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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规划设计与实践建议

崔　厅　杨春富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　650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取得了显著突破，而作为提高城乡供水水平和保证率的重要内容，城乡供水一

体化工程具有重要作用，而要做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其中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尤为重要。但就目前云南省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的建设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分析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设计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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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优缺点

1.1 优点

（1）对规划区供水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治理提升。构建

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五同”供水

格局，解决规划区现状供水不充分、漏损率大，提高供水保

证率、供水质量等问题，完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

（2）根据市场化运营的原则，经经济性评估后，可兼

顾污水排水工程和农田灌溉工程等，解决区域污水排水不合

理的问题，解决部分灌区灌溉供需不均衡、灌溉水利用系数

低、灌水量计量设施缺失等问题。

（3）以规模化发展为原则，城乡统一规划，充分利用

水资源，消除片区供需不平衡，解决供水与社会发展需水量

不匹配的问题。系统解决因城市、农村、工业快速发展，用

水急速增加导致侵占农灌用水的问题。

（4）实现城乡供水的延伸、整合、联网、提标。延伸：

融合城乡供水，供水管网由城市向农村延伸，由用水有富余

的区域向用水匮乏的区域延伸，充分平衡利用水资源。整合：

充分整合现有存量供水资产，统一供水标准，并提高节水率。

联网：充分采用智能自动化生产管理，实现现代智慧水务，

构建“水源 - 水厂 - 水池 - 管网 - 用水户”数字工程，实

现项目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提标：提高供水保证率和水质

保证率，提高服务品质。

（5）统一运行管理，解决多管理主体和管理混乱等问

题，统一管理标准，有效提升供水服务质量。

（6）有利于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经济

发展。

（7）为实现城乡供水“水网电网化”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2 缺点

（1）投资较大。

（2）临时占地较多，建设期协调工作复杂。

（3）工程涉及范围较大，可能涉及一些敏感区域，如

林地、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保护区等。

2.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1）工程任务单一。部分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任务仅

包含城乡供水工程，未进行供水、排水、灌溉等多方面系统

考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工程设计前期应综合考虑，

工程任务重点应围绕城乡供水工程，但还应系统考虑，尽量

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可兼顾解决排水和有

条件的部分农业灌区供水，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

（2）供水对象较多，供水范围大，基础数据调查困难。

规划区需水量计算是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根基，规划区需

水量计算的合理性关乎工程设计的成败，所以前期规划设计

的工作重点在于供水区现状情况的摸底调查。但项目本身覆

盖范围大，覆盖的对象多且杂，所以供水区现状情况摸底调

查较困难，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多，建议设计方项目负责人

在各专业设计人员配置上应充分考虑，以免延误工期。

（3）现状供水管网运行年限久，漏损大，调查困难，

维修改造困难。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规划区现状大部分已建

有供水管网，但部分管网运行年限久，漏损率高（部分区域

供水管网漏损率超过 50%，造成水资源的极大浪费），在

城乡供水逐步实现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大背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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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供水管网漏损率将成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建设的重点，

漏损管道的维修改造迫在眉睫。因现状管网范围广，管线长，

地下情况复杂，所以设计方在供水管网漏损情况调查时应配

备相应的人员和设备（管网大部分埋在地下，调查较困难，

需要用专业仪器设备进行调查），详细摸清漏损情况，为工

程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4）工程建成后的运营管理权移交复杂。现状规划区

供水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较多，有水务局、乡镇、村小组、企业、

私营小水厂等，且部分运行管理主体存在原供水工程建设投

资贷款，且贷款尚未还清，若全部纳入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进行统一运营管理，则应提前和现状的运营管理主体单位进

