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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决策环境理论的
南水北调水价准市场定价模式研究

曾雪婷,李永平

(华北电力大学 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北京 102206)

摘要: 南水北调工程是极具社会公益性, 又具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工程,其工程特点决定了其主要由国家投入、运营

和管理, 但由此带来的水价过低、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影响了整个工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南水

北调水价管理体系中引入水市场理念,运用决策环境分析理论明确市场决策及政府决策在水价定形成中的作用; 在

结合工程实际的基础上,按照完全成本核算的方法, 合理计入资源与环境水价,并在两部制水价的基础上进行水价

调整。以/ 准市场0化模式来完善工程水价的形成机制和管理模式 ,从而实现南水北调水价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及水

资源的高效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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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si2market Model of Water Price in South2to2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Based on Decision2making Environment Theory
ZENG Xue2ting , L I Yong2pin

( N or th China electr ic p ower univ er sity , Resour ces and Envionmental Resear ch A cademy , Beij 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The Sout h2to2Nort h Water Diversion P roject is an infrastr ucture eng ineering pro ject w it h social public w elfar e and eco2

nomic benefit, and its eng ineer ing char acteristics determine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 operat ion, and management, w hich might re2

sult in the low w ater price and low w ater r esour ces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t her efore affect the sust ainable utilization o f w ater

resources. Ther efo re, the w ater ma rket concept is introduced into the management system o f the South2to2North Water Diver2

sion Pro ject, and the decision2making environment theo ry is applied to determine t he roles of ma rket and government decision2

making s in t he water pr ic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actual situations of project, w ater pr ice is fo rmulated based on t he method

of full co st accounting and the consideration of envir onment pr ice and resour ces price. The / quasi2maket0 model is used to im2

prove the formul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eng ineer ing w at er pr ice,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2

ment of w ater pr ice mechanism in the South2to2North Water Diversion P ro ject and effective allo cat ion of w ater resources.

Key words:South2to2North Water Div ersion Project; decision2making env ironment theo ry ; go vernment decision2making; market

decision2making ; quasi2market; water price; management mode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水利作为解决人民群众用水问题

的公益事业,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水利工程单

靠国家投入、运营、管理的方式已难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需求,而且难以避免水价较低、水资源浪费和水环境污

染等问题。因此,通过水市场的培育, 以水价为杠杆来实现

工程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水社会的建设成为必然。黄薇

等[ 1]认为水是一种有限的公共资源,要充分体现水的价值。

刘卫国等[2]指出水价在制定时应能够真实地反映商品水的

生产成本和水市场的供求关系, 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从而起到促进节约用水、调整受水区产业结构, 达到水资源

的优化配置。杨向辉等[3]研究认为完善的水市场是促进水

权交易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国外相关研究和经验

也表明建立水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426] , 是水权理论

的基本思路。

建立水市场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转变政府职能,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探索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 让企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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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市场主体,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推进市场化社会化

的改革。而水市场是通过水权的交易得以实现的, 傅春[ 7]指

出我国的水市场应该在政府加强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进行全

过程控制,从水权分配到水权交易进行全过程的管理来保障

水市场的有效运作。国内的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南水北调工

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按照

水市场方式运作,并已意识到政府在水市场中的作用, 但并

未将市场和政府在定价中的具体职能进行定位、细化, 因此

在水价管理模式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模糊的。因此 ,要

实现南水北调工程水价的配置、调整作用, 必须明确政府与

市场在水价形成机制及水价管理模式中的定位与作用,更需

要结合水价参与主体之间的需求和关系, 以/ 准市场0化来实

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

1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决策环境分析

1. 1  决策环境理论
决策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决策环境、决策主

体、客体的影响, 其中决策环境是直接影响决策结果的外部

环境因素,如经济、政治、人文环境等等。公共产品作为特殊

的/ 商品0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 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决策类

型:一种是市场决策, 另一种是非市场决策,即公共决策。

1. 1. 1  市场决策
所谓的市场决策,就是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决

定私人物品的生产、供应, 即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

为谁生产;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决定购买什么、消费什么产品

和服务等[ 8]。完全竞争的市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在现实的

经济生活中市场缺陷(市场机制低效率, 不能正常发挥出市

场的功能)是不可避免的,其具体表现为: 市场信息不对称、

公共产品、市场垄断和外部性。

1. 1. 2  非市场决策
非市场决策是指国家或政府部门为了公共物品的生产

及供应、宏观调控经济调控及社会的正常运行, 而做出的决

策。非市场决策不以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决策的依据, 而是通

过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公共决策、政府对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各类经济行为进行调控的过程。但政府在干预经济

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缺陷:非市场行为容易造成权力的泛滥

及特权的产生、成本与收益的无关联容易造成效率低下。

1. 1. 3  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的关系
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

面,两者在决策主体、决策对象、决策过程、决策原则和决策

方式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决策原则方面 ,市场决策基本上遵

守自愿交换原则, 而非市场决策作为政治决策带有一定强

制性; 决策方式方面, 市场决策的需方一般为居民, 供方为

企业, 而公共决策的需方为投票人或选民(居民与厂商 ) , 供

方为政府机构; 决策主体方面,市场决策的主体是作为市场

主体的企业和个人(政府部门有时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

主体) ,而非市场决策的决策主体则是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另一方面 , 在市场经济运行模式中, 又需要两种决策

