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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农村供水保障评价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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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饮水安全事关亿万民生福祉，贵州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役后，更加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通过研究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现状，结合水利工程建管

理论，构建农村供水工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MATLAB 软件计算指标权重，得出供水保障的权重最大。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基础上，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改造，完善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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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供水保障现状与规划1
 

1.1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现状 

“十三五”期间，聚焦脱贫攻坚，多渠道筹集资

金，扎实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攻坚

决战等专项行动[1-4]。截至 2020 年底，解决和巩固提

升全省 740.9 万人饮水安全问题，现行标准下我省农

村饮水安全问题全面解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贵州省现有农村供水工程 6 万多处，覆盖人口 3

千多万人。其中，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覆盖人口占

比 5.7%；千吨万人以上工程覆盖人口 706.15 万人，

占比 19.3%；百吨千人以上，千吨万人以下工程覆盖

人口 1 348.68 万人，占比 36.8%；百吨千人以下集中

式工程覆盖人口 1 325.94 万人，占比 36.2%；分散供

水工程覆盖人口 76.07 万人，占比 2.1%。我省规模化

工程（城市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和千吨万人以上工程）

覆盖人口占比较小，规模化供水水平较低[5]。 

1.2 运行管理模式现状 

针对不同供水工程的特点,贵州农村供水保障工

程运行管理模式有以下几种[6-8]： 

1）专业机构（公司）管理。专业机构管理即采

取政府直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设立专业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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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运营法人进行管理，一般为企业投融资

建设的跨乡（镇）、行政村的规模化供水工程，此类

管理模式专业化水平高，管理相对规范，特别是对于

跨乡（镇）、行政村的大型集中供水工程，多采用这

种管理方式。 

2）乡镇水管站管理。乡镇水管站作为工程管理

与责任主体，负责工程营运管理，充分利用了基层水

管站的技术、人才优势。跨村的集中供水工程一般由

乡镇水管站负责筹建供水站（厂）进行专业化管理，

由乡镇水管站与所属各村签订饮水工程建管合同，明

确管理主体和权属，由水管站负责经营管理。 

3）村集体管理。村集体管理模式由村集体行使

管理权，由村领导班子或村民代表决定具体管理方

式，主要有指派专人管理（单人或小组）、承包、租

赁、拍买。村集体管理工程好坏的关键在村集体领导

班子的素质、村民参与的程度、管理者的素质和配套

政策、制度的落实，常常由于村级领导班子的换届产

生管理方式的改变和管理者的变更，造成管理缺位或

管理粗放，影响工程使用寿命。 

4）农民饮水合作组织（用水户协会）管理。按

照工程受益范围，组建用水户协会并注册为社团法

人，作为工程建设的业主和资产的所有者，其优点是

产权明晰，管理机构明确，管理责任落实。用水户协

会管理模式适合于一些联村、单村集中供水工程。 

5）农户自行管理。对一家一户的水池、水窖、

水井等微型供水工程，实行农户自建、自有、自管、

自用的体制，因为工程产权和管理责任制明确，管理

得比较好，效益也比较好。但是因为工程规模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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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饮水安全意识差，仍然存在不安全因素。 

1.3 工程管护存在问题 

贵州省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92.5%的面积

为山地和丘陵，特殊的地形地貌影响农村居民居住分

散，贵州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缺乏稳定水源，大

部分地方水源只能采用就近选择地表径流、自然出露

的井泉水或地下水等小水源。加之贵州属于欠开发省

份，地方财力薄弱，对供水保障投入不能满足规划需

求，造成了我省农村供水工程规模小、数量多、分散，

水位落差大后期维护成本高，水费收取率低，管理难

度大的现状[9-10]。 

1.4 “十四五”规划要求 

“十四五”期间，按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要求，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

部分农村供水水源不稳定、工程管网老化、小型工程

运行管护薄弱等问题，加快补齐工程和管理突出短板，

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基本目标规划受益人口

260 万人，农村规模化供水人口覆盖比例达到 30%，

千人以上集中供水工程覆盖人口比例提高到 67%。 

2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T.L.Satty等在 20世纪 70年代

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

法。本研究分析步骤包括构造层次分析结构、构造判

断矩阵、层次单排序、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层次

总排序、层次总排序一致性检验[11]。 

3 农村供水保障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评价指标选取 

1）工程选址 

集中式供水水厂建设时，厂址的选择要结合村庄

规划，综合考虑距离、地形和地质、工程技术等多方

面要求，其中工程距离为主要因素。当取水点离水厂

很近时，水厂建设造价降低，便于水厂管理，但会导

致水厂与用水户距离远，增加配水管网的工程量和造

价；当水厂远离取水点时，输水管长造成输水和水厂

管理成本增加，用水户较近使配水成本降低[12]。 

2）工程工艺 

农村供水工程按照供水规模划分为集中式供水

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表 1）。 

表 1 农村供水工程分类指标 

Table 1  Classification index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 

