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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城镇供水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

以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城市系统对于水资

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城市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愈加

突出。城市生活用水作为城市水资源管理系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既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也是推动城

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商品。合理的水价能够在保

障供水效率的同时起到节约水资源与防治水污染的作

用，使水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为了分析水价和其他变量的数量关系，为科学

合理地调整水价提供政策依据，很多学者对水价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还有待深化。张丹丹（2013）

利用影响水的供给和需求等宏观经济指标及水的生

产供应各类数据，对苏州市的水价进行实证分析，并

对未来苏州水价走势进行预测。程骥（2002）运用工

程经济评价方法计算重庆市南宾镇新建供水项目的

供水价格。郭剑（2003）提出水资源综合价值理论以

及包括水资源的自身价值、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在

内的全成本水价概念，对重庆市主城区的全成本水

价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重庆市水价调整方案。

朱华伟和袁汝华（2007）利用南京的供水成本、社会

平均利润、可支配收入、水费支出占比等数据分析南

京水资源费和自来水水价的涨价空间。李斯佩

（2007）运用全成本水价法，通过对资源水价、工程水

价和环境水价的计算，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计算了

石家庄市的水资源价格。周长勇和钟绵志（2009）归

纳总结了影响水价的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

工程因素等多方面的因素。米雪薇等（2019）在北京

市缺水严重、水资源供给不足与人口众多形成严重

供需矛盾背景下，利用 ELES 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城

镇居民的用水可承受能力及水费支出能力，从而对

北京市目前的阶梯水价合理性进行了评价。陈炯利

等（2020）利用 2009-2016年宁夏城镇居民生活用水

量及其 8个影响因素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

用水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数量关系。李云雁和江小

平（2021）回顾了我国供水价格改革的实践，针对传

统的成本加成定价方法存在难以激励企业有效控制

生产经营成本、提高效率等问题，提出深化供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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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路径。王冠军等（2021）分析居民生活用水价

格调整对居民用水行为的影响机理，综合运用水费

支出系数计算等多种方法，测算了促进北京市居民

节水的水价水平，并提出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以及促

进节水的相关政策建议。马朝猛等（2022）基于县域

城乡供水价格形成、分担及补偿机制提出供水全成

本约束定价法，并对宁夏西吉县城乡供水价格进行

实证分析。曹健等（2023）通过构建水资源模糊综合

评价模型，对克拉玛依市水资源价值进行分析，发现

水资源费的理论结果远高于实际价格标准，这一研

究结论有助于相关部门对水资源费进行适当调整，

发挥水价杠杆作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现有文献对水价

定价理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实际地区的定价实

践进行分析，但现有针对水价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大多是在某个城市的供水成本和用水需求分析的基

础上进行实证分析，覆盖的地区范围较小。因此，实

证结果既不能确定影响我国城市水价的一般性因

素，也没有反映水价变动的普遍特征，也就不能对大

多数地区的水价定价实践提供支持。既有关于水价

定价的实证研究中，所选择的变量包含当地自来水

公司经营费用、供水成本等太过细致的微观数据，并

未专注于宏观经济数据，难以精准推断整个地区的

水价走势。基于此，本文在建立包含水价供给和需

求因素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影

响水价变动的机制，并利用全国 31个直辖市及省会

城市的水价为样本，实证分析水价和宏观经济因素

之间的数量关联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入认识城

市水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各地水价的定价实践

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城市水价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一）机理分析

城市供水价格指的是供水企业通过一定的工程

设施，将地表水、地下水进行必要的净化、消毒处理、

输送，使水质水压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后供给用户

使用的水价格。我国城市供水价格的制定遵循覆盖

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综合反

映了水资源供需两端的情况。一方面，从供给端来

看，水价应当覆盖供水成本，并使供水企业得到合理

的收益，因此水价与供水成本正相关。当地方由于水

环境恶化，供水设施建设增长等因素提高了城市供

水成本，便会促使水价上升；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

看，水价应当符合用户的负担能力，因此水价与用水

需求正相关。当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因素提高了用

水需求，便会迫使城市提高供水的规模及处理输送

成本，从而导致水价的上升。

本文根据现有研究归纳出影响水价的主要因素

包括供给端的供水设施投资成本以及需求端的人口

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者偏好等，具体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水资源禀赋。当所处地区的水资源非常充沛

