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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

记者 周松华 通讯员 魏光华

自 2006 年 8 月起，宁波就在
全省率先实行了阶梯水价。实施
阶梯水价究竟有何效果？近日，
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上两个月，用水 14 度，共缴
水费 44.8 元。”每逢抄水表的日
子，宁波江东区王隘社区居民潘
雅凤，总会将这一期的用水量与
费用，仔细地记录在小账本上，以
备查询。这是潘阿姨多年养成的
习惯。

潘阿姨解释说，宁波的阶梯
水价，是按照家庭用水量分档收
费的，月用水 17 吨以下，为第一
档，目前水价是每吨 3.2 元；月用
水 18 吨至 30 吨，为第二档，水价
每吨 5.12 元；月用水超过 31 吨，
就 要 采 用 第 三 档 收 费 每 吨 6.8
元。“别看才区区几十元的差价，
可在当时对我们这样的下岗家庭
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为了不让用水量跨档，潘阿
姨一家在节水方面没少花功夫。
走进她们家，记者看到，家中每个
水龙头下方都摆放着一个水盆，
这是为了防止水龙头刚刚打开和
未完全拧紧时，水白白地流掉。
厕所抽水马桶的水箱内，放入了
一个大塑料瓶，为的是减少水箱
的进水量。用洗菜水浇花、用洗
衣水拖地冲厕所等，更是成为她
们全家人共同的行动。潘阿姨告
诉记者，如今 8 年过去了，她与老
伴都领上了退休金，水费早已不
再是负担，可节约用水的习惯，却
依然被全家人保留了下来。

“利用市场之手，合理配置水
资源，促进节约用水，是大势所
趋。”回忆起当时实行阶梯水价的

初衷，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负责
人感慨地说，东海之滨的宁波，地
处江南水乡，却是一个水资源非
常短缺的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
量只有约 1260 立方米，仅为全省
平均量的 59% ，全国平均量的
55%。“如果不节水，一遇大旱，宁
波老百姓将无水可用。”

为保证阶梯水价顺利实施，
从 2003 年起，宁波就投入巨资，
在全市范围内相继启动了“一户
一表”改造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
程。不仅对老小区的屋顶水箱和
供水设施进行了集中改造，还将
城郊村也纳入了“一户一表”覆盖
范畴。同时，宁波市自来水总公
司通过内部管理，大幅降低运行
成本，不让百姓多花一分“冤枉
钱”。目前，公司已先后建立了现
代化在线水质、水压自动监测系
统，启用了远程在线抄表系统和
近百个自助缴费设备。

阶梯水价，成了宁波的节水
“法宝”。据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
统计，阶梯水价实行 8 年来，尽管
随着城市发展，宁波市区的用水
总量持续上升，可居民家庭日均
的生活用水量仍比改革前节省 2
万多吨。目前，宁波约有 96%以
上的居民家庭，月用水量在第一
档，即每月用水不超过 17 吨。宁
波城管供水部门还在全市范围开
展了节水型社区、节水型家庭等
评选活动，深入社区宣传节水知
识，推广节水技术和器具，并推出
了水管爆漏和违章用水有奖举报
活动，市民的节水意识明显增强。

水费上涨，也倒逼着供水部
门保证水质，提升服务水平，让老
百姓喝上好水。近几年，宁波先
后投资 56 亿元兴建了白溪水库、
皎口—周公宅水库和黄坛—西溪
水库等引水工程，形成了多库串
联、水系联网、多种水源联调的供
水模式。据统计，截至今年 9 月
底，宁波中心城区已有100多万户
居民喝上了优质的水库水。

实行阶梯式收费逾8年，居民生活用水日均节省两万吨——

阶梯水价“拧紧”宁波水龙头
编者按：10月11日，备受关注的杭州阶梯水价听证会

举行，21名听证会代表就此前公布的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改

革方案发表看法,这也意味着杭州叫了多年的阶梯水价，

离真正实施已经不远了。实施阶梯水价，发挥市场、价格

因素在水资源配置、水需求调节上的作用，让节约用水不

仅仅是光荣，还将受益；浪费用水不仅可耻，还将受惩罚。

其实，早在此前，我省已经有地方开始实施阶梯水价，效果

如何，且看本报记者从宁波、温州发回的报道。

视野网供图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
文，要求2015年底前，全国所有设
市城市原则上全面实行居民阶梯
水价制度。事实上，从 2012 年年
底开始，广州已实施阶梯水价，可
谓一线城市中“吃螃蟹者”。

根据记者的调查，实施阶梯水
价对节水有效果。在阶梯水价的
影响下，许多家庭用水习惯在慢慢
改变，水龙头拧紧了，不必要的浪
费减少了。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向

