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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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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7〕1080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调查的通知》（办财务函〔2017〕412 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四

部门《关于加大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8〕916 号)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

部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

格〔2019〕855 号），结合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139 号）、《广东省

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大力

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385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关于下达广东省 2021 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的通

知》（粤发改价格函〔2021〕232 号）的精神，要求各地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上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切实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把农业

节水作为方向性、战略性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

按照《意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加快完善支持农业节水政策体系，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农业

http://www.gd.gov.cn/wzfj/P020190128533327956268.pdf
http://www.gd.gov.cn/wzfj/P020190128533327956268.pdf
http://www.gd.gov.cn/wzfj/P0201901285333279562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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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农业供水成本价格核算是制定农业水价的重要基础，2019 年 4月

1 日广东省水利厅印发《广东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大中型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大型

灌区和重点中型灌区完成农业供水成本价格核算；有条件的地区对一

般中型灌区及早开展农业供水成本价格核算工作。

2021 年 6 月徐闻县水务局开展灌区农业供水成本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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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况

2.1 基本情况

2.1.1 地理位置

徐闻县位于湛江市南部，总面积 1954.37km2，位于中国大陆最南

端，东经 109°52’~110°35’，北纬 20°13’~20°43’，东、西、

南三面环海，即东临南海，西濒北部湾，南隔琼州海峡，北与雷州接

壤，是大陆通往海南岛之咽喉。属低丘台地地形，主要是第四纪熔岩

地貌和海成地貌，地势自北向东、西、南三面沿海倾斜，北部地势较

高，海拔一般在 100~150m。石板岭为全县最高点，海拔 245.4m，中部

地区起伏平缓，海拔 20~80m。

2.1.2 地形地貌

徐闻县几乎全为火山岩台地地形，地势以北部中段近边缘的石板

岭地段最高，峰顶标高 245.4m，台地地形变化不大，呈平缓的波状起

伏，相对高差一般为 40～70m。

地貌以火山地貌为主体，分布连续，约占总面积的 70%，火山地

形主要由火山台地及其散布于上的火山锥构成，长期的风化剥蚀，火

山地貌特有的外观保留不佳，地表层覆盖有 8～21m 风化残坡积红土。

2.1.3 灌区水源

2.1.3.1 北松水库灌区

北松水库灌区的灌溉供水水源为北松水库。北松水库位于雷州半岛

南部徐闻县城以东 50km 的北松河中下游，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有防

洪、发电和养殖等综合效益的中型水库。水库上游集雨面积 49.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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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址以上干流长 21.0km，干流平均坡降 0.0039。北松水库于 1964 年

12 月动工兴建，1973 年 12 月投入使用。坝后式电站于 1974 年动工

兴建，1975 年 5 月投入使用。2009 年北松水库扩容加固完成后，正

常蓄水位 27.5m，相应库容 1127.5 万 m3，兴利调节库容为943.5 万 m3，

其中年库容 725.4 万 m3，多年调节库容 221.85 万 m3，总库容为 1319

万 m3。

灌区现有结瓜蓄水工程为前山尾山塘、后坑水库、丁村山塘。

2.1.3.2 大水桥水库灌区

大水桥水库灌区的灌溉水源为大水桥水库。大水桥水库是徐闻县

重点大（二）型水库，以灌溉为主，兼防洪功能。水库建于 1957 年，

1959 年正式蓄水运行。有主副坝 3条，坝顶高程 60.00m，坝顶宽 5m,

总长 6950m；溢洪道一座，堰顶高程 52.50m；输水涵管 3座；库区集

雨面积 196 平方公里，总库容 14860 万 m3。引水工程结瓜小（1）型

水库 3 座。拦河陂 3座。大水桥水库灌区于 1958 年开始兴建，1959 年

逐步发挥效益。灌区干渠长 56公里，灌溉徐闻县西南部的徐城、南山、

城北、海安、迈陈、西连、角尾 7 个乡镇。

2.1.3.3 合溪水库灌区

合溪水库灌区的灌溉供水水源为合溪水库。合溪水库位于徐闻县下

桥镇文田村，距离下桥镇约有 10km，流域内有大头溪、响水河两河流，

是一宗以灌溉为主、兼防洪、发电等综合功能的中型水库。合溪水库

于 1958 年 2 月建成，2001 年开始扩建，2003 年完成扩建，集雨面

积 31.77km2，干流河长 8.2km，干流坡降 0.00767。水库正常蓄水位

为 139.6m，相应库容 1293 万 m3；设计洪水位 139.71m，相应库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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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万 m3；校核洪水位为 140.51m，相应库容为 1601 万 m3；死水