时，水环境状况表现较佳，水资源供需矛盾也不太突

出，因此在水价构成中，水资源成本通常不会过高。

相反，在缺乏水资源的地区，由于供应量无法满足需

求，水价构成中的水资源成本自然会升高。在这种情

况下，需要考虑水资源的稀缺情况，因此水价中必须

包含资源价格，以补偿水资源所有者因资产使用而

承担的代价，并确保水资源得到可持续供应。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资源成本必须根据不同地区或流域的

水资源供求平衡结果来确定，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

化而相应调整。

2.人口规模。首先，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的超负

荷使用和更多的生产活动，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能源，

而能源开发和使用会带来大气污染等问题，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其次，人口增加也

使得森林覆盖率急剧减少，而森林在涵养水源、防止

水土流失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其减少也将对

水资源产生严重影响。最后，人口增加会导致需水量

增加，而需水量增加也将带来污水排放量的增加，进

一步影响水环境的质量和可持续利用能力。

3.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供水价

格总水平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经济

发展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同时也会排放大量的废水。

如果缺乏有效治理，废水将会污染水体，导致水资源

的功能下降，使得水资源更加稀缺。

4.用水户承受能力。供水价格的高低与用水户

承受能力息息相关。当用水户的承受能力较强时，供

水价格相应地会偏高；反之，供水价格则会偏低。特别

是农业、工业、城市生活以及环境等用水部门，分别属于

不同的消费主体，它们的效益相差较大，各自的承受能

力也就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同一类用户，由于经济

状况的不同，对水价的承受能力也会有所差异。

5.产业结构因素。供水价格水平受到产品结构

的影响。在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中，如果第二产业

比重较大，尤其是传统高耗水产业如冶金、化工、纺

织、火力发电、煤炭等行业的比重较高，则可能会显

著提高用水需求，从而推高水价。因此，不同的产业

结构耗水量有所不同，进而会对供水价格总水平产

生影响。

6.供水工程投资成本。供水成本受到新建供水

工程投资规模的直接影响。供水工程投资规模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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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固定资产原值的大小，进而决定了折旧费以及运

行维护费的多少。按照现行会计规定，折旧费按固

定资产一定比例提取，而运行维护费与固定资产相

关，折旧和运行维护费都是构成供水成本的基本项

目，这引起了供水价格的差别。

综上所述，本文从供需两方面分析了各因素对

水价影响的内在理论基础，为下文进一步数量化探

究各影响因素对城市水价的影响夯实了基础。

（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城市水价定价机制，提出了水价动态

变化与合理调整的分析框架，通过实证方法得到了

水价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有着较强的

现实意义。一是为水价制定部门提供了决策参考。

本文探究了水价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行水价的合理性和适应

性进行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有助于相关部门

制定动态水价定价机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

会条件，增强水价政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二是为

其他公共事业价格的管理和调整提供了方法借鉴。

水作为公共资源的一种，其定价机制的数量分析框

架不仅适用于水资源管理，还可以为电力、燃气等其

他公共事业的基于宏观经济条件实施动态定价提供

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从而为构建公共事业定价的

理论框架，揭示其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导

公共事业价格的合理调整，促进公共事业的平稳发

展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的支持。

三、我国城市水价变动与一般性宏观经济影响

因素的数量关系诠释

本文将和城市用水的供给和需求有关的宏观经

济因素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这些因素通过影响

用水的供求从而影响水价波动的理论机制，进而得

到构建计量模型需要验证的自变量范围。

在用水需求方面，首先分析企业生产的用水需

求。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可能导致总体宏观经济特

征产生变化（程远等，2020），本文遵照一般均衡模型

的常用设定方式（Solow，1974；谢泽宇等，2023；娄峰

和程远，2023），在各产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中引入水资源使用量差异的特征。第二产业的用

