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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城市居民生活水价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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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居民生活用水占全国城市供水总量的 39%。水价直接

影响居民用水行为，建立科学合理的居民生活水价体系，对于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民生保障

发挥着积极作用。选择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广州作为研究对象，从水价制度、阶梯水价、阶
梯水量、水价承受能力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国内外不同大城市的水价现状，提出了完善我国大城市

居民生活水价体系的若干建议，包括加快推进两部制水价制度、优化完善阶梯水量设置、提高污水

处理费比重、建立水价定期调整机制，以期为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城市居民水价改革、推进城市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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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water shortage crisis，and the domestic water supply for
residents accounts for 39% of the total urban water supply． As the water price directly affects the water
use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develop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ater price system could bring
positive influence to promote resource 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guarantee．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the residential water price system of New York，London，Tokyo，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price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c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water price system，increasing block water price，

increasing block water usage and water price bearing capac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ater price system in China，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two-part water
pricing system，optimizing the increasing block water usage setting，raising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fees
and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regularly adjusting water prices． This work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to
domestic water price system reforming and urban governance in future．

Key words: residential water price; increasing block water price; increasing block water
usage; water price bearing capacity; benchmark water usage

·65·

第 37 卷 第 10 期
2021 年 5 月

中 国 给 水 排 水
CHINA WATER ＆ WASTEWATER

Vol． 37 No． 10
May 2021



我国是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根据《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 2018》，2018 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用水

量达 241 × 108 m3，占全国城市供水总量的 39%。
所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居民生活水价体系，是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选择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广州作为研

究对象，从水价制度、阶梯水价、阶梯水量、水价承受

能力等方面，分析比较了国内外世界城市的水价现

状，提出了完善我国大城市居民生活水价体系的若

干建议，以期为我国大城市的水价改革提供参考。
为便于比较，国外城市的水价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1 国外大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概况
1. 1 纽约

纽约市由水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水价，水管理

委员会根据每年的财务经营情况提出水价调整报

告，经水价听证和市政厅批准后执行。纽约水价调

整的主要目标: 一是保障供水和污水服务成本，二是

对不同类型和阶层的用户都要公平公正，三是鼓励

节约用水［1］。纽约市实行的是两部制水价 ( 见表

1) ，当用户用水量低于基准水量 ( 10． 7 m3 /月) 时，

按容量水费收费; 当用户水量高于基准水量时，按计

量水费收取［2］。
表 1 纽约市居民生活水价

Tab． 1 Urban residential water price in New York

自来水
用水量 / ( m3·月 － 1 ) 0 ～ 10． 7 ＞ 10． 7

水价 / ( 元·m －3 ) 0* 9． 6

污水
排水量 / ( m3·月 － 1 ) 1 ～ 10． 7 ＞ 10． 7
处理费 / ( 元·m －3 ) 0* 15． 3

注: * 指按容量水费收费，其中自来水 102． 6 元 /月，污
水 163． 1 元 /月。

1. 2 东京

东京市由水道局负责制定水价，水道局根据日

本水道协会有关章程提出水价调整计划，经东京都

议会批准后执行［2］。东京水价制定原则主要有: 一

是公正妥当，二是保障高效经营管理下的合理成本

以及地方公营企业的正常运营。
东京实行两部制水价( 见表 2) ，当用户用水量

低于基准水量时，按容量水费收取，容量水费与水表

连接管的管径有关，按管径划分为 12 类，管径越大

收取的费用越高。东京市在两部制水价基础上，实

行阶梯式计量水价，自来水价根据用水量不同划分

为 9 个阶梯，用水量越多单价越高。污水处理费也

采用阶梯水价，根据排水量 ( 假设排水量与用水量

相等) 不同划分为 9 个阶梯，与自来水价阶梯设置

不完全相同。
表 2 东京城市居民生活水价

Tab． 2 Urban residential water price in Tokyo

自来水
用水量 / ( m3·月 － 1 ) 0 ～ 5 6 ～ 10 11 ～ 20 21 ～ 30 31 ～ 50 51 ～ 100 101 ～ 200 201 ～ 1 000 ＞ 1 001

