人感动，并且一

致激励着自己前进。

学校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每个周末到校上课时间本来就较少，再受到疫情影

响后，不能在教室近距离感受老师现场讲课氛围，甚是遗憾！但人生不如意本就

十之八九，放平心态后，又有幸获得电子科技大学进行在职读研机会，给予自己

再次深造、再次努力向上的机会，可以安静地在图书馆翻阅一整天各类书籍，也

有得能进学校感受学习的气氛。生活需要有向前的勇气，每一个今天都是最好的

明天，而每一次挑战都值得全力以赴！向前总会有更多可能，未来都是通过辛勤

创造出来！

这是一段奇妙又美好的经历，让我重新燃起了学习的斗志，也激发了我向上

的动力，已为人母的自己，也希望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己，有机会为国家的发

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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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问卷调查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本问卷。本问卷旨在了解内江市城市供水相关现状及

实际需求，烦请您的协助本次调查采取匿名的形式，我们将严格为您履行保密义务。调查结

果仅供学术研究使用，希望大家根据个人实际填写，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填写本问卷，谢

谢！

一、基本信息

1. 请问您属于：

口物业管理者 口政府工作者 口供水企业工作者 口其他类小区居民

2. 请问您的性别？（单选题)

口男 口女

3. 请问您的年龄？（单选题)

口 18-24岁 口 25-34岁 口 35-54岁 口 55岁及以上

4. 请问您的最高学历？（单选题)

口初中及以下 口高中/中专 口大专/专科 口本科及以上

5. 您所在小区交付时间？

口 0-5年 口 6-10年 口 10年以上

6. 您知道小区的供水企业是哪家吗？

口是 口否

供水安全

7. 您的小区发生停水的频率？

口未停水 口 1个月 口 3个月 口一年 口不清楚

8. 您的小区出现过水质污染问题吗？如有，请描述______________

口是 口否 口不知道

9. 小区供水设施（泵房）是否有防盗安全措施？

口是 口否 口不知道

10. 小区供水设施（泵房）环境情况？

口干净卫生 口有锈蚀或堆满杂物 口不知道

11. 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污染问题？

口否 口是

信息公开

12. 您曾了解过以下哪些信息的宣传？（多选)

万方数据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2

口水价/水费 口水质信息 口停水信息 口供水宣传 口节水宣传

13. 您知道水从水厂到家里，经过哪些流程吗？

口是 口否 口了解一点点

14. 您是从哪些渠道了解到停水信息的？（多选)

口物管 口小区信息公示栏 口供水企业网站 口供水企业公众号 口 APP

口其它

15. 您是从哪些渠道了解过水质信息？（多选)

口物管 口小区信息公示栏 口供水企业网站 口供水企业公众号 口 APP

口其它

16. 您在政府网站上查到过水质检测信息吗？

口是 口否 口不知道哪里查 口查过，没有查到

17. 如果遇到水管爆管问题，您知道哪些反馈渠道？（多选)

口 12345市长热线 口自来水公司电话 口 110 口其他

18. 您的小区供水设施管理主体是谁？

口物业/管理 口小区业主 口自来水公司 口不知道 口无管理主体

关于水价

19. 您知道自来水的水价是多少吗？

口是 口否 口大概了解

20. 您知道所交水费价格的构成吗？

口是 口否 口大概了解

21. 您知道水价什么时候调整过吗？

口是 口否 口大概了解

22. 您认为水价是否合理？

口是 口否 口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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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内江市城市供水管理访谈提纲和访谈记录

一、访谈提纲

1. 请问您的小区供水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2. 内江市东兴区 X小区反馈设备管理主体不明，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对此您有

什么建议？

3. 请问内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4. 内江市现行水价是怎么构成的？您认为是否有什么问题？

5. 有人反馈小区水价收费问题，请问是什么情况？

6. 请问您知道小区供水设备的情况吗？

7. 您平时了解到哪些供水方面的信息，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如水价、水质、宣传)

8. 有人反馈“内江的水价比成都的水价还贵”，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9. 请您谈一谈您的小区供水设备的管理情况？有些什么问题？

10. 您认为内江市城市供水信息公开方面还有哪些提升的？

11. 对于政府在水质管理方面，您还有哪些建议？

12. 请问您认为目前政府在供水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13. 内江市水质检测是怎么执行的？

14. A小区楼盘为 7层以下的小区，市水务公司在水费收取的时候加收了二次加压费，即

1.15元/吨。而在同一海拔高度的 B小区楼层超过 30层却没有收取二次加压费。内江市水

务公司收费项里也没有看到二次加压费用的标准，请问您了解情况吗？对此有什么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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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访谈记录表

访谈编码 时间 对象 主要访谈内容

NJ-01 2021/11/9 A，男，小区 1，业主 请问您的小区供水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NJ-02 2021/11/9 B，女，小区 1，业主 请问您是怎么了解供水信息的？

NJ-03 2021/11/9 C，男，小区 2，物管
有人反馈小区水价收费问题，请问了解

情况吗？

NJ-04 2021/11/9 D，男，小区 3，物管 请问您的小区供水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NJ-05 2021/11/9 E，男，小区 3，业主
您平时了解到哪些供水方面的信息，从

哪里了解到的？（如水价、水质、宣传)
NJ-06 2021/12/2 F，女，小区 4，业主 请问您是怎么了解供水信息的？

NJ-07 2021/12/2 G，男，小区 4，物管
听有人反馈，近期水价突然无故增长了

1.15元/吨，请问是怎么回事？

NJ-08 2021/12/2 H，男，市自来水公司
请问内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在供水

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NJ-09 2021/12/2 X，男，市自来水公司
有人反馈“内江的水价比成都的水价还

贵”，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NJ-10 2021/12/2 J，男，市自来水公司
请问您认为目前政府在供水信息公开方

面，存在哪些问题？

NJ-11 2021/12/2 K，男，市自来水公司
对于政府在水质管理方面，您还有哪些

建议？

NJ-12 2021/12/10 L，男，市卫生健康委 内江市水质检测是怎么执行的？

NJ-13 2021/12/28 M，男，市财政局
内江市现行水价是怎么构成的？您认为

是否有什么问题？

NJ-14 2021/12/28 N，男，市政府办公室 供水信息公开管理要求是怎么样的？

NJ-15 2021/12/10 W，男，东兴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内江市东兴区X小区反馈设备管理主体

不明，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对此

有什么建议？

NJ-16 2021/12/28 Z，女，内江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

X小区楼盘为 7层以下的小区，市水务

公司在水费收取的时候加收了二次加压

费，即 1.15元/吨。而在同一海拔高度的

Y小区楼层超过 30层却没有收取二次加

压费。内江市水务公司收费项里也没有

看到二次加压费用的标准，请问您了解

情况吗？对此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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