水需求显著高于第一、三产业，设定第二产业以外的

第一、三产业的生产函数为：

（1）

其中，y1为第一、三产业厂商的产出，k1为资本

投入，h1为生产的用水需求，l1为劳动投入。琢1、茁1、

(1-琢1-茁1)分别是资本报酬、用水支出和劳动报酬在
总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厂商生产过程最优化的约束关系为：

（2）

其中，p1为第一、三产业厂商的产品价格，r为
资本回报率，w为工资，q 为供水价格。

第二产业厂商的生产函数为：

（3）

其中，y2 为第二产业厂商的产出，k2 为资本投

入，h2为生产的用水需求，l2为劳动投入。琢2、茁2、(1-
琢2-茁2 )分别是资本报酬、用水支出和劳动报酬在总
收入中的分配份额。

厂商生产过程最优化的约束关系为：

（4）

其中，p2为第二产业厂商的产品价格。第二产业

的用水需求显著高于第一、三产业，因此有 茁2>茁1。

根据厂商的最优化行为可以得到两类厂商的用

水需求为：

（5）

（6）

区域内的总产出为三个产业产出的加总，按照

行业产出加总的常用设定方式（Shao和 Tang，2021；

何平，2022；程远等，2022；罗朝阳和李雪松，2023），

设定加总的形式为柯布 -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

（7）

（8）

其中，y为区域总产出，p 为区域总产出的价格
指数。可以得到，行业产出和总产出的关系为：

（9）

（10）

设定地区人口数量为 l，本地区平均收入为 g，
则该地区总收入为 y=gl。

在生活用水需求方面，设定居民生活的用水需

求与居民人数及水价有关：

（11）

其中，h3为生活用水需求，啄为人口与用水需求
支出之间的比例系数。

用水总需求为生产用水需求与生活用水需求的

总和：

（12）

在城镇供水方面，由于水的供应具有垄断特征，

因此设定供水价格和投资建设的成本 k0、供水规模

h正相关，于是供给函数设定为如下式形式：
（13）

其中，姿、滓为影响供水价格与供水规模的数量
之间的系数，受到供水能力、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例如，在水资源较为贫乏的地区，对于同样的供水投资

成本和供水规模，水价会更低，姿指标便会更小。
将供给和需求函数联立，可以得到水价满足的

关系式为：

中国城市水价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38



2024年第 3期

（14）

根 据 这 一 关 系 式 ， 可 以 得 到 ：

（15）

理论上，水价可能与地区人口数量存在正向关

系，人口数量越多，水价越高。

（16）

水价可能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正向关系，

收入水平越高，水价越高。

（17）

水价可能与当地价格水平存在正向关系，价格

水平越高，水价越高。

（18）

水价可能与第二产业比例存在正向关系，第二

产业比例越高，水价越高。

（19）

水价可能与供水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存在

正向关系，投资规模越大，水价越高。

正如前文所述，在本文模型中，水资源禀赋越丰

富，参数 姿的数值越低，因此有：

（20）

水价可能与当地水资源禀赋存在负向关

系，当地水资源禀赋越丰富，水价越低。

四、城市水价的实证分析模型构建

（一）城镇水价的经济计量模型

为了进行实证分析，建立水价和国民经

济影响因素关系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21）

其中，yit表示城镇水价，x'
it表示以上影响

因素组成的矩阵，茁表示回归系数，ui 表示个

体异质性的截距项，着it表示误差项，角标 i表
示地区，t表示时间。实证模型采用我国主要
城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当然实际的回归模型

会根据数据可得性以及回归的显著性等情况

进行调整。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使用统计方法分析宏观

经济变量和水价数量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宏观经济变

量和水价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如果将来经济、社

会、技术、资源等因素的变化导致宏观经济变量和水

价的当前数量关系不再成立，那么就需要采用最新

的数据重新对数量关系进行估计。在现有的研究中

无法展示回归系数未来的变化，因为这需要预测经

济、社会、技术、资源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趋势以及这些

因素在未来影响宏观经济变量和水价的数量关系的作

用机制和程度，这是当前的统计方法无法做到的。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万得数据库。本文选取了