行沟通协调，综合考虑经济效益与合理水价，提前确定工程

运营管理权移交协议。

（5）部分农村地区水价改革尚未完成。经过多年水价

改革措施的施行，云南省大部分区域已完成水价改革，但一

些偏远山区尚未完成水价改革，水费仍处于未收或欠收的状

态，这无疑给“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带来一重阻碍，

所以未实行水价改革的区域应加快水价改革步伐，为城乡供

水一体化工程健康运营提供基础保障。

（6）城市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水价定

价问题。现状城市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工业用水水价

参差不齐，特别是农村水价，仍有部分为村组自行定价，村

组自行管理维护，且水价较低，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应充分

考虑农户的可承受水价与工程经济效益相匹配，合理投资，

保证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运行期的健康运营。

（7）农业灌溉工程投资和水费收取矛盾较大。传统农

作物灌溉需水量大，但经济效益较低，现状大部分地区存在

灌溉用水水费征收困难或水价较低的情况，所以灌溉用水水

价调整和收取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实践建议

（1）设计前期应充分考虑供水、排水、灌溉等方面的

系统规划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为

推进新时代治水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所以规划设计

前期对水资源的利用应多方考虑，一盘棋考虑供水、排水、

灌溉等方面，充分整合现有存量供水资产，进行系统化设计，

避免投资浪费。

（2）深入调查规划区具体情况，确定工程规模。详细

调查规划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供水范围，确定用水需求，确

定水源，明确现状管网情况，初步确定供水、排水、灌溉等

布置方案，确定投资，根据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原则，

充分考虑投资与回报的协调性，最终明确工程设计方案。

（3）在条件可行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利用已建渠（管）

道，减少投资。根据目前已实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投

资普遍较高，而根据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原则，工程

建设筹资主体主要是市场，这就导致工程的投资回报率直接

与工程的成败息息相关，与传统的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有较大

差异，所以，为实现合理的投资回报率，优化工程设计方案，

投资的经济性是工程设计的重点。

（4）征占地应多方联合提前踏勘摸底，避免工程施工

期征占地协调困难导致工期延误。工程管网线路长，范围大，

占地较多，所以征占地提前多方联合踏勘摸底是保证工程顺

利进行的前提。

（5）多个水厂联合供水的，水厂出水高程差异较大时，

应进行严谨的水力计算，避免自来水从高水位水厂向低水位

水厂回流。

（6）为实现“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则需充分

考虑投资与回报的协调性，从而保证工程可健康运行，当投

资大于回报时，则需对投资回报较差的部分进行优化，例如

把投资回报较差的传统农业灌溉工程进行削减优化，重点保

留效益较好的、水价承受程度较高的企业经营的农经作物生

产区。

（7）建设单位应在设计前期就设计方案做好投资回报

评价，并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协商确定设计规模及设计方

案，避免后期因投资回报不合理导致设计规模及方案的较大

变动。

（8）应充分考虑农村水价改革滞后问题的解决方案：

现状部分农村直接从就近河道、箐沟取水解决村组内的供水

和灌溉，对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后增加水价接受度低，水费

征收率难以保证。所以这些片区应尽快实施水价改革，取缔

非法取水，严格实行取水许可管理、阶梯水价、一户一表收

费、农村水价补贴等措施。

（9）城乡供水一体化若包含农业灌溉，则应充分考虑

灌溉水费征收问题：规划区现状大部分区域灌溉用水水费征

收较粗放（比如按亩收费或不收费），工程运行后，灌溉用

水收费主体变成企业，所以需考虑完善田间用水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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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田间的农管、毛管、用水计量设施等，以免农户因用水

方便程度低而造成灌溉用水量较少，甚至不用水或不愿交水

费的情况。

（10）城乡供水一体化可能存在分期实施的情况，例如

某工业园区正在建设中，因工业园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为避免投资浪费，先按近期规模布设供水管道，等将来工业

园区需水达到近期规模后，再按远期规模增加供水管道，这

意味着将来可能存在新的工程投资，所以建设单位应提前规

划好分期实施的后续投资方案。

4. 结语

总而言之，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是不断提升城乡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工程，建设具有长期性、

复杂性和综合性等特点，需要国家和各相关部门予以重视。

目前在我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推广方面，还存在着推广

范围不足、市场化运作不足、智能自动化管理不足、资金投

入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加快水价改革、资金落实、

责任落实等保障措施，根据各地区的特点，有重点、有选择

地进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推广，完善城乡供水保障体

系，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用水安全，促进我国城乡

供水的健康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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