工程类型 

集中供水工程 

分散供水工程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规模化供水工程） 千吨万人以下供水工程 

分类标准 
设计供水规模≥1 000 m

3
/或 

设计供水人口≥1 万人 

设计供水规模<1 000 m
3
/且供水人口<1 

万人，设计供水人口≥20 人 
设计供水人口<20 人 

集中式供水工程组成及工艺：以地表水为水源，

由取水构筑物、泵站、净水厂、输配水管网组成，常

采用混凝、沉淀、过滤、消毒处理；以地下水为水源，

由集水井、泵站、消毒等处理、管网、调节构筑物组

成，仅采用消毒处理。 

分散式供水工程是指以户为单位或者联户建设

的供水工程。根据水源类型不同，工程类型主要有分

散供水井工程，包括筒井、手压井等形式；引泉供水

工程，指以无动力引用地下水为水源的供水工程；雨

水集蓄供水工程，指通过新建水窖、水柜等集雨设施，

利用集蓄的雨水作为生活用水水源的供水工程；无设

施供水，未采用任何供水设施直接取水。 

3）供水水量 

供水规模与水厂的投资和运行费用有很大关系，

并且是输配水管道的重要决定因素。规模过大造成投

资的增加和效益的降低，而过小的规模会造成供水量

太小，无法达到供水需求。当水厂规模增加，但运行

成本稳定在某一个范围内时，规模经济效益显著。 

4）供水管线 

集中式供水工程输水管网是指从水源到取水构

筑物或取水构筑物到配水区域的主管道，一般按单管

布置不接用户。配水管网是指从输水管接出，分配到

各用水区域及各用水点的管道，管道布置以树枝状为

主，或环状、树枝状结合。 

5）水源地保护 

根据水源地环境特征和水源地的重要性，地表水

饮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及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城乡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整治、提升农村集中式饮用水安

全保障。 

6）供水水质 

供水水质水量集中供水工程的出厂水和管网末

梢水的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供水水压应符合《村镇供水工程技术

规范》（SL 310-2019）。分散式供水工程水质应符合

GB5749 中的放宽限值或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

无异色异味、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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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卫生状况 

由于水处理工艺的特殊性，水厂必须在厂址周边

一定距离内设置卫生防护带，在该区域内，不得设置

居民区也不能进行破坏环境卫生的活动，比如堆放生

活垃圾、设置污水管道等：为确定水质，还要考虑大

气和粉尘等对水厂污染的影响，水厂周边及内部均应

该保持良好的卫生和绿化条件；项目在规划设计初期

就应该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 

8）用水方便 

用水方便程度指用水户获得饮用水的便利程度，

通常以供水是否入户，以及人力或简易交通工具取水

往返时间或距离来衡量。集中供水和分散供水入户的

均为达标，供水未入户的，人力取水往返水平距离不

超过 1 km、垂直距离不超过 100 m 为达标。 

9）供水价格 

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由合理的供水生产成本

和期间费用构成。供水生产成本是指水利工程生产过

程中发生的合理支出，包括直接工资、直接材料、其

他直接支出和制造费用。期间费用是指供水经营者为

组织和管理供水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合理的营业

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13]。 

3.2 指标权重确定 

综合上述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因素指标选取[14-15]，

构建指标体系表 2。通过《“十四五”巩固拓展水利

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规划》和《村

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2019）等有关标准获

取定量指标值；咨询有关专家，提取评语分值转换为

定性指标值，构建子系统控制指标模糊矩阵，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计算，得出系统控制指标权重，

并排序。 

表 2 农村供水工程因素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Facto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子系统 指标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权重值 排序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D） 

技术性能 

（D1） 

工程选址（SP1-1） 定量 0.04 4 

工程组成（SP1-2） 定量 0.03 6 

供水水量（SP1-3） 定量 0.08 1 

管线布设（SP1-4） 定量 0.07 2 

环境影响 

（D2） 

水源地保护（SP2-1） 定性 0.06 3 

供水水质（SP2-2） 定量 0.07 2 

卫生状况（SP2-3） 定性 0.03 5 

社会发展 

（D3） 

供水保障（SP3-1） 定量 0.08 1 

水价改革（SP3-2） 定性 0.04 4 

4 结 论 

基于十四五规划要求，贵州农村供水工程适当提

高农村供水质量，继续推进稳定水源建设、农村供水

工程建设与改造，稳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本研

究从工程技术性能、环境影响、社会发展 3 个方面，

选取 9 个控制因素，构建农村供水工程因素评价指标

体系，计算指标权重，得出供水保障是工程建设和运

营最重要因素指标。因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

上，加快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改造，完善农村供水

工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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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nking water safety concerns the well-being of people’s life. After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Guizhou provinc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so as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by study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MATLAB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index weight 

and get the largest weight of water supply security. It shows that, on the basis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should be accelerate, and 

should be the long-term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Key words: rural water supply securit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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