共同作用 , 克服各自的缺陷, 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产品的

效益。

1. 2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决策环境框架分析

1. 2. 1  水价决策的影响因素
南水北调工程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由政府宏观调

控、准市场运作, 兼有公益性与经营性的超大项目集群, 其投

资巨大,涉及范围广、资金回收慢,只有政府有能力组织如此

巨大的资金来完成该超大项目集群。该工程资金由中央政

府拨款、南水北调工程基金和银行贷款三部分组成, 其银行

贷款是要在工程完工后,以水费收入和工程建设期满的工程

基金偿还。为保证项目完工后资金的回收与效率, 需要市场

的手段来实现项目资金的高效配置。

根据工程的特点, 工程水价决策过程受到以下因素影

响:资金的回收效率、工程日常维护成本与利润、水市场的供

求关系、社会效益(外部性)与交叉补贴等因素。以上影响因

素中, 资金的回收与效率、工程日常维护成本与利润、供求关

系等侧重于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实现,而社会效益与交叉补贴

因素则侧重于非市场的作用来实现,因此工程水价决策过程

的/ 准市场0特点明显。

1. 2. 2  水价决策环境框架分析
在南水北调工程的水价管理中,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

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市场决策对水价的作用体现了价值规律

对水资源的配置作用, 但由于市场缺陷及市场失灵的存在,

非市场决策就显得十分重要。南水北调工程的公益性体现

在生态补水的功能,因而要求政府主导,加强宏观调控、行政

监管和统一协调;经营性体现在供水对象以城市生产、生活

用水为主,供水工程成本要在水价中有所体现, 因而要求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9]。南水北调工程水

价的决策环境框架见图 1。

图 1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决策环境框架
Fig. 1  Diagram of Decision2making en vi ronmen t of w ater price

in the South2t o2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2  南水北调水价定价模式研究

2. 1  市场定价模式
市场定价是指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 对商品进行的定

价方式。其适应于存在于市场环境中的商品交易, 其优点是

直接反映供求关系、市场敏感度强, 能直接地反映商品生产

后销售的各类成本与利润,但缺点是可能会因为市场的局限

性造成/ 市场失效0 ,市场定价的作用有: ( 1)通过市场供需关

系来实现水价的平衡。有了水市场,水价就会随水市场内水

的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9]。( 2)采用全成本定价来实现水

价的全面管理。水价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三

部分[ 10] , 通过考虑供水的所有可能成本, 把全部外部成本内

部化,并转嫁给资源消耗和污染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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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弥合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3)追求利润最

大化的过程也是水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市场行为的目标

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希望通过市场来

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水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水在市

场行为中的目标除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还有实现水资源的

合理配置。水价应本着可持续利用、与市场需求同步、回收

成本及实现合理利润及公平的原则其体现方式就是以水价

来实现水在提供、使用中的价值[ 11]。

2. 2  政府定价模式
政府定价即商品的价格不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 而是

以政府的行政命令为准,对商品价格进行制定的过程。政府

定价适用于商品市场不健全的情况或公共产品, 其优点是有

利于国家对商品的价格宏观调控, 缺点是容易脱离供求关

系,造成所定价格偏离商品价值、价格机制僵化等问题。政

府定价的作用有: ( 1)政府在水价制定及水价管理过程中发

挥作用,使水价能保证工程的正常建设与运营。政府应本着

公益性的目标出发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水价,制定水价时应

考虑到工程的成本以及工程的正常运营, 用政府行为弥补市

场定价给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 2)政府在水价管理中发挥

权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水价时, 不仅仅是

要考虑到受水区通过工程收益的问题, 更要考虑到在调水过

程中供水区相关利益丧失者的补偿问题, 通过调整水价 ,来

给予利益受损者一定的补偿。( 3)政府在水价管理中充分考

虑了用水户承受能力。水价形成机制应与资本市场开放程

度相协调,既可使水价在居民和企业的承受能力以内, 同时

又有利于筹集工程建设资金[ 12]。( 4)对于大型跨流域、跨地

域的水利工程,涉及的地区、人员较多, 在水的占有、分配、生

态补偿等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政府作为相关调控人对其水价

管理进行干预。

2. 3  市场定价与政府定价相结合的定价模式
由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不存在完全的公共产品,

因此在工程水价的制定过程中,纯粹的市场定价或是纯粹的

政府定价也都是不可行的。对于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其水

资源的定价和管理应该按照市场机制为主导, 政府调控相结

合的原则来实施。一方面克服市场存在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

实现政府对水价的调控,按照/准市场0化模式来进行管理。

2. 4  南水北调水价/准市场0定价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的水价模式很多, 包括成本定价模式、用户承