位为 125.4m，相应库容为 2.5 万 m3。主坝为均质土坝，坝长 1056m，

坝顶宽度 5.70m，最大坝高 20.4m，坝顶高程 141.2m，防浪墙高程

142.0m。副坝坝长 262m， 坝顶宽度 5.70m，最大坝高 5.6m，坝顶高

程 142.0m。坝后电站装机 200kw+125kw，设计年发电量 20 万 kw·h。

2.1.3.4鲤鱼潭水库灌区

鲤鱼潭水库灌区的灌溉供水水源为鲤鱼潭水库。鲤鱼潭水库位于

下桥镇西南 6.5km 处，其水库集雨面积 44.37km2，坝址以上干流河长

11.7km，干流平均坡降 0.0025。该工程于 1958 年动工兴建，1959 年

建成，当时设计灌溉面积为 2.5 万亩，正常蓄水库容为 1581.65 万 m3，

由于后来需水灌溉面积增大，水库蓄水量不足。于 1969 年兴建英雄渠

引水工程，年引水量达到 1500 万 m3，即增加引水集雨面积 73.7km2，

故在 1972 年扩建水库，土坝达到长 780m，最大坝高 18.3m，坝顶高程

55.2m，防浪墙顶高程 55.7m，坝顶宽 4m，在 48.5m 高程处设有 4m宽

的平台，迎水坡采用浆砌石块护坡，灌溉面积增加到 4 万亩。1999 年

水库再次扩建后，其防洪标准为 50年一遇设计，千年一遇校核。水库

正常蓄水位 55.70m，相应库容 3532 万 m3；设计洪水位（P=2%）55.76m，

相应库容 3562 万 m3；校核洪水位（P=0.1%）57.45m，相应库容 4540

万 m3。工程设计灌溉面积 7.5 万亩，年发电量 68万度，养鱼水面面积

5500 亩。

2.1.3.5 迈胜水库灌区

迈胜水库灌区范围内现有水库 1 座，即中型水库 1 座（徐闻县迈

胜水库）。迈胜水库作为迈胜水库灌区的主要灌溉水源，若水量不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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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定引水工程和石灵溪引水工程进行引水补充灌溉。

迈胜水库位于徐闻县境内，地处龙塘镇东北 2km 的博赊河的中游，

水库 1958 年 2 月兴建，1960 年 12 月建成发挥效益。水库集雨面积

34.13km2，设计正常蓄水位 44.74m，相应库容 1208 万 m3，死水位

35.15m，相应库容 6.1 万 m3，校核洪水位（P＝0.1%）46.21m， 相应

库容 1606 万 m3，是一宗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发电、养殖等的综合

利用的中型工程。

2.1.3.6 三阳桥水库灌区

三阳桥水库灌区于 1960 年建成，经过逐年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已

形成了以三阳桥水库为主要水源，渠道连接小型水库结瓜，并辅以小型

泵站提水的灌溉系统。

三阳桥水库位于迈陈河南支流中游，集雨面积 32.1km2，河床比降

0.0046，属于迈陈河流域。三阳桥水库灌区灌溉水源为三阳桥水库。三

阳桥水库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动工兴建，一九六〇年建使用。一九六〇年

五月兴建三阳桥水库长埚水库引水工程，一九六三年建成使用，其集雨

面积 14.81 km2，坝顶高程 88.1 m，总库容40 万 m3，设计引水流量

15m3/s，引水渠长 700 m。三阳桥水库主要工程由主坝、副坝、溢洪道、

输水涵等组成。主坝长 1800 m，坝顶高程 81.35 m，坝顶宽 5 m，最

大坝高 19.26 m。副坝长 600 m，坝顶高程 81.5 m，坝顶宽 5 m，最

大坝高 7.25m。溢洪道位于主坝北端山坡处，为开敞式，堰型为驼峰溢

流堰，堰顶高程 73.59 m，溢洪道采用混凝土结构双孔溢洪道，每孔净

宽 5 m，闸门仍采用弧形钢结构闸门，尺寸为 5m×6.0m(宽×高)，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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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闸门配一台卷扬启闭机启闭闸门。主坝输水涵洞身为钢筋混凝土方型