水价 / ( 元·m －3 ) 0* 1． 4 8． 2 10． 4 12． 9 13． 7 19． 1 23． 8 25． 9

污水
排水量 / ( m3·月 － 1 ) 0 ～ 8 9 ～ 20 21 ～ 30 31 ～ 50 51 ～ 100 101 ～ 200201 ～ 500 500 ～ 1 000 ＞ 1 001
处理费 / ( 元·m －3 ) 0* 7． 0 9． 0 10． 9 12． 8 14． 7 17． 3 19． 9 22． 1

注: * 指按容量水费收费( 以东京居民最常用的 20 mm 水表为例) ，自来水 75． 0 元 /月，污水 35． 9 元 /月。

1. 3 伦敦

伦敦市由水务办公室负责制定水价，水务办公

室每 5 年对水价进行一次评估，确定水价上限和调

整幅度，经市政厅批准后执行［2］。伦敦市实行的也

是两部制水价( 见表 3 ) ，当用户水量低于基准水量

时，按容量水费收取，容量水费与水表连接管的管径

有关，按管径划分为 10 类，管径越大费用越高。伦

敦市在两部制水价基础上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自

来水计量水价根据用水量不同划分为 8 个阶梯，随

用水量的增长先升后降。污水处理费也采用阶梯水

价，根据排水量( 假设排水量与用水量相等) 不同划

分为 8 个阶梯，与自来水价阶梯设置完全相同。
表 3 伦敦城市居民生活水价

Tab． 3 Urban residential water price in London

自来水
用水量 / ( m3·月 － 1 ) 0 ～ 7 8 ～ 15 16 ～ 25 26 ～ 35 36 ～ 250 251 ～ 700 701 ～ 5 000 ＞ 5 000

水价 / ( 元·m －3 ) 0* 21． 1 27． 1 30． 2 11． 5 10． 9 9． 9 8． 8

污水
排水量 / ( m3·月 － 1 ) 0 ～ 7 8 ～ 15 16 ～ 25 26 ～ 35 36 ～ 250 251 ～ 700 701 ～ 5 000 ＞ 5 000
处理费 / ( 元·m －3 ) 0* 18． 8 24． 1 26． 8 10． 2 9． 6 8． 8 7． 8

注: * 指按容量水费收费( 以伦敦居民最常用的 16 mm 水表为例) ，自来水 148． 2 元 /月，污水 125． 5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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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大城市居民生活水价概况
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居民生活水价，均由自来水

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三部分组成。自来水费

实行阶梯水价，按水量不同划分为 3 档，水价分档递

增( 见表 4) 。北京和上海的污水处理费采用单一制

计量价格，广州的污水处理费采用阶梯式计量水价，

阶梯水量与自来水一致。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水资

源费均采用单一制计量价格，其中上海和广州的水

资源费计入自来水费，北京市的水资源费单列。北

京城市居民水价中水资源费最高，为 1． 57 元 /m3，

上海市最低，为 0． 1 元 /m3。北京、上海、广州的第

一阶梯水量分别为 3、4． 6 和 6． 5 m3 / ( 人·月) ，体

现了气候特点、生活习惯、水资源条件等差异。
表 4 北京、上海和广州城市居民生活水价

Tab． 4 Urban residential water price of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in China

北京

用水量 / ( m3·月 － 1 ) 0 ～ 15 15 ～ 21． 7 ＞ 21． 7

自来水价格 /
( 元·m －3 )

2． 07 4． 07 6． 07

水资源费 / ( 元·m －3 ) 1． 57
污水处理费 / ( 元·m －3 ) 1． 36

上海

用水量 / ( m3·月 － 1 ) 0 ～ 18． 3 18． 3 ～ 25 ＞ 25

自来水价格 /
( 元·m －3 )