记者出具了一组数据：以目前广州
市150万户“抄表到户”用户统计，
实施阶梯水价后的 2013 年 1 月至
12 月，广州户均每月用水量为 19
吨至 20 吨，与 2012 年阶梯水价实
施之前的月均 22 吨用水量相比，
综合节水量为10%左右，其中用水
相对较少的 1 月至 5 月同比下降
11.8%，相对较多的 6 月至 12 月下
降 9%。但广州相对丰富的水资
源、仍显低廉的阶梯水价能够多大

程度让老百姓真正树立节约用水
的意识还是个问号。

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我国
就明确提出推进阶梯水价，但到
目前为止，也只有宁波、广州等为
数不多的城市真正实施，原因在
于阶梯水价推进还存在一些困
难。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傅涛说，居民阶梯水价实现
的前提是一家一个计价水表，一

户一表，才能实现阶梯水价，不然
就不能知道每家用多少水。但我
国现在基本上还没有真正实现
100%抄表到户的城市。

南昌市节水办副主任卓鸿飞
也坦言，目前，各地推行阶梯水价
最大的障碍就是用水“一户一表”
改造还没有全部到位，有些没有
改造过的水表，显示的是一个单
元十几户居民共同用水的总数
量，要是把“大水表”也按阶梯水

价来收，每家每户的水费都要因
此上涨。

同时，实行阶梯水价也存在
计量方面的障碍。业内人士介
绍，在现有情况下，自来水公司可
能是两三个月才抄一次表，但如
果实行阶梯水价，就需要更加严
格和准确的抄表和收费。现在大
部分新建的小区，使用的都是预
先缴费的 IC 卡水表，也就是说居
民一次可以买一定量的水，这些
水用多久可以自己掌握，价格是
同一个价格。使用这种水表的小
区难以使用阶梯水价的计量方
式，除非再花更多的钱，把各家的
水表改成智能水表。

（据《人民日报》）

见效果还需善保障

记者 王益敏 通讯员 陈璇 王荣

温州市区自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阶梯水价。从那时
起，用水越多的家庭，单位水价
越贵。

今年以来，温州市区每户每
月的用水量不到 12 吨，相比 4 年
前的近 16 吨，下降了两成以上。
此外，自阶梯水价执行以来，温州
市自来水公司对市区 1 万户居民
的用水情况进行抽样调查，跟踪
4 年发现，每户月度用水量逐年
下降明显。

据了解，目前，温州市区已基
本完成一户一表改造，其中，超过
八成的家庭，每月用水量在 17 吨
以下，可按照第一阶段的水价实
行付费。

“可以说，这其中，有‘阶梯水
价’的功劳。”温州市自来水公司
相关负责人自豪地说。

那么，我们在日常用水过程
中，到底可以如何节约呢？近日，
记者在温州城区找到了一户称得
上“节水达人”的家庭。

节水，从点滴做起
家中的女主人叫陈梅桔，今

年 已 经 78 岁 ，老 伴 卢 永 才 ，81
岁。一年前，老两口搬了新家，住
进了60平方米的新房子。

到了新家，两位老人不忘带
上陪伴了自己多年的“宝贝”——
20 多只水桶、脸盆。“它们可都是
我节水的好帮手呢。”陈阿婆一边
笑着，一边将这些“宝贝”分配到
家中各个角落。

厨房的自来水龙头下放一个
红色小盆、旁边再放一个稍大的绿
色的盆；卫生间里分到了几个大小
不一的盆。

陈阿婆卖着关子说，节水的
秘诀，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家庭

用水的“微循环”。
中午做饭时间，陈阿婆把淘

米水积攒下来，用来洗菜；接着，
她又把洗菜的水，用盆接起来，存
着洗碗；洗碗水也是有用的，它们
最终流入卫生间里的水桶，用来
冲厕所。

如果说，这样的“微循环”需
要耐心和细心，那么，更让记者佩
服的是，陈阿婆还有自创的节水
妙招。

“洗小件衣服时，我会先将脏
衣服用洗衣液泡好，再铺到卫生
间的地上，用洗澡时淋下的热水，
顺便就洗了衣服。”陈阿婆说着，
有些不好意思，“带着泡沫的衣
服，用热水冲得快，用水也省。”

陈阿婆说，她算过一笔账，自
从实行阶梯水价以来，他们家因
为用水量较少，3 年多来，每个月
的水费支出，基本没有受到水价
上涨的影响，只多出了两三块钱
而已。

“隔壁住着几个小年轻，听说
用水比较多。实行阶梯水价后，
他们家每个月的水费要按高一阶
的水价计，这样算下来，要多支付
好几十块钱⋯⋯”陈阿婆有些心
疼地说。

其实，两位老人一个月的退
体金加起来有 8000 多元，他们
说，节水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为了
省钱。“你看，我们刚买的马桶，也
是节水型的。”老伴卢永才说，这
个马桶的价格，要比普通马桶价
格高 1000 多元，“但我们俩没多
想，就买下来了。”