结构，进口高程为 72.59 m，洞口尺寸为 1×1 m，总长 35 m。

2.1.3.7 石林岭水库灌区

石林岭水库灌区位于徐闻县曲界镇，灌区范围主要分布在曲界镇

高西村、高坡村、城家村、仙安村等地区。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10

万亩。

石林岭水库灌区主要水源为石林岭水库。石林岭水库位于曲界镇，

控制流域面积 17.54km2。石林岭水库于1959年建成使用，其控制流域面

积 17.54km2，总库容904万 m3。主坝长 550 m，坝顶高程 98.07 m，主

坝坝高 19.1 m。

2.1.4 气候水文

徐闻县地处中国大陆的最南端，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湛江市南部，

与国际旅游岛海南岛隔海相望，距湛江市约 150km，距海口市仅 33km，

是大陆通往海南的咽喉之地。徐闻处于低纬度地带，属于热带季风气

候区。常年气温较高，四季变化不明显，年平均气温为 23.3℃。徐闻

位于西太平洋和南海的台风多发区，夏秋两季容易受到热带气旋影响，

平均每年受热带气旋影响 3～5 次，每次台风登陆均伴有大雨、暴雨

或暴潮。无台风登陆年份雨量减少，易成秋旱。

（1）降水

全县地表水比较贫乏，常年降水量不均匀，7-9 月份降雨占全年

的 70%，东北部多年平均降雨量 1795mm，西南沿海多年平均降雨量

1364.1mm，多年平均水径流深 466mm，地表水径流量 6.9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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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蒸发

由于日照长、气温高，且受亚热带干热风的影响，造成徐闻县蒸

发量大。西部沿海年均日照 2120.9 小时，平均蒸发量 1186.8 mm，

海水含盐量 30—35‰，宜盐滩涂 5377 公顷，著名的有包西盐场，原

盐年产量 5 万吨左右。 蒸发量年内分布不均匀，最大月蒸发量发生

在 7 月，占年蒸发量的 12.2%，最小月蒸发量发生在 2 月份，占年

蒸发量的 4.6%左右。

（3）气温

徐闻县地处热带，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 23.3℃，最高温

度 38.8℃，最低温度 2.3℃。主要气候特征是夏季高温多雨，日照强，

相对湿度大，冬暖少冻霜。日照充足，太阳幅射能丰富，年平均日照

2078.7 小时，四季如春，四时常绿，冬春季多干旱，夏秋季炎热多雨、

多雷、多台风。

（4）风速

徐闻县近 20 年平均风速为 2.99m/s，冬季风速大于夏季，4 月

~6 月、8 月风速最低。多年风向主要来自于 NNE~E（东北偏东~东）

扇区，其中 E（东）扇区来风频率最多；在近年新观测环境中，风向

与长年的风向基本一致，风向主要来自于 NNE~E（东北偏东~东）扇区，

其中 ENE（东北偏东）扇区来风频率最多

2.1.5 经济社会状况

徐闻县 2019 年工业总产值 395794 万元,比上年增长 2.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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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43224 万元,同比增长 3.3 %。全部工业增加值

129178 万元，比上年增长 5.5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24006 万

元，同比增长 8.2 %。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

值 4388 万元，同比下降 17.1 %；股份制企业增加值 80632 万元，同

比增长 13.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 38986 万元，同比增

长 14.3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加值 17174 万元，同比下降 16.5%；

重工业增加值 106833 万元，增长 18.5 %。

截止 2019 年，全县 14 个乡镇，1 个街道办，5个国营农场。全县

户籍总人口 788417 人，总户数 173941 户；其中：城镇人口 244435

人，乡村人口 543982 人；男性人口 417850 人，女性人口 370567 人。

2019 年末常住人口 73.27 万人，城镇化率为 41.65%。全县出生人口

12099 人，出生性别比 111.26%（以女性为 100），出生率 15.32‰；

人口自然增长率 11.82‰。

2.2 工程现状

2.2.1 北松水库灌区

北松水库灌区工程由 1 条主干渠、7 条支渠和渠系配套建筑物组

成。主干渠于 1974 年兴建，起于北松水库发电站发电弃水尾渠，全长

约 10.0km。 支渠 7 条，共长 18.46km。渠系建筑物包括渠首进水闸、

分水涵、分水闸、排洪闸、节制闸、渡槽、桥涵等共计 111 座。

2.2.2 大水桥水库灌区

大水桥水库灌区设有总干渠 1 条，全长 39.7km。分干渠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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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 10.3km；支渠27 条，全长 142.5km。主干渠首段原设计流量 7.36

