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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供水系统效能的科学评估对于推动供水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供水行业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水质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改进等众多挑

战。为了全面评估城市供水系统的效能，亟须构建和完善可有效反映供水系统效能的指标体系。

通过对我国近十年来供水系统绩效和效能评估体系的深入探讨，并结合我国供水行业发展现状，

从运行效率、供给效果、安全管控、服务效能和综合效益 5 个维度，构建了一套城市供水系统效能

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类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和筛选，按照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等原则确定

了该体系所包含的 31 个评价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权重划分，确保评估结果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依据评估分数可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个等级。最后，开展了

供水系统效能评估在典型企业的示范应用。选取了 4 家供水企业开展供水系统效能评估，对其实

际数据进行了采集与分析，结果显示 4 家供水企业的评估等级分别为优秀、良好、优秀、良好。供

水企业的效能评估结果总体和现场调研的专家反馈一致，验证了该评估方法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并能够真实反映供水企业的运营状况，同时暴露了各供水企业的短板问题。评估结果能够帮助供

水企业了解自身不足，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从而提升综合效能水平。供水系统效能评估对于

供水企业的提质增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推动城市供水行业的高质量建设与可持续发

展。通过科学的评估和改进措施，能够为城市供水行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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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water  supply  systems  is  crucial  for  advancing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t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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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water shortages, stricter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and  the  need  for  improved  service  quality.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urban water supply systems, developing and refining an indicator system tha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ir efficiency is essentia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of water supply system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It combin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water  supply  industry  and constructs  an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water supply systems from five dimension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supply quality, safety management,
service efficiency, and comprehensive benefits. Through a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screening of various
indicator  types,  the  system  includes  31  evaluation  indicators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ness, representativeness, and scientificity.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used
to assign weights to the indicators, ensuring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nature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Evaluation  scores  classify  water  supply  system  efficiency  into  four  levels:  excellent,  good,  qualified,
and  unqualified.  A  demonstration  application  of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efficiency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in four typical enterprises, and data was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valuation grades were excellent,  good,  excellent,  and good,  respectively.  These efficiency evaluation
results  generally  align  with  feedback  from  on-site  research  experts,  verify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assessment method and its ability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operational status of water supply companies,
while  also  highlighting  each  company′s  shortcoming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enable  water  supply
companies  to  identify  shortcomings  and  implement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reby
enhancing overall effectiveness. Evaluating water supply system effectiveness is crucial for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water supply companies, promoting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and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water supply industry. This study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water supply industry through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Keywords： Water  supply  system；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Evaluation criteria
 

0    引　　言

供水安全关乎国计民生，我国政府一直高度

重视供水工作。近十年以来，我国城市供水事业

发展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根据《2022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1]，我国供水普及率已达到

99.39%，已建设供水管道长度共计 110.30万 km，

年供水总量达到 674.41亿 m3。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对供水水质、运行效

率、服务效能和综合效益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供水系统绩效和效能评估逐渐成为政府、行业

和企业关注的重点。

近十年，供水系统绩效和效能的评估体系、评

估方法和管理机制等方面得到了较广泛的探讨和

研究。2011年，张现国[2] 结合我国供水行业现状

和远景规划目标，初步构建了涵盖服务、环境、资

产、运营、财经和人事 6个领域的绩效指标体系，

共包含了 53项指标。2019年，吴宾 [3] 从水质管

理、漏损管理、运行调度、日常维护和供水服务

5个方面构建了供水管网运行过程的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体现出随着供水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各行业部门更加重视供水运行过程绩效的管理。

随着江苏省城乡一体供水的深入推进，2023年陈

桂顶等[4] 结合江苏城乡统筹供水特征，从政策、经

济、社会及技术方面构建了城乡统筹供水运营管

理绩效综合评估模型，对江苏省供水运营管理水

平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估。总体而言，供水系统绩

效管理的体系和方法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尝

试，建立适用于我国供水行业发展需求的评估体

系是政府、供水行业和供水企业长期以来共同关

注的课题。

当前我国供水行业已迈入高速发展的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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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优质供水、健康饮水、智慧水务、水务新质生