31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①的水价及宏观经济、产业、

人口、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等相关指标作为计量回

归数据。其中，水价数据中包含水资源费，但不包

含污水处理费，其原因在于，首先，污水处理费和

宏观因素联系较少，更多和当地水质条件和处理

技术成本有关，因此不将其纳入分析；其次，水资

源费和基本水价联系更加紧密，很多地区水资源费

的调整和基本水价联动，各地公布的官方水价数据

也大多包含水资源费，因此将水资源费计入水价数

据中共同分析。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在数据指标的可得性限

制之内，本文选取了影响水价的供给侧及需求侧的

各类指标。被解释变量为 2007-2019年各城市居民

生活用水价格，解释变量包括：实际 GDP指数、实际

①本文选取的 31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具体包括上海、乌鲁木齐、兰州、北京、南京、南宁、南昌、合肥、呼和浩特、哈尔滨、天津、太原、

广州、成都、拉萨、昆明、杭州、武汉、沈阳、济南、海口、石家庄、福州、西宁、西安、贵阳、郑州、重庆、银川、长春、长沙等。

表 1 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

注：水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指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中供水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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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GDP、CPI同比指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水务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常住人口、全市人口密度、平

均每户家庭规模、24小时累计降水量、人均每日生

活用水、人均每日工业新水取用量等变量。对于一

些同类指标，本文纳入了多个变量，例如人口学指标

中，选取了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户籍人口总户数

等指标进行分析，而在后文的计量模型中通过统计性

检验选出解释性最好的指标构建实证模型。

在以上变量中，将除去比例数据之外的实际

GDP指数、实际人均 GDP、CPI、水务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额、常住人口、全市人口密度、平均每户家庭规模、

24小时累计降水量、人均每日生活用水、人均每日

工业新水取用量等数据的原始数据取了对数。一方

面，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另一方

面，也使得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具备了弹性系数的含

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五、城市水价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计量回归结果

1.基本回归结果。实证过程需要通过验证不同

的变量组合，来选择合适的解释变量。本模型根据

各个城市中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水价的调价次数、与

经济走势高度一致的数据特点，以及主要考察水价

与国民经济指标关联性的研究目的，采取以下筛选

变量的原则：（1）模型的解释变量首先选择 GDP、常

住人口、CPI等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2）回归结果

中解释变量系数值的符号应当符合经济理论。（3）为

保证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和预测能力，需要使模型

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R 2。（4）尽可能选择提高拟合优

度幅度较高的解释变量。（5）所选变量应尽可能具有

较高的显著性。（6）模型应纳入可以提高拟合优度或

改变其他变量系数值的解释变量，从而尽可能提高

模型解释力并具有分离各个解释变量的边际作用，

否则须删去该变量以精简模型。

此外，实证过程删除了济南、昆明、杭州、郑州等

样本期内没有调整水价的样本，以及太原、拉萨、长

春等宏观数据不足的样本，最终使用包括合肥在内

的 23个城市的数据样本。

利用面板模型对以上数据进行回归。在回归过

程中，本文剔除了回归结果与理论显著不符的变量，

保留了除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之外的人均实际 GDP、

常住人口、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CPI等 4个主要的

解释变量，以保证所选变量确实为水价变动的主要

解释因素，使得回归结果具备经济学意义。在回归

模型中，如果回归结果不显著，但系数符号符合经济

理论，则仍然作为控制变量保留在回归模型中。得到

的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

在以上回归结果中，人均实际 GDP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表示经济增长率越高，水价越高，人均实

际 GDP每提高 1%会使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147%，这

一实证结果和本文的理论分析相符，说明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活动对水的需求量越大，则城