m3 / s 。1976 年按水库的扩建设计要求将总干渠设计流量增为 12.27 m3

/ s ，并对总干渠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改建和防渗处理。这次总干渠的

改建和防渗处理，完成了浆砌石防渗渠道 19.109km，改建了部分公路

桥，机耕桥及分水闸等。

主干渠、五里分干渠及个别支渠曾于 1992 年进行清淤防渗及其配

套建筑物的改建和新建，完成了渠道防渗总长 69.71km，改建配套建筑

物 171座，新建 229 座。

2.2.3 合溪水库灌区

合溪水库灌区位于合溪水库下游南部片区，灌区主要由旋安干渠、

北插干渠、迈埚干渠三条主干渠进行区域引水灌溉。

灌区原有干渠总长 32.94km，其中旋安干渠 11.70km，北插干渠

11.00km，迈埚干渠 10.24km。灌区水闸 10 座，渡槽 3 座。

2.2.4 鲤鱼潭水库灌区

鲤鱼潭水库灌区渠系工程主要分为主干渠1条，支斗渠16条，渠道

全长56.499km，共计重建新建渠系建筑物232座。

主干渠下设有九条支渠，龙标分干渠下设有七条支渠。

（2）主干渠的下设有九条支渠，分别为那塘支渠、后寮仔支渠、

松子坑支渠、桃园內外口支渠、山寮支渠、北美支渠、冲水渠、迈戴支

渠、青桐支渠。

（3）龙标分干渠下设有七条支渠，包括扶宜支渠、提创支渠、盐

坡支渠、峙头支渠、后山支渠、北街支渠和龙潭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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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迈胜水库灌区

迈胜水库灌区现有干渠有主要主干渠、大塘渠和木棉干渠，

总长度为 17.43km。主干渠总长 3.83km，总体呈自北向南流，途

径迈胜农场、龙塘村至龙塘镇，主要支渠有安永仔支渠、大安左

支渠和大安右支渠，渠道部分为隧洞，其余为明渠，沿渠建筑物

有： 重建机耕桥 1 座、水闸 2 座和渡槽 1 座。渠首设计流量

为 2.05 m3/s。

大塘干渠全长 6.698km，沿线共布置月塘边蓝坑支渠、迈表

支渠、赤坡坑支渠、大塘洛仔坡支渠和良姜支渠共 5 条，总长度

为 6.71km，沿渠建筑物有：机耕桥（涵）20 座， 水闸 1 座，

渠道走向自龙塘镇起向南流向大塘村。重建放水涵 5 座、过路涵

1 座、机耕桥 20 座和过底涵 2 座，渠首设计流量为 1.04m3/s。

木棉干渠全长 6.896km，沿线共布置石引支渠、那宋支渠和

木棉学校西支渠共 3 条， 总长度为 6.43km，沿渠建筑物有：水

闸 1 座，乡村路、机耕路桥（涵）9 座，隧洞段 1 段 0+096～0+965

桩号，渠道走向自龙塘镇起向西南偏东流向木棉村。重建放水涵 3

座、机耕桥 4 座，渠首设计流量为 0.7 m3/s。

2.2.6 三阳桥灌区

三阳桥灌区地跨徐闻县中南部的城北乡、南山镇、城南乡等 3 个

乡镇。主干渠位于灌区的上部，两大分干渠主要由主干渠派生，支渠主



12

要由分干渠派生。该灌区现有主干渠 1 条，起于三阳桥水库放水涵出

口处，至于城北乡马林村后，全长 3600 m，其中马林隧洞长 320 m，

设计流量 4m3/s～3.9m3/s,主要附属建筑物有分水闸 2 座，公路桥 1

座、机耕桥 2 座、人行桥 1 座、分水涵 6 座、渠底涵 1 座;西干渠

起于主干渠末端，沿西南方向延伸，止于加乐园村，全长 12800 m其中

后坡寮隧洞长 950 m，设计流量 2.5m3/s～0.5m3/s, 主要附属建筑物有

粤海铁路桥 1 座，公路桥 10 座、机耕桥 9 座、人行桥 1 座、分水

涵 22 座、洪流堰 3 座; 东干渠起于主干渠末端，沿东南方向延伸，

止于西埚村，全长 7700 m，其中和家寮隧洞长 1300m，设计流量

1.5m3/s～0.5m3/s, 主要附属建筑物有公路桥3座、机耕桥 8 座、人行

桥 3 座、分水涵 9 座。

2.2.7 石林岭灌区

石林岭灌区有石林岭总干渠、高西干渠、仙安干渠。

石林岭总干渠全长 2000 m，设计流量 3m3/s，主要附属建筑物有水

闸1座、渡槽1 座、农桥 2 座。

高西干渠全长 3000 m，设计流量 2m3/s，主要附属建筑物有渡槽1

座、农桥 4 座。

仙安干渠全长 6000 m，设计流量 0.2m3/s，主要附属建筑物有水

闸 1座、渡槽 1 座、隧洞 2 座、农桥 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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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供水成本价格核算的必要性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