产力等新理念、新概念不断涌现。多个城市的

2035规划明确提出，供水整体水质达到或优于世

界发达国家城市的目标，供水行业面临水质标准

提升、供水设施改造、节能降耗、服务质量改进、

用水需求增加、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等诸多挑战与

问题[5-8]。在城市供水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刻，亟

须动态构建和逐步完善可有效反映供水系统效能

的指标体系。由此，本文建立了城市供水效能评

估方法，有助于各级政府、行业和水务集团对下辖

供水企业综合效能进行合理评价和有效监管，有

的放矢地推进供水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评价体系构建

《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估技术指南》（T/CECS
20001—2020）[9] 是国家“十三五”水专项的重要研

究成果之一，该指南从运行效率、供给效果、综合

效益 3个方面系统评价了城市供水系统的综合水

平。本研究基于该指南，借鉴了国家标准和行业

规范，按照全面性、代表性和科学性等原则对指标

进行精选和增补，进一步结合供水行业现状，通过

广泛调研和专家座谈交流，将评价体系进行了扩

展，增加了安全管控和服务效能 2个关键维度，构

建了更为完善和合理的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价体

系，包含了 5个维度、12个要素、31个详细指标

（18个定量指标，13个定性指标），详细释义见表 1。
对比《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估技术指南》

（T/CECS 20001—2020）和《城市供水企业绩效评

估技术规程》（T/CUWA 20058—2022） [10]，本研究

所建立的供水系统效能评价体系增加了原水、水

厂以及安全管控层面的指标。原水作为供水系统

的基础，对确保水源的可靠性和保障水质安全至

关重要。在供水水源保证率的基础上，通过增加

原水水质合格率、原水进厂压力合格率 2个评价

指标，可以更全面地评估自来水厂的原水状况和

供水能力。此外，水厂是供水系统的核心，对供水

系统的制水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综合考虑处理

工艺、环境及卫生管理、设备设施养护 3个方面，

有助于确保水厂的生产运行质量和效率，提高水

厂的标准化管理水平，降低运行风险和成本，从而
 

表 1    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价指标体系释义

Table 1    Interpretation of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urban water supply systems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属性 定义

供水系

统效能

评价

运行效率

原水

原水水质合格率 定量
原水水质各项指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22）、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水及以上的合格程度

原水进厂压力合格率 定量 原水进厂压力值达到原水进厂压力标准的合格程度

供水水源保证率①
定量 能够充分满足供水水源预期取水量的年数比率

水厂

处理工艺 定性 各工艺环节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

环境及卫生管理 定性 厂区及制水工艺流程环境卫生的整洁程度

设施设备养护 定性 水厂设施设备养护情况和运行状态

管网 管网漏损率②
定量 管网漏损水量与供水总量之比修正值

供给效果

水量 产能比（负荷率）①
定量 城市实际最高日供水量与各水厂设计综合生产能力的比值

水质

综合水质合格率②
定量

现行水质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表1和表2

中43个检验项目的加权平均合格率

出厂水水质合格率②
定量

城市供水企业各水厂出水8项指标（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

物、余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数、CODMn）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的合格率

二次供水水质合格率 定量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 17051—1997）必测项目（色度、浊

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总大肠菌数、细菌总数、余氯）的

合格率

水压 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②
定量

按照供水管网测压点设置原则建立实时压力监测点，其压力值达到

供水管网服务压力标准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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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供水的安全和可持续性。最后，规范化和科

学化的管理是供水企业安全运行的保障，新增供

电安全指数、电气安全管理、实验室安全管理、消

防设施设备管理、信息安全运维管理等指标，旨在

进一步提高供水企业的安全保障能力。 

2    指标权重确定
 

2.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层次结构模型一般分为 3~4层[2]，每层中各要

素包含的子元素一般不多于 9个[11]。本研究建立

的层次模型为 4层，第 1层为城市供水系统效能

评价的目标层；第 2层为准则层，将政府、行业和

供水企业关心的问题分成 5类，即运行效率、供给

效果、安全管控、服务效能和综合效益；第 3层为

要素层，由准则层进一步划分；第 4层为具体的指

标层，由各要素层包含的详细指标组成。 

2.2    构造判断矩阵

为了构建一个有效的判断矩阵，需要采用合

适的量化标准以清晰地反映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对

重要性。目前，通常采用的重要性标度是 1~9比

例标度法[12]，其判断矩阵标度定义见表 2。
评估专家组根据城市供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和判断矩阵标度，结合城市供水系统实际情况，向