感召，更多人一起节水
记者了解到，两位老人节水

除了阶梯水价的“杠杆作用”外，
还因为对“用水困难期”有着深刻
的记忆。

早在 1955 年，卢永才是一名

在舟山某海岛驻守的战士。“山上
没有水，我每天要下山去挑 100
多斤的水。”卢永才回忆说。

几年后，部队在山顶修了一
个小水库，但用水依然紧张。“我
们洗脸只用一捧水，刷牙只能接
半杯水，甚至一天洗手的水都要
用盆接着，用来洗衣服。”卢永才
说。

1967 年，陈阿婆随军来到了
海岛。“一开始，真不习惯这种缺
水的生活，不止一次向他抱怨。”
陈阿婆说，但正是这样艰苦的岁
月，让两位老人留下了终生节水
的习惯。

“我到现在，刷牙都不接满杯
水的。”卢永才笑着说，“温州是全
省较早实行阶梯水价的地方，也
有很多地方，依然存在着缺水的
问题，所以，节水还是很有必要
的。”

说着，卢永才拿出了自己的
记账本，记者看到，2013 年，两位
老人共支付水费 125 元，按照目
前温州市的水价，两位老人每个
月人均用水只有2.5吨。

“本来节水是我和老伴的事，
现在还带动了我们 3 个孩子。现
在他们家的水费也不多。”陈阿婆
骄傲地说，“我现在还时常在社区
里锻炼时，把节水秘诀告诉其他
老人呢。”

陈阿婆说服周围人节水的理
由，就是阶梯水价的实行标准，

“你们看，如果节水一点，每吨水
费可以少花一两块钱，这样算下
来，一个月就能省出一顿家庭大
餐了。”陈阿婆说的话，常让大家
在笑声中点头认同。

温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副总经
理余承雷说，温州市区一户一表
用水居民已有 44 万户。按此计
算，实行阶梯水价以来，他们每月
可节水168万多吨。

温州实行阶梯水价3年多，不少居民养成用水“微循环”——

“节水达人”月均用水2.5吨

休闲农业正
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目前全国
各类休闲农业接

待人数和经营收入均保持年均15%
以上的增速。仅 2014 年上半年，全
国休闲农业已接待游客 5 亿人次，
营 业 收 入 突 破 1500 亿 元 。 截 至
2013 年底，全国各类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已经超过 180 万家，年接待游
客 9 亿人次，营业收入 2700 亿元，
辐射带动2900万农民增收。

休闲农业成为新亮点

由于老龄人
口存在养老资产
不足、消费和购
买能力不足等问

题，未来中国可能陷入“银发贫困状
态”。解决“银发贫困”问题须多管
齐下。政府部门和垄断国企应该加
大对养老基金的投入；改革养老金
政策，体现养老政策公平性；鼓励民
众通过另外购买养老保险、缴纳企
业年金等方式来提高退休生活质
量；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来完善自身
在养老服务方面的不足。

多管齐下解银发贫困

9 月 30 日，
央行、银监会公

布通知，对我国房贷政策作出调整，
规定对拥有 1 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
购房贷款的家庭执行首套房贷款政
策等。对此，市场有声音称这是“救
市”之举，专家认为不能将房贷新政
简单地理解为“救市”，而是一次重
要的政策优化，并表达出推进住房
金融改革的政策信号。当前我国住
房的绝对短缺已不存在，改善性需
求处于上升期，住房金融对改善性
居住提供支持，正是政府惠及民生
的体现。

房产新政非简单救市

国内互联网三大巨头，也是如
今国内首富排名前三位的阿里、百
度、腾讯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宣布利用互联网平台进入房地产行
业。BAT首次携手国内房地产大佬
进军房地产业，标志着房地产业首
次进入了充分市场化竞争的阶段，
10 多年来“只涨不跌”的房地产神
话将被彻底打破，偷工减料、粗制滥
造的房子会因为互联网上如潮水般
涌入的差评而被买房人彻底抛弃，
更低的买房折扣会随着市场供需的
变化而变化，刚需买房人和购买改
善型住房的国人会迎来属于买房人
的“黄金十年”。

电商卖房促房价调整

“移动支付”
已是陈词滥调，
可回归现实，到

底有多少人在商场或餐馆结账时，
掏出的是手机，而不是现金或银行
卡？来自市场调研公司 Harris In⁃
teractive 的数据显示，2013 年，仅有
9%的美国智能手机用户用手机代替
现金或银行卡来结账。谈及不愿使
用手机结账的原因，位列第一的仍
是安全问题，第二个原因则更值得
业内人士反思，58%的用户认为没有
理由放弃使用现金或银行卡。提供
一个让用户乐意使用手机支付的理
由，是目前业内需要思考的问题。

手机换钱包未必好

■ 链接

浙经
观察

“矿泉水瓶装满水沉进马桶水箱，可以节省不少水。”安吉县昌硕街道凤凰
社区的屠金娥阿姨有很多节水小诀窍。 通讯员 夏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