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

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

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资源可

持续利用。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新形势下水利的地位与作

用。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

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

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村农业发

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

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要把水利工

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快农田水利建设，

推动水利实现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战略部署。农业是用水大户，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要求通过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不断促进农业节水，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效率，实现绿色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不断加强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基础支撑和保障。近些年，

徐闻县建设了不少农田水利工程，若农业水价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工程将不能良性运行，投资效益将大大降低，势必影响到全市的粮食

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

农业水费是农田水利工程维修管护、正常运行的重要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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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节约用水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农业水费取之于农业，用之于农

业，因此，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性支出之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

千万农民的直接利益关系，是农村工作和水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必备工程，

同时也是一项情系广大农村群众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由于现状计量设施不完善，农业用水尚未实现计量收费，末级渠

系水价尚未纳入政府价格管理范围，渠系用水计量配套设施建设的滞

后已成为制约农民用水的“瓶颈”。推进徐闻县中型灌区成本水价核

算，构建农田水利良性运行的长效机制，直接关系到徐闻区域粮食安

全、乡村振兴战略、节水型社会建设以及水管体制改革的大局。故开

展农业供水成本价格核算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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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业供水成本价格核算分析

4.1 国有水利工程供水成本价格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水利部第 4号令，2003 年 7 月 3 日）、《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

（试行）》（水财经〔2007〕470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

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改规〔2017〕11 号），水利工程供

水价格由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利润和税金构成，农业用水价格按补

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的原则核定，不计利润和税金。因此，农业供

水成本价格由供水生产成本、费用构成。

农业供水成本价格 =
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

农业用水量

供水生产成本是指正常供水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职工薪酬、直接材

料、其它直接支出、制造费用以及水资源费等。供水生产费用是指供

水经营者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而发生的合理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和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

根据《水利建设项目经济评价规范》（SL72－2013）供水成本按

经济用途分为制造成本和期间费用，制造成本包含直接材料费、直接

工资、其他直接指出和制造费用，期间费用包含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和销售费用。供水成本按经济性质分为材料、燃料及动力费、工资及

福利费、维护费、折旧资、摊销费、利息净支出、其他费用、年运行

费。根据附录A该项目折旧年限为40年，每年固定资产折旧率按2.5%。

根据《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规范（试行）》（水财经〔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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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号）固定资产大修理费可根据水利工程状况在固定资产价值的

1%~1.6%的范围内合理确定。日常维护费用据实核算，计入当期供水生

产成本、费用。根据本水利工程状况结合实地调查，选取大修理费费

率为 1%，日常维护费费率为 1%。

4.1.1 农业供水生产成本

供水生产成本是指正常供水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职工薪酬、直接材

料、其它直接支出、制造费用以及水资源费等。

（1）职工薪酬是指水利工程供水运行和生产经营部门职工获得的

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

经费、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

险费、生育保险费等社会基本保险费。

（2）直接材料是指包括水利工程运行和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的原

材料、原水、辅助备件、备品备件、燃料动力以及其他直接材料费。

（3）其他直接支出是指水利工程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生的除职工薪

酬、直接材料以外的与供水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供水

工程实际发生的工程观测费、临时设施等。

（4）制造费用是指供水经营者所属生产经营、服务部门的固定资

产折旧费、租赁费（不包括融资租赁费）、修理费、机物料消耗、低

值易耗品、运输费、设计制图费、检测费、保险费、办公费、差旅费、

水电费、取暖费、劳动保护费、实验检验费，季节性修理期间停工损

失费以及其他制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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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5〕

847 号）广东省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合理取用水。农业灌溉、牲

畜家禽饲养、水产养殖、农药、化肥、农用薄膜生产取水暂缓征收水

资源费。故灌区水资源费暂时取 0 元。

4.1.2 农业供水生产费用

供水生产费用是指供水经营者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而发生

的合理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

（1）销售费用是指供水经营者在供水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包括运输费、资料费、包装费、保险费、展览费、广告费、租赁费（不

含融资租赁）、销售服务费、代收水费手续费、销售部门职工薪酬、

差旅费、办公费、折旧费、修理费、物料消耗、低值易耗品摊销等。

销售费用较少，并入管理费用考虑，此处，销售费用记为 0 元。

（2）管理费用是指供水经营者的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

经营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供水经营者管理机构经费、咨询费、审

计费、诉讼费、排污费、绿化费、土地（水域、岸线）使用费、土地

损失补偿费、技术转让费、技术开发费、无形资产摊销、开办费摊销、

业务招待费、坏账损失、存货盘亏（减盘盈）、毁损和报废等。其中

供水经营者管理机构经费包括管理人员职工薪酬、差旅费、办公费、

折旧费、修理费、物料损耗、低值易耗品摊销等。

（3）财务费是指供水经营者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在生

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经损失，金融机构

手续费以及筹资发生的其他财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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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近几年灌区财务费为 0 元。