城市供水行业专家发放调研问卷以评定各因素或

指标相对重要程度。汇总专家填写的数据，构造

判断矩阵。具体判断矩阵的形式见表 3。 

续表

目标层 准则层 要素层 指标层 属性 定义

供水系

统效能

评价

安全管控

生产

供电安全指数 定性 城市供水厂是否具备多路供电保障

应急供水能力指数①
定性

城市供水应急设施建设、应急预案制定状况等对供水系统应急反应

能力水平

供水信息化指数①
定性

供水系统运行实现信息化管理的程度。由供水SCADA系统、管网

GIS系统、客户服务系统、抄表和营业收费系统、监测预警系统、

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6部分组成

管理

电气安全管理 定性 供水企业电气安全管理能力

实验室安全管理 定性 供水企业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

消防设施设备管理 定性 供水企业消防设施设备的配置情况和运行情况

信息安全运维管理 定性 供水企业对已有智能化系统、设备进行定期升级、维护保养情况

服务效能 用户

供水热线接通率②
定量 供水企业服务热线被接起的来电量占全部来电的比率

投诉及时处理率②
定量 供水企业对客户投诉的及时处理程度

用户满意度②
定量 用户对供水服务质量、效果的社会评价满意程度

管网修漏及时率②
定量 供水企业服务区内供水管道损坏后及时修漏次数占全部次数的比率

抄表收费管理②
定性 供水企业抄表收费系统管理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二次供水管理②
定性 二次供水系统运行、维护和管理的规范性

综合效益

经济
资产负债率②

定量 城市供水单位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主营业务利润率②
定量 供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

社会 信息公开指数③
定性 城市供水单位服务信息的公开程度

生态

配水单位电耗②
定量 供水企业二级泵站消耗的配水单位电量

自用水率②
定量 水厂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自用水总量与进水总量的比值

污泥处理处置率①
定量 供水厂污泥处理处置量与产生量的比值

　　注：①参考《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估技术指南》（T/CECS  20001—2020） [3]，②参考《城市供水企业绩效评估技术规程》（T/CUWA

20058—2022）[4]，③参考《供水、供气、供热等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建城规〔2021〕4号）及《城镇供水服务》（GB/T 3206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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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计算各指标权重

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判断矩阵，可以对各级指

标进行权重计算，包括准则层对目标层，要素层对

准则层以及指标层对要素层的权重，由此可得，指

标层对于目标层的综合权重。由表 4可以看出，

运行效率和安全管控所占权重较高，表明这 2个

维度是衡量城市供水系统效能的重要指标，高效

运行的供水系统和完善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是促进整个行业稳健发展的保障。 

3    评分方法
 

3.1    定量评价

定量指标有对应的标准化方程，主要以行业

基准值、国家和行业规范标准等政策性文件为基

础，同时以行业专家的经验建议、相关课题研究经

验值等为补充确定[3, 9-10]。标准化方程见表 5。在

进行定量评价时，根据被评价企业（单位）提供的

指标数据值进行标准化处理，获得介于 0~100分

之间的评分，用于评价该项指标的达标情况，分析

其产生的效益和影响。定量得分为各项定量指标

得分与其综合权重乘积之和。

以“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为例，标准化方程

如式（1）。依据被评价企业提供的数据，管网服务

压力合格率为 100%（x=100），代入式（1），则该项

指标的分值为 100分。

f (x) =
{

5x−400 80 < x ⩽ 100
0 0 ⩽ x ⩽ 80 （1）

 