市用水价格越高。常住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

示常住人口数量越多，水价越高，常住人口每提高

1%会使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28%，这表明地区的人

口数量越高，人民生活用水的需求量越大，则城市用

水价格越高。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表示第二产业比重越高，水价越高，第二产业

比重每提高 1%会使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005%，这表

明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越高，同样经济规模下的生

产用水需求越高，则城市用水价格越高。CPI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表示价格水平越高，水价越高，价格

水平每提高 1%会使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723%，这表

明地区的价格水平越高，城市的供水成本越高，则城

市用水价格越高。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90.9%，表示模

型解释了大多数的数值变动。

表 2 区域水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

注：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90.9%。***、**和 *分别代表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注：***、**和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水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是指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中供水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表 3 变量平稳性的 DF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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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平稳性检验。本部分使用 DF检验方法，

对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 3所

示。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的 DF统计量均小

于 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拒绝了原假设。即，各变

量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不存在单位根。

3.模型设定检验。本文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拟合了统计数据。为了检验本文的数据适合采用混

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本部

分进一步使用了经典的 F检验、BP检验和豪斯曼检

验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在混

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应选

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基本分析的结

论较为稳健。

4.稳健性检验。在本文中，一方面，由于数据所

限，难以采用 DID等更为复杂的替代模型进行实证，

也难以采用分样本回归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另一方

面，由于本文侧重分析水价与宏

观变量之间的实际数量关系，替

换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中的用

水价格及其他宏观经济指标进行

分析也没有意义。因此，本文主要

使用随机效应面板分析模型进行替

代性实证分析，观察更换模型后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的变动

程度。从表 5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

更换了回归模型之后，解释变量

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都没有发生

较大变化，因此本文的模拟结果

较为稳健。

（二）各城市实证结果数量分析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建立以

下供水价格调整的数量关系：

（22）

由于各城市截距项不同，因此对于各城市的回

归结果，我们采用指标变动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变量

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中，ps%、g%、r%、s%、p%分别代表

城镇水价、人均实际 GDP、常住人口、第二产业增加

值比重、CPI的数量变动的百分比。根据这一等式，

可以利用相关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数据，确定用水价

格的数量变化。

将水价数据和回归结果展示在图 1中，可以看

出，除了少数在样本期内水价保持不变的地区以及调

价频次和幅度较大的地区外，回归模型基本上较好拟

合了各城市的水价变动情况。

各城市调整水价时的实际价格与回归结

果如表 6所示，其中回归得到的水价结果通

过取以自然对数为底的指数得到以“元 /吨”

为单位的可以和实际水价数据直接比较的价

格指标。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除了个别城市

外，模型拟合的整体情况较好，实际水价和回

归水价的差值大多不高于 0.3元 /吨。其中，

合肥市的实际水价和回归水价的差值小于 0.1元 /

吨。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合肥居民用水价格在 2010

年 10月由 1.29元 /吨调整为 1.55 元 /吨，表中

2010年的水价为 1.36元 /吨，显示的是全年平均

水价。西安、重庆和贵阳的实际水价和回归水价的差

值稍大，达到 0.32-0.35元 /吨。而回归模型对成都

的适用性较差，实际水价和回归水价的差值在 2015

年最高达到 0.73元 /吨，这主要是由于成都水价的

调整频次和幅度较大。成都的宏观经济变量较为稳

定而水价调整频次和幅度过大，说明这一地区的水

表 4 模型设定检验

注：***、**和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表 5 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比较

注：***、**和 *分别代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图 1 各城市水价变动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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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本身便不存在稳定、一致的

数量关系，计量分析便也无从谈起。从 2010年到

2015年，成都水价调整了 4次，由 1.35元 /吨上涨

到 2.94 元 / 吨，上涨了 118%。特别是 2015 年由

2.03 元 / 吨上涨到 2.94 元 / 吨，一年上涨了

44.8%，从而导致模型对成都的拟合效果较差。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计量分析模型，对城市水价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市水价的

