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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业改革的十二个问题》

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的十二篇文章涉及城市水业改革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十二个难点和敏感问题。分别涉及市场化
体制下的政府角色、水业企业的产权改革、水业投融资体制、BOT及法律问题、水的流域管理、水价
机制、特许经营模式与监管、税收政策、案例分析以及污泥技术政策、标准体系、系统规划与设计等
问题。书中观点不仅依托于系列沙龙的讨论，而且以作者深入而大量的案例研究、实地考察调研以及
政策咨询工作为基础，论述和提出了大量推进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改革的问题、观点和战略思考。本书
是各级政府部门推进城市水业市场化改革指导性书籍，对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的改革也有很好的参考价
值。

本书是城市水业战略性投资和经营企业以及学术领域的研究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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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城市水业的认识误区与政府角色城市水业的产权问题和产业化城市水业的投融资机制与资本战略城市
水业的BOT及其法律问题流域的水业管理与体制创新城市水价的定价目标、构成和原则城市水业的特
许经营模式与监管城市水业市场化与税收减免水业特许经营的案例分析与操作实务污泥处理、处置的
认识误区与控制对策水业标准体系面临结构性升级城市水系统的系统规划与设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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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市场化不意味着政府将从　　水业投资主体中退出　　水业市场化要求按照市场化规律去核
定水业的成本与收益，通过规则，　　改变原来政企不分的经营管理关系，明确政府、企业和消费者
三方的责任、　　权利和义务关系。　　基于水业的固有特点，有相当一部分投资，如水源保护、管
网建设等投　　资很难纳入计量范围，属非经营性资产，需要政府以财政等公共形式进行支　　付，
以体现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出于节水和技术引导等战略需要，即便是　　可以清晰核定成本与收益
的领域，政府也需要提供部分引导性资金。以上两　　部分的政府投资不应纳入投资回报的基数之中
。另一方面，有些项目的实施　　，如管网系统，关联面很宽，是资源统筹配置特征的项目，必须要
政府来投　　资和实施，以发挥政府的协调特长，提高效率。　　城市水业具有重要的内部收益和显
著的外部收益，某种意义上，其外部　　收益大于所创造的内部收益。内部收益指城市水业投资经营
者的直接的经济　　效益；外部收益表现在环境效益上，城市水业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　　
，它的健全和完善将使城市发展条件和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城市政府可以在　　土地增值等方面得到
其外部收益。　　市场化要求投资多元化，但水业的收益结构特征决定了政府不可能从水　　业市场
化的投资主体中退出，政府是水业公益性、引导性、补贴性投资的主　　体，不能将其责任转嫁给公
众。　　让我们借鉴一下国际水业发展的经验。西方国家城市水业基础设施的投　　资建设有100多年
的历史，相当一部分资金由城市政府通过市政债券等方式　　筹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仅美国和
加拿大，地方市政债券至今已总共筹　　集了超过74000亿美元的资金。西方国家供水设施和给水排水
管网的集中投　　资建设期在20世纪前叶，二级污水处理的集中投资建设期在20世纪60、70年　　代
，到80年代后期，其城市水业设施已基本建设完成。这时开始走向市场化　　，其核心是利用水价体
系来支持水业设施的运行和部分更新，市场化主要的　　目标是提高运行效率，提高服务水平。国际
实践证明，如果从建设管网、建　　设水厂到运行维护整个水系统，实行全面的投资收益核定，全部
通过水价体　　系来支撑，会带来过大的社会压力，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中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发
展和城市建设的高峰期，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　　入。目前的城市污水处理率统计上有37％（2002
年底数据），实际有效的会更　　低，这还仅仅是城市，没有包括乡村，配套管网的差距则更大；自
来水也远　　未普及到乡村，同时大量的城市供水管网老化，水质和安全性需要提高。所　　以，真
正要支撑城市水业的良性发展，政府将是投资体系中的重要角色。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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