3.2    定性评价

定性指标主要关注企业的制度建设与管理水

平，与定量指标相比，该类指标无法通过计算公式

和标准化方程以获取分值，而需制定相关细则评

价企业运行管理效能，见表 6。为了确保评估的专

业性和科学性，邀请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背景的

专家根据实际调研情况进行评估打分，满分为

100分。定性得分为各项定性指标得分与其综合

权重乘积之和。 

3.3    综合评价

评价总分为各类别得分（定量加定性得分）的

总和。根据评价总分的多少，将其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和不合格 4个等级，具体分级标准详见

表 7。 

4    评估流程

为了规范化供水系统效能评估过程并提升整

体工作效率，建议遵循图 1的流程进行评估工

作。该流程涵盖了从初步数据采集到最终效能评

估的每个步骤，确保了评估工作的系统性和准确

性。通过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全面了解供水系统

的整体情况，还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

相应的改进措施，从而有效地提高供水系统的综

合效能。 

5    实例应用

本研究选取了 4家供水企业（分别以 A、B、
C、D代替企业名称），对其指标数据进行定性和

定量评估分析，以验证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价指

标体系的合理性，并为供水企业提供专业效能改

进建议，评估结果见表 8。
由 4家供水企业的效能评估结果可知，A供

水企业的总分最高，总分评级为优秀，其次是 C供

水企业，总分评级也为优秀，B、D供水企业的总

分评级为良好。供水企业的效能评估结果总体和

现场调研的专家反馈一致。

A作为我国大型供水企业，在运行效率、供给

 

表 2    判断矩阵标度定义

Table 2    Definition of judgment matrix scale
 

标度 含义

1 表示2个因素相比，具有相同重要性

3 表示2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5 表示2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7 表示2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9 表示2个因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2，4，6，8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若因素i与因素j的重要性之比为aij，那么因素j与因

素i重要性之比为1/aij

 

表 3    判断矩阵形式

Table 3    Judgment matrix form
 

参数 A1 A2 A3 … An

A1 1 a12 a13 … a1n

A1 a22 1 a23 … a2n

A3 a34 a32 1 … a3n

… … … … 1 …

An an2 an1 an3 … 1

　　注：A1，A2，…，An代表各层评价因素或指标，a12，a13，…，ann为某

专家对各层指标相对重要性判断的标度。其中，aij表示Ai与Aj比较

的相对重要性，满足ai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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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综合效益等方面展现了卓越的管理和运行

策略。然而，为了确保全面的优质服务，在安全管

控维度的应急供水能力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城市供水的全流程保障体系，健全城市供水应

急体系，明确在水源突发污染、旱涝急转等不同风

险状况下的应急响应机制。同时优化管网布局，

实现供水管网互联互通并具备一定的调蓄能力，

确保供水的连续性和安全性。B供水企业在多个

维度上仍有提升空间。该企业需要进一步完善和

优化其管理制度，强化环境监管，实施严格的卫生

 

表 4    供水系统效能评价指标权重

Table 4    Weights of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water supply systems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要素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综合权重

供水系统

效能评价

运行效率 0.278

原水 0.433

原水水质合格率 0.333 0.040

原水进厂压力合格率 0.333 0.040

供水水源保证率 0.334 0.040

水厂 0.378

处理工艺 0.333 0.035

环境及卫生管理 0.333 0.035

设施设备养护 0.334 0.035

管网 0.189 管网漏损率 1.000 0.053

供给效果 0.156

水量 0.241 产能比（负荷率） 1.000 0.038

水质 0.435

综合水质合格率 0.333 0.023

出厂水水质合格率 0.333 0.023

二次供水水质合格率 0.334 0.023

水压 0.324 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 1.000 0.051

安全管控 0.231

生产 0.333

供电安全指数 0.333 0.026

应急供水能力指数 0.333 0.026

供水信息化指数 0.334 0.026

管理 0.667

电气安全管理 0.200 0.031

实验室安全管理 0.212 0.033

消防设施设备管理 0.237 0.037

信息安全运维管理 0.351 0.054

服务效能 0.219 用户 1.000

供水热线接通率 0.189 0.041

投诉及时处理率 0.184 0.040

用户满意度 0.195 0.043

管网修漏及时率 0.137 0.030

抄表收费管理 0.132 0.029

二次供水管理 0.163 0.036

综合效益 0.116

经济 0.375
资产负债率 0.500 0.022

主营业务利润率 0.500 0.022

社会 0.264 信息公开指数 1.000 0.031

生态 0.361

配水单位电耗 0.333 0.014

自用水率 0.333 0.014

污泥处理处置率 0.334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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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定量指标标准化方程

