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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改价﹝2019﹞1 号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 庆 市 长 寿 区 水 务 局
重 庆 市 长 寿 区 财 政 局

关于印发长寿区农业水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

为推进我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

制，进一步规范农业用水价格管理，促进农业节水，保障农田

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渝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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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16〕150 号）、《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加强

农业水价管理的指导意见》（渝价〔2018〕89 号）及《重庆市

长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长寿区 2018-2020 年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8〕153

号）等有关规定，研究制定了《长寿区农业水价管理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长寿区水务局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2019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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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区农业水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农业用水价格管理，建立健全

农业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农业节水，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保障

农田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6〕

150 号）、《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加强农业水价管理

的指导意见》（渝价〔2018〕89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辖区定价权限范围内的农业水价

的核定、水费征收及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业水价，即农业用水价格，是指

由水利工程直接供应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用水价

格。

第四条 农业水价原则上实行政府定价。大中型灌区末级

渠系、小型灌区、用户自建自管自用的灌区，由供需双方协商

议定。

第二章 定价成本监审和核算

第五条 农业水价总体按照补偿运行维护成本核定，不计

税金和利润。水资源紧缺、用户承受能力强的区域，可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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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成本水平进行核定，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用水价

格可达到微利水平。

第六条 农业水价定价成本由运行维护费、固定资产折旧

费和配水人员劳务费用构成。

（一）运行维护费指维持农业供水正常运行所发生的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动力费、材料费、维修维护费等。

1.管理费用，指为组织和服务农业供水发生的日常运行管理

费用。包括办公费用、会议费、差旅费用及管理人员合理的误

工补贴等。

2.职工薪酬，指为保障农业供水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所需的人

员费用支出。

3.动力费，指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直接耗用的电力、燃油等

费用。

4.材料费，指水利工程运行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

材料、备品备件等费用。

5.维修维护费，指泵站设备、固定渠系建筑物的拆卸、检修、

零部件更换及维护保养等费用。运行维护费用按水利工程固定

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确定，一般控制在固定资产总额的

1.0%-1.5%范围内。

（二）固定资产折旧费指与农业供水相关的固定资产按其

原值和规定的折旧年限计提的费用。未投入实际使用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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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价值有效证明的、由政府补助或者社会无偿投入的资产，

不得计提折旧费用。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残值率一般按 3-5%计

算。

（三）配水人员劳务费用，指在农业灌溉期内聘用配水人

员所支付的劳动费用。配水人员原则上应按每万亩 3 至 5 人控

制，劳务费用可按当地农村劳动力价格和配水工作量合理确定。

第七条 农业供水成本按以下方法测算：

（一）枢纽工程农业供水完全成本=（枢纽工程运行维护费

+枢纽工程固定资产折旧费）×枢纽工程功能分摊比例

枢纽工程功能分摊比例=设计灌溉总水量÷总库容

（二）渠系工程农业供水完全成本=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

配水人员劳务费用+渠系工程固定资产折旧费

第三章 水价核定的原则及办法

第八条 制定农业水价遵循因地制宜、统筹兼顾，补偿成

本、逐步到位，差别定价、区域平衡的原则，统筹考虑供水成

本、水资源稀缺程度、用户承受能力、补贴机制建立等因素合

理制定，并根据相关因素变化情况作适时调整。

第九条 农业用水价格按以下方法测算：

（一）农业用水完全成本终端水价=枢纽工程农业水价+渠

系工程农业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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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枢纽工程农业水价=枢纽工程农业供水成本÷灌区取

水计量点总水量。

（三）渠系工程农业水价=渠系工程农业供水成本÷终端总

水量。

第十条 渠系农业用水运行维护成本水价=（渠系运行维护

费+配水人员劳务费用）÷渠系终端总水量。

第十一条 辖区内农业用水条件、工程状况相近的毗邻区

域，执行水价应尽可能统一。

第十二条 推行农业水价分类。对粮油作物、经济作物、

养殖业等不同用水类型，在终端用水环节实行分类水价。原则

上按经济作物用水价格高于粮油作物用水价格，养殖业用水价

格高于经济作物用水价格的方式确定。

第十三条 农业用水实行定额管理，按照“多用水多付费”

的原则，逐步建立健全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区分不同作物和

养殖产品，以用水定额为基准，以低于以及高出定额一定幅度，

合理制定阶梯、降低或者加价幅度，通过激励约束机制，促进

农业节水。

第十四条 具备条件的灌区可推行“两部制水价”，即：基本

水价+计量水价，具体计收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章 农业水费的征收和管理

第十五条 农业用水按照“谁供水谁收费，谁用水谁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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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实行计量收费。农业供水经营者应与用水户签订供用水

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用水户应当及时缴纳水费，收

取的水费用于水利设施的运行维护（人员薪酬除外）。

第十六条 建立与农民承受能力、节水成效、地方财力相

匹配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

第十七条 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制度，由供水管理单位或供

水经营者公开用水指标、实用水量、水价标准、水费额度，坚

决防止乱加价、乱收费。

第十八条 农业用水供水管理单位或供水经营者应建立财

务专账，收取的水费实行专帐管理，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挤占和挪用。

第十九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建立农业供水成本监审制度，

适时对供水成本进行定期成本监审。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区发展改革委、区水务局、区财政局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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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区委办，区人大办，区

政府办，区政协办。

重庆市长寿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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