1． 92 3． 30 4． 30

污水处理费 /
( 元·m －3 )

1． 7( 污水量按用水量的
90%计算)

广州

用水量 / ( m3·月 － 1 ) 0 ～ 26 27 ～ 34 ＞ 34
自来水价格 / ( 元·m －3 ) 1． 98 2． 97 3． 96
污水处理费 / ( 元·m －3 ) 0． 95 1． 43 2． 85

注: 北京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北京市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的通知》( 京发改
〔2014〕865 号) 。上海市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居民用户水价的复
函》( 沪发改价管〔2013〕15 号) ; 上海自来水价格
( 含水资源费) 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水务局《关于调
整本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复函》( 沪价管〔2013〕
24 号) 。广州数据来源于广州水务局《关于调整
我市自来水价格相关问题的批复》( 穗价〔2012〕
281 号) ; 自来水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
资源 费 征 收 标 准 的 通 知》( 自 来 水 粤 发 改 价 格
〔2015〕847 号) ，且含水资源费。

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城市居民生活水价调整流

程均为首先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共

同提出两个价格调整方案，然后采取听证会形式进

行论证，通过投票确定最终水价调整方案，最后由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水价均考虑了多人口

家庭用水情况，当家庭人口超过规定人数时，各档阶

梯水量基数相应增加。
3 水价对比研究
3. 1 水价制度

纽约、伦敦、东京均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水价相

结合的两部制水价或阶梯式水价，其特点: 一是必须

要缴纳的固定费用，也叫容量水费，不受用水量的影

响; 二是计量水费，由用水量决定。在征收计量水费

时，纽约市实行固定水价的方式，也就是说水价不受

用水量的影响; 东京实行递增水价的方式，随着用水

量增加水价升高，伦敦实行的是先递增后递减的水

价梯度，但递减阶段的用水量已远超一般普通居民

家庭的用水量，主要目的是刺激商业用水消费。北

京、上海和广州均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随着用水量

增加水价升高。
3. 2 水价承受能力

水价承受能力，通常以家庭水费支出占家庭总

收入的比例或人均水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

例来衡量。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都给出了居民

水价承受能力基准，如世界银行( WB) 为 3% ～ 5%、
亚洲开发银行( ADB) 为 5%、英国( UK) 政府为 3%、
美国( US) 政府为 2． 5%［3］。

调查表明，纽约、伦敦、东京家庭水费支出占城

市家庭收入的比例介于 0． 70% ～ 1． 34%，平均为

1． 00% ; 北京、上海和广州家庭水费支出占城市家庭

收入的比例介于 0． 21% ～ 0． 32%，平均为 0． 26%。
文中选取的国内外大城市的家庭水费支出占家庭收

入的比例，均低于有关国家和组织建议的可承受能

力基准值，水价均在居民可接受范围。北京、上海和

广州的家庭水费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偏低，仅

为纽约、伦敦、东京的 1 /4 左右; 就平均而言，当前我

国大城市的居民生活水价并未对居民用水造成影

响，但也难以产生节水激励作用。
3. 3 阶梯水量

不同城市家庭平均用水量分布见图 1。纽约、
伦敦、东京的家庭平均用水量分别落在第二、第二和

第四阶梯，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家庭平均用水量全部

落在第一阶梯。上海市第一阶梯水量，按覆盖本区

域 85%居民用户的用水量确定; 第二阶梯水量，按

覆盖本区域 96% 居民用户的用水量确定［4］。根据

2014 年北京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方案，北京市

有高达 90% 的居民家庭用水量在第一阶梯，有 6%
的居民家庭用水量在第二阶梯，有 4% 的居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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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在第三阶梯。我国大城市的第一阶梯水量覆

盖了绝大部分居民家庭，不利于发挥阶梯水价的导

向功能，也未能发挥阶梯水价应有的节水作用。

第一阶梯 第二阶梯 第三阶梯 第四阶梯
第五阶梯 平均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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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城市家庭平均用水量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cities