Table 5    Standardized equations for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指标名称 基准值（x） 对应标准化得分 标准化方程 基准值出处

原水水质合格率 95 80 f (x) =
{

4x−300 75 < x ⩽ 100
0 0 ⩽ x ⩽ 75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 206—2005）

原水进厂压力合格率 97 100 f (x) =
{

100 97 ⩽ x ⩽ 100
0 0 ⩽ x < 97

根据国家水专项课题调研

统计获得的经验值

供水水源保证率 97 100 f (x) =


100 x ⩾ 97
10x−870 87 ⩽ x < 97
0 0 ⩽ x < 87

《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估技术指南》

（T/CECS 20001—2020）

管网漏损率

10 80

f (x) =


100 x < 8
−10x+180 8 ⩽ x ⩽ 12
−5x+120 12 < x ⩽ 24
0 x > 24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CJJ 92—2016）12 60

产能比（负荷率） 80~90 100 f (x) =


0 x < 40
2.5x−100 40 ⩽ x < 80
100 80 ⩽ x < 90
−2.5x+325 90 ⩽ x < 130
0 x > 130

《城市供水企业绩效评估技术规程》

（T/CUWA 20058—2022）

综合水质合格率 95 60 f (x) =
{

8x−700 87.5 < x ⩽ 100
0 0 ⩽ x ⩽ 87.5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T206—2005）
出厂水水质合格率 95 60 f (x) =

{
8x−700 87.5 < x ⩽ 100
0 0 ⩽ x ⩽ 87.5

二次供水水质合格率 95 60 f (x) =
{

8x−700 87.5 < x ⩽ 100
0 0 ⩽ x ⩽ 87.5

管网服务压力合格率 96 80 f (x) =
{

5x−400 80 < x ⩽ 100
0 0 ⩽ x ⩽ 80

《城镇供水服务》

（GB/T32063—2015）

供水热线接通率 85 80 f (x) =
{

1.33x−33.33 25 < x ⩽ 100
0 0 ⩽ x ⩽ 25

投诉及时处理率 98 80 f (x) =
{

10x−900 90 < x ⩽ 100
0 0 ⩽ x ⩽ 90

用户满意度 80 80 f (x) = x 0 ⩽ x ⩽ 100

管网修漏及时率 90 80 f (x) =
{

2x−100 50 < x ⩽ 100
0 0 ⩽ x ⩽ 50

《城市供水企业绩效评估技术规程》

（T/CUWA 20058—2022）

资产负债率 50~65 100 f (x) =


x+50 0 ⩽ x < 50
100 50 ⩽ x ⩽ 65
−4x+360 65 < x < 90
0 x ⩾ 90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

主营业务利润率 1 80 f (x) =


0 x < −15
5x+75 −15 ⩽ x ⩽ 5
100 x > 5 《城市供水企业绩效评估技术规程》

（T/CUWA 20058—2022）
配水单位电耗 420 60 f (x) =


0 x > 500
−0.75x+375 367 < x ⩽ 500
100 x ⩽ 367

自用水率
3 100

f (x) =


100 0 ⩽ x ⩽ 3
−15x+145.05 3 < x ⩽ 9.67
0 9.67 < x ⩽ 100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3—2018）第9.1.3条5 70

污泥处理处置率 96 60 f (x) =
{

10x−900 90 < x ⩽ 100
0 0 ⩽ x ⩽ 90

《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估技术指南》

（T/CECS 20001—2020）

　　注：x为各定量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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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保生产区域和公共空间的清洁与整洁，制