4.1.3 国有水利工程供水全成本价格核算

农业供水全成本价格

=
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 + 固定资产折旧费 + 每年平均修理费

农业用水量

根据《广东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

改规〔2017〕11 号），探索实行基本水价与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

水价，采用完全成本核定水价的地区，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各分摊 50%

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则全成本下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按如下公式计算：

基本水价（元/m³ ）

=
职工薪酬 + 管理费用 + 50%修理费 + 50%折旧费

农业用水需求量

计量水价（元/m³）

=
直接材料费 + 其他直接支出 + 制造费用 + 水资源费 + 销售费用 + 财务费用 + 50%修理费 + 50%折旧费

农业用水年平均供水量

4.1.4 国有水利工程供水运行维护价格核算

农业供水运行维护价格 =
农业供水生产成本、费用

农业用水量

根据《广东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粤发

改规〔2017〕11 号），探索实行基本水价与计量水价相结合的两部制

水价，基本水价和计量水价按如下公式计算：

基本水价（元/m³ ） =
职工薪酬 + 管理费用 + 50%修理费

农业用水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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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水价（元/m³ ）

=
直接材料费 + 其他直接支出 + 制造费用 + 水资源费 + 销售费用 + 财务费用 + 50%修理费

农业用水年平均供水量

4.2 末级渠系成本价格核算

末级渠系水价是指国有水管单位水利工程产权分界点以下末级渠

系供水费用与终端供水量之比。

4.2.1 末级渠系固定资产折旧

按照徐闻县目前实施的灌区改造工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的情况

分析，灌区水田末端渠系工程（田间工程）等农田水利工程亩均投资

约为 1200 元/亩。根据《水利工程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和大修理费率表》

和经验数据，年固定资产折旧率为 2.5%，固定资产形成率取 80%，覆

盖率取 70%。

4.2.2 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

根据《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末级渠系水价测算导则（试行）》

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由管理人员及管水员误工补助、末端渠系工程

运行维护费用、管理费用等三部分构成。

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误工补助

根据当地农村劳动力价格和配水工作量确定管理人员及管水员的

误工补助为 1000 元/月。则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

N×0.10×12=1.2N 万元/年(N 为人数)

2）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

按照徐闻县目前实施的灌区改造工程、农田水利重点建设工程的

情况分析，灌区水田末端渠系工程（田间工程）等农田水利工程亩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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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约为 1200 元/亩。根据《水利工程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和大修理费

率表》和经验数据，年维护费取固定资产价值的 1.5%，固定资产形成

率取 80%。则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0.015×0.8×0.7×M=10.08M 万元（M为受益面积亩数）

3）管理费用

包括清除或减轻项目带来不利影响所需抢救措施的费用、日常行

政开支以及其它经常性支出等费用，该项费用按项目工程管理人员误

工补助、运行维护费等费用总和的 20%计。

4.2.3 末级渠系供水价格

末级渠系供水成本价格 =
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

农业用水量

末级渠系供水全成本价格

=
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 + 末级渠系固定资产折旧

农业用水量

4.3 终端供水全成本价格核算

农业终端供水成本价格是整个农业灌溉用水过程中，农民用水户

在田间地头承担的经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最终用水价格。在农业供水

各个环节中，农业供水成本费用沿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逐级累加，

在农渠出口处达到最大，形成农业终端供水成本价格。农业终端供水

成本价格由国有水利工程供水成本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成本价格两部

分构成。国有水利工程是指国有水管单位水利工程产权分界点以上所

有骨干工程的成本、费用总和，与产权分界点量测的农业供水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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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农业供水全成本终端水价

农业供水全成本终端水价（元/m3）=国有水利工程供水全成本价

格/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末级渠系全供水成本价格两部制水价：

基本水价=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基本水价/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

末级渠系水全成本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计量水价/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

末级渠系水全成本计量水价

4.3.2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价格核算

农业供水运行维护终端水价（元/m3）=国有水利工程供水运行维

护价格/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末级渠系运行维护价格

两部制水价：

基本水价=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基本水价/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

+末级渠系水运行维护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计量水价/渠系水有效利用系数

+末级渠系水运行维护计量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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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 北松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北松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2.13 万亩，灌区规模与三阳桥水库灌区