重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均实际 GDP、常住人口、第

二产业增加值比重、CPI，各个因素对于水价都有正

向的显著影响。其中，人均实际 GDP每提高 1%会使

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147%，常住人口每增加 1%会使

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28%，第二产业比重每提高 1%

会使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005%，CPI每提高 1%会使

居民用水价格提高 0.723%。

对此的经济学解释如下：水的名义价格受到三

个宏观因素影响。（1）经济增长因素。随着经济增长，

要素资源流向非公共事业领域获得的回报增加，为

了保持公共事业领域获得充分的资源，需要对应提

升公共品的价格。（参考：《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权益回报率以中长期国债利率加点计算）。

（2）总需求因素。由于我国实施了较好的节水政策，

2014-2023年用水总量维持基本不变。与 2014年相

比，2023年工农业用水分别下降了约 28%和约 5%（水

利部数据），因而居民用水需求成为影响总用水需求的

关键因素，故常住人口增长成为水需求的主导因素。

三产结构中的工业用水需求亦有影响，但幅度较小。

（3）价格水平因素。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城市水价

除了受到供求两端的宏观经济因素（人均产出、人口

规模、第二产业比重）影响外，水的名义价格还与社

会整体价格水平显著相关，因此水价调整应充分考

虑社会整体价格水平（比如 CPI指数等）。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建立健全差异化供水价格制度。为了充分

发挥价格机制调节作用，促进资源节约，合理分配水

资源，应当充分健全完善差异化水价制度。居民生活

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

三级。非居民用水及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制度，原则上水量分档不少于三档。按照用水情况对

不同行业分类管理，特殊用水行业用水实行特殊水

价。旅游业公共服务季节性消费特点明显的地区可

以实行季节性水价。

第二，鼓励公共事业价格服务方式创新和技术

创新。为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节省

用户办事成本，在公共事业价格管理方面应当持续

推进服务方式创新。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推动智能终

端应用，推进供排水等公用企事业单位全面实施网

上办理业务和“一站式”服务，不断提高公共事业服

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第三，做好片区开发改造的市政配套工作。供排

水等市政配套设施对促进工农业发展、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具有基础性作用，应当重视片区开发改造过

表 6 实际水价与模型回归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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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Macroeconomic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 Water
Prices in China

LOU Feng and CHENG Yuan

Abstract: Reasonable water price can play a role in saving water resources and preventing water pollution while ensuring
water supply efficiency, enabling water resources to maximiz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 order to study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urban water price an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es-
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includes factors of water price supply and demand,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macroeconomic factors affect changes in water prices; Then, this article uses water prices from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s sample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quantit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water
prices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water prices in
China mainly include per capita real GDP, permanent population, the proportion of added value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and
CPI, all of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ater prices. Except for a few regions, the overall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 is reasonabl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is conduci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
tors of urban water pric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practice of water supply pricing in various c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ricing
public utilities, guiding the reasonable adjustments and reforms of public service prices.

Keywords: urban water price; nat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macroeconomic influencing factors; pricing simulation

程中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科学地进行供水场站设

施、配套管网等工程的规划和建设。

第四，避免公共事业产业的盲目市场化，坚持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方向。市场化是鼓

励行业竞争、提高经营效率的有效方式，也是当前公

共事业行业的改革方向。但是，公共事业产业的过度

市场化必然会引起水价上涨、行业内企业数量过多

和投资过度等问题。因此应当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

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方向，探索建立有利于提高公共

事业行业经营效率的市场结构，妥善处理好行政管

理和市场化经营的关系。

第五，加强对公共事业价格的管理和调整，根据

宏观经济影响因素的变动确定合理的价格范围。本

文提出的水资源定价机制的数量分析框架不仅适用

于水资源管理，还可以为电力、燃气等其他公共事业

的基于宏观经济条件实施动态定价提供可借鉴的经

验和模式。一方面，与水资源类似，其他公共事业的

供给价格受到供求两端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另一

方面，作为基础性的要素投入，其价格水平对于实现

整体上的要素最优配置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

研究方法框架可进一步拓展应用于建立其他公共事

业价格的动态管理和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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