受能力定价模式、机会成本定价模式、边际成本定价模式、完

全市场定价模式和全成本定价模式、单一水价、丰枯季节水

价、阶梯水价、两部制水价等[13214]。根据南水北调工程的自

身特点,采用两部制水价比较合理, 但其缺点是没有考虑用

户可承受能力、外部性、国家政策及经济发展等因素, 因此本

研究的水价定价模式在两部制水价的基础上,加入调整水价

P t 来实现对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的补充; 在研究南水北调

水价形成机制时,提出了在水价设计中应以改善受水区当地

水资源结构、促进当地水资源保护为目的[ 15] , 同时, 按照全

成本方法核算,充分考虑用水对环境、资源的代价, 加入 P r

为资源水价和P e 为环境水价对南水北调的水价进行一个更

为全面的反应。南水北调工程的完全成本水价为:

P tc = Pp + P v+ ( P r+ P e ) ( 1)

其中:

Pp = [ C+ T + R- ( P z+ Fa+ 50% C z+ 50% Cm ) ] / A q

( 2)

P v = Pp [ { Qd E d } / ( Qs E s ) ] ( 3)

P t = P tc f ( x , y , z ) ( 4)

式中: P t c为全成本水价; P p 为容量水价, 主要通过工程建设

和运行费用分摊到具体用水量中得到; P v 为计量水价, 通过

市场供求关系得出; P r 为资源水价(占用资源付出的代价) ;

P e 为环境水价(破坏环境付出的代价) ; P t 为调整水价; P z

为供水直接工资; Fa 为管理费用; P z 为年固定资产折旧额;

Cm 为工程修理费; A a 为年分配水; C 为成本费用; T 为税金;

R 为利润; A q 为年实际取水量; Qd 表示地区需水量; Q s 表示

地区供水量; Ed 表示地区弹性需求系数; E s 表示地区弹性供

给系数。x 表示用户可承受能力对调整水价的影响参数, y

表示用水受损及受益情况对调整水价的影响参数; z 表示国

家政策及经济发展对调整水价的影响参数, 通过各影响因素

对水价进行调整。

由于定价过程中, 在确定工程的建设及营运成本(包括

C、T、R、P z、Fa、Cz、Cm)后,根据实际供水量 A q 分摊后可以得

出容量水价 Pp ;而根据市场供需求(量)关系及弹性系数可以

计量水价 P v , 该两部分水价的计算都比较明确,可以直接通过

用水量、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获得。而 P r、P e、P t 则需根据各

地方的实际情况, 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制定: P r 根据当地的水

资源丰欠情况确定、P e 根据当地环境现状及污染情况确定、P t

则可以根据用户承受能力、用水效率、当地经济水平等用加权

加性[ 16]法对 P v 进行调整后得到(见式(4) )。

通过市场与政府对价格的共同作用, 南水北调工程得出

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水价,具体水价管理逻辑结构见图 2。

图 2  南水北调工程水价/准市场0管理逻辑结构

Fig. 2  Logical st ructu re of / quasi2m ark et0 m anagement of

w ater price in the South2t o2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在对水定价的过程中, 政府和市场主要分工如下: 政府

赋权定制基本水配额及基本水价(计划) , 市场按照供求关系

配置水资源及变动水价(效率) ,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来实现

政府和市场不能独立完成的内容(调整)。具体如下。

一是根据工程计划供水量及建设、营运的固定支出, 政

府主导制定容量水价。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由政府投资的

基础建设工程,政府根据工程投入及供水目标等制定出容量

水价,一方面考虑供水的基本职能得以实现, 另一方面考虑

工程建设运行成本的回收。

二是根据供求关系,市场主导制定计量水价。供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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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考虑其营运成本的基础上, 根据市场供需、经济发展

水平等情况确定水价, 使水资源向更加效率的地方倾斜 ,起

到优化配置水资源、节水防污的功效, 同时, 也可以实现一定

的合理利润。

三是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 制定补偿、补贴以及其他调

整水价的机制。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沿线自然情况、经济发展

水平等情况复杂,在供水过程中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到

一部分人的利益, 因此, 应将外部性补偿考虑进入水价。同

时,在考虑用户承受能力的基础上, 国家应给予低收入人群

适当的补贴,该部分支出应通过测算分摊入水价中, 实现水

价的交叉补贴, 达到水资源的公平、和谐配置。另外还应充

分考虑到用水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是

有限的,对其过度开发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资源和环境因素

在水价中的体现,一方面是鼓励人们节约, 另一方面是用于

资源和环境的恢复。

3  结论

本文运用决策环境理论,将政府决策与市场决策融入水

价管理过程中,通过分析市场与非市场在水价决策中的定位

和作用,根据工程特点得出其决策框架。在/ 准市场0化的水

价定价模式中,运用完全成本的方法, 在充分考虑环境、资源

水价的基础上,对工程水价的定价模式进行调整(即考虑用

户可承受能力、外部性、国家政策及经济发展等因素 ) , 完善

了水价的构成。该方法有利于水价的实时调整, 并更为全面

地考虑了水价定价中的各种影响因素, 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机制。由于篇幅有限, 具体的计算和

算例没有过多涉及,详见其他研究成果。目前,南水北调水价

定价模式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

水需求的变化,水价的计算方式还会被不断地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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