接近，根据设计灌溉面积可得其固定资产投资为 930.71 万元。本灌区

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 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员 20人。北松

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1378 万 m³，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1793.99 万 m³。

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1614.59 万 m³，农业用水多年平均用水量

为 1130.21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930.71×2.5%=23.27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930.71×（1%+1%）=18.61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38.91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930.71×1.5%=13.96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930.71×0.5%=4.65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930.71×0.5%=4.65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38.91+13.96+4.65+4.65+0.00 =62.18 万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930.71×3%=27.92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27.92+0.00 =27.92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2.13×0.7×0.8×

0.025=35.78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3×0.10×12=12.00万元/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2.13×0.7×

0.8×0.015=21.47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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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管理费用为（12.00+ 21.47）×0.2=5.01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 12.00+21.47 +5.01=30.08 万元/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1 北松水库灌区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全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运行维护成本

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096 0.065 0.049 0.032 0.042 0.024

终端供水全成本价

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95 0.120 0.128 0.104 0.087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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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大水桥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大水桥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14.9 万亩，灌区规模与三阳桥水库灌

区接近，根据设计灌溉面积可得其固定资产投资为 5584.26 万元。本

灌区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员 47人。

大水桥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10843.79 万 m³，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12048.65 万 m³。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9638.92 万 m³，农业用水

多年平均用水量为 6747.24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5584.26×2.5%=185.96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5584.26×（1%+1%）=134.02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72.26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5584.26×1.5%=83.76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5584.26×0.5%=27.92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5584.26×0.5%=27.92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72.26+83.76+27.92+27.92+0.00 =211.86 万

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5584.26×3%=167.53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167.53+0.00 =167.53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14.9×0.7×0.8×

0.025=330.42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 21×0.10×12=25.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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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14.9×0.7×

0.8×0.015=150.19 万元/年

13.管理费用为（25.20+150.19）×0.2=35.08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25.20+150.19+35.08=210.47万元/

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2 大水桥水库灌区供水价格统计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全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运行维护成本

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064 0.035 0.033 0.028 0.025 0.019

终端供水全成本价

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72 0.081 0.128 0.120 0.068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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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合溪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合溪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1.02 万亩，灌区规模与三阳桥水库灌

区接近，根据设计灌溉面积可得其固定资产投资为 1444.46 万元。本

灌区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 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员 12人。

合溪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948.52 万 m³，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1481

万 m³。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758.82 万 m³，农业用水多年平均

用水量为 531.17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1444.46×2.5%=36.11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1444.46×（1%+1%）=28.89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21.87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1444.46×1.5%=21.67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1444.46×0.5%=7.22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1444.46×0.5%=7.22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21.87+21.67+7.22+7.22+0.00 =57.98 万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1444.46×3%=43.33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43.33+0.00 =43.33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1.02×0.7×0.8×

0.025=17.14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 3×0.10×12=3.60 万元/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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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5=10.28 万元/年

13.管理费用为（3.60+ 10.28）×0.2=2.78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 3.60+10.28 +2.78= 16.66 万元/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3 合溪水库灌区供水价格统计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

业供水全成本价

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

业供水运行维护

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

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12 0.068 0.103 0.046 0.084 0.034

终端供水全成本

价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

护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96 0.112 0.185 0.118 0.130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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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4 鲤鱼潭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鲤鱼潭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1.95 万亩，固定资产投资为 4828.10

万元。本灌区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 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

员 13人。鲤鱼潭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2340.00 万 m³，农业用水需

求量为 2600.00 万 m³。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2340.00 万 m³，农

业用水多年平均用水量为 2223.00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4828.10×2.5%=120.70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4828.10×（1%+1%）=96.56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25.22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4828.10×1.5%=72.42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4828.10×0.5%=24.14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4828.10×0.5%=24.14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25.22+72.42+24.14+24.14+0.00 =145.92 万

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4828.10×3%=144.84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144.84+0.00 =144.84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1.95×0.7×0.8×

0.025=32.76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9×0.10×12=10.80万元/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1.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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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5= 19.66 万元/年

13.管理费用为（10.80+ 19.66）×0.2= 6.09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 10.80+19.66 +6.09= 36.55 万元/

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4 鲤鱼潭水库灌区供水价格统计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

业供水全成本价

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

业供水运行维护

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

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217 0.124 0.107 0.098 0.084 0.072

终端供水全成本

价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

护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272 0.155 0.150 0.140 0.110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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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5 迈胜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迈胜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2.74 万亩，灌区规模与三阳桥水库灌