3. 4 水价构成

以污水处理费占居民水价的比例作为分析居民

家庭水价构成的指标，则纽约、伦敦、东京的污水处

理费比例介于 46% ～ 63%，平均为 52%，污水费略

高于自来水费; 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污水费比例为

27% ～ 44%，平均为 35%，污水费约为自来水费的

1 /2( 见图 2) 。由此可见，纽约、伦敦、东京居民家庭

水价中污水费比例远高于我国，可能与环境保护意

识不断觉醒、环境消费成本不断提高有关。1980
年，纽约居民水价中污水费比例为 20%，此后十余

年污水费比例不断提高，至 1993 年达到 63%，并维

持至今。

占
比
/%

100

80

60

40

20

0
纽约 伦敦 东京 北京 上海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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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城市水价构成

Fig． 2 Water price component in different cities

3. 5 调价机制

纽约、伦敦、东京均有固定的调价周期和调价程

序，到固定周期自动启动调价程序，评估现行水价、
确定是否调价、计算调价幅度; 其中纽约每年评估调

整 1 次，伦敦和东京每 5 年评估一次。我国大城市

均无固定调价周期，普遍存在调价周期过长、不能及

时体现供水成本变化的问题。例如，广州市已 8 年

未调 整 水 价，而 根 据《中 国 城 市 建 设 统 计 年 鉴

2019》，同期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16%。
4 对我国大城市居民水价改革的建议
4. 1 加快推进两部制水价制度

两部制水价制度，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
高水利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证水利工程良性运

行、推进水价改革和供水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吸

引投资 者 兴 办 供 水 工 程 等 方 面 具 有 较 大 的 优 越

性［4］。1998 年出台的《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要求，城市供水应逐步实行容量水价和计量

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水价或阶梯式计量水价，20 年

过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大城市尚未实行两

部制水价。同期，国外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大城

市均在实行两部制水价或两部制阶梯式计量水价，

因此我国亟需加快推进城市供水两部制水价制度。
4. 2 优化完善阶梯水量设置

国家实施阶梯水价的目的，是引导居民合理用

水、节约用水。201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

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 发改价格〔2013〕
2676 号) 文件中提出: 第一级水量按覆盖 80% 居民

家庭用水量确定，第二级按覆盖 95% 居民家庭用水

量确定。目前，国内大城市的第一级水量覆盖了绝

大部分居民家庭，不仅远高于国外大城市第一级水

量覆盖居民家庭比例，也不满足我国有关水价政策

要求，严重抑制阶梯水价的节水导向作用发挥，也与

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不符。建议大幅降低我

国城市的第一级水量设置门槛，进一步细化阶梯级

数，发挥阶梯水价应有的价格杠杆调节功能，促进水

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
4. 3 提高污水处理费比重

与国外大城市相比，我国大城市居民水价中污

水费比重明显偏低。虽然在 2015 年《关于制定和调

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

格〔2015〕119 号) 文件中提出，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

准原则上不低于 0． 95 元 /m3，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污

水费提价，但长期以来，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费偏低仍

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地区污水处理费不足以弥补治

理成本。污水处理费偏低，不利于节约水资源、污染

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也与我国严峻的水环境形势

不符。目前，我国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测算大多只考

虑了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成本，而未考虑污水管网维

护运营成本。建议尽快将污水管网运营成本纳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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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组成，体现污水处理设施与收集设施的全部成本，

实现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让污染者、使用者付出应

付的成本，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改善。
4. 4 建立水价定期调整机制

与国外大城市相比，我国大城市水价普遍存在

调价难、调价周期长的问题，存在一调多年不变的现

象，与我国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不匹配。建议建立

水价定期调整机制，由政府主管部门或授权第三方

定期对现行水价进行评估，校核供水成本、确定是否

调价、计算调价幅度; 根据国外大城市调价周期设

置，考虑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建议我国大城

市水价评估周期不超过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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