区接近，根据设计灌溉面积可得其固定资产投资为 744.57 万元。本

灌区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 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员 20人。

迈胜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1347.48 万 m³，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2267.73 万 m³。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2040.96 万 m³，农业用水

多年平均用水量为 997.14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744.57×2.5%=18.61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744.57×（1%+1%）=14.89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38.26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744.57×1.5%=11.17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744.57×0.5%=3.72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744.57×0.5%=3.72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38.26+11.17+3.72+3.72+0.00 =56.87 万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744.57×3%=22.34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22.34+0.00 =22.34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2.74×0.7×0.8×

0.025=46.03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 3×0.10×12=3.60 万元/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2.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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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5=27.62 万元/年

13.管理费用为（3.60+ 27.62）×0.2=6.24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 3.60+27.62 +6.24= 37.46 万元/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5 迈胜水库灌区供水价格统计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全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运行维护成本

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084 0.059 0.034 0.026 0.030 0.019

终端供水全成本价

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97 0.117 0.130 0.119 0.078 0.064



32

4.3.2.6 三阳桥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三阳桥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2.48 万亩，固定资产投资为 930.71

万元。本灌区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 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

员 14人。三阳桥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2326.21 万 m³，农业用水需

求量为 2584.68 万 m³。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1086.93 万 m³，农

业用水多年平均用水量为 1678.38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930.71×2.5%=30.71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930.71×（1%+1%）=18.61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22.87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930.71×1.5%=13.96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930.71×0.5%=4.65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930.71×0.5%=4.65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22.87+13.96+4.65+4.65+0.00 =46.14 万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930.71×3%=27.92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27.92+0.00 =27.92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2.48×0.7×0.8×

0.025=41.66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9×0.10×12=10.80万元/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2.48×0.7×

0.8×0.015=25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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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管理费用为（10.80+25）×0.2=7.16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 10.80+25+7.16=42.96 万元/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6 三阳桥水库灌区供水价格统计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全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运行维护成本

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053 0.032 0.029 0.021 0.023 0.014

终端供水全成本价

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55 0.088 0.112 0.096 0.072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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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7 石林岭水库灌区成本核算

石林岭水库灌区受益面积为 1.05 万亩，灌区规模与三阳桥水库

灌区接近，根据设计灌溉面积可得其固定资产投资为 409.51 万元。

本灌区为自流灌溉，燃料及动力费为 0万元，灌区现有管理人员 3人。

石林岭水库灌区农业用水量为 928.37 万 m³，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1031.52 万 m³。末级渠系农业用水需求量为 825.21 万 m³，农业用水

多年平均用水量为 577.65 万 m³。

由 4.3.1 章节计算方法可得：

1.灌区每年固定资产折旧费为 409.51×2.5%=10.24 万元

2.每年平均修理费为 409.51×（1%+1%）=8.19 万元

3.灌区支付管理人员工资 1.26 万元

4.灌区直接材料费支出为 409.51×1.5%=6.14 万元

5.灌区其它直接支出为 409.51×0.5%=2.05 万元

6.灌区制造费用为 409.51×0.5%=2.05 万元

7.供水生产成本为 1.26+6.14+2.05+2.05+0.00 =11.50 万元

8.灌区平均每年的管理费用为 409.51×3%=12.29 万元

9.供水生产费用为 0.00+12.29+0.00 =12.29 万元

10.估算灌区末端渠系固定折旧费用为 1200×1.05×0.7×0.8×

0.025=17.64 万元/年

11.管理人员及管水员年误工补助为 3×0.10×12=3.60 万元/年

12.估算水田末端渠系工程运行维护费用为 1200×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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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15=10.58 万元/年

13.管理费用为（3.60+10.58）×0.2=2.84 万元/年

14.末级渠系运行管理费用为 3.60+10.58+ 2.84=17.02 万元/年

水价成本测算成果见下表：

表 4-7 石林岭水库灌区供水价格统计表（单位：元/m3）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全成本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农业

供水运行维护成本

价格

国有水利工程全成本 国有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045 0.026 0.022 0.021 0.017 0.015

终端供水全成本价

格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价格

终端供水全成本 终端供水运行维护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基本水价 计量水价

0.151 0.081 0.104 0.102 0.064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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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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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关于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7〕1080 号）

附件 3：《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9〕855 号）

附件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6〕139 号）

附件 5：《关于下达广东省 2021 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

任务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21〕232 号）

附件 6：《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农业用水价格管理指导意见》

（粤发改规〔2017〕11 号）

附件 7：《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

规范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17 号）

附件 8：专家评审意见及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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