定全面的设备维护策略，以减少设备故障率并延

长设备寿命，提高水厂的运行效率。此外，应借鉴

优秀供水企业的经验，以提升综合效能。C供水

企业评级也达到了优秀水平。近年来，C供水企

 

表 6    定性指标评价细则

Table 6    Rules for the evaluation of qualitative indicators
 

指标名称 评价细则

处理工艺

①水厂处理工艺与水源水质是否相适应

②是否针对当地原水水质特征污染物增加相应的处理措施

（注：工艺适宜性评判以能否保证出厂水稳定达标为依据。）

环境及卫生管理

①是否建立规范的环境、厂房及生产设施卫生管理制度并落实

②是否配备虫害消杀设施、设备或采取其他有效举措

③是否存在设施设备积灰明显情况

④制水构筑物、加药间、配电间等主要生产构筑物或车间是否有明显积灰积水、地面积垢、蜘蛛网、垃圾

较多等情况

设备设施养护

①是否制定供水设施设备日常保养、定期维修和大修理三级维护检修制度

②是否存在主要水处理设施设备故障或无法正常使用等现象

③是否存在设施设备锈蚀明显、跑冒滴漏等现象

供电安全指数 2个变电站，2路，得100分；1个变电站，2路，得80分；1个变电站，1路，得50分；未配备，得0分

应急供水能力指数 根据应急水源建设、水厂供水设施配置、供水管网布局、应急预案、应急供水量情况进行评估[2]

供水信息化指数
根据供水SCADA系统、管网GIS系统、客户服务系统、抄表和营业收费系统、监测预警系统、计算机辅助

决策系统的建立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估[2]

电气安全管理 是否建立符合供水企业情况的电气管理工作制度

实验室安全管理 是否建立完善的日常管理、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等制度及预案

消防设施设备管理
①是否有技术防范

②消防设施设备配置是否完善（包括安全指示、应急照明等）

信息安全运维管理

①是否对已建立的智能化系统及相关设备制定定期升级、维护保养相关管理制度

②是否制定各类数据库管理制度

③专用工控机、移动智能终端上是否安装与工作无关的应用程序

④是否对水厂自动化系统采集的各类生产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抄表收费管理

①是否建立信息化营业收费系统

②是否设有专门的营销管理部门

③是否设有专门的收费网点

④是否通过银行、自助缴费或网络实现了代缴功能

⑤是否引入了远程读表技术或数据采集仪

⑥账单是否标明了用于计算收费金额的所有数据（至少包括应付金额和截止日期、读表日期和水表读数、用

水量、应支付费用的用水量和其他收费或调整）

⑦水表检定、安装和更换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⑧抄表到户率是否高于95%

二次供水管理

①由供水企业统一管理的二次供水片区是否已超过其供水范围内所有二次供水小区的50%

②是否制定二次供水管理条例

③是否制定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④是否按照规定定期清洗供水企业管理的二次供水水箱、水池或水塔

⑤是否建立二次供水远传监控系统

信息公开指数

原水、出厂水、管网水、二次供水的所有环节公开（公开频率：一天一次），得100分；其中3个环节公开（公

开频率：一月一次），得75分；其中2个环节公开（公开频率：半年一次），得50分；其中1个环节公开（公开

频率：一年一次），得25分；未公布，得0分

 

表 7    类别得分分级表

Table 7    Category score grading
 

评价总分 [90, 100] [80, 90) [70, 80) [0, 70)

评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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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凭借智慧化建设和精细化的管理，在供给效果、

安全管控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在稳步推进发

展的同时也应关注其他指标的不足，其中用户满

意度仍有提升的空间，供水部门应该注重对用户

反馈的跟踪和督促，建立高效的服务体系，如电

话、在线客服、微信公众号等，确保用户能够方便

快捷地获得帮助，提高问题的解决率和用户的整

体满意度，实现服务效能的全面发展和持续改

进。D供水企业拥有良好的供水基础，总体表现

较好，但该企业在能耗方面仍待改进，可通过采用

节能技术和加强运行管理两大措施实现节能降耗

目标。具体措施包括及时更换老旧的泵和电机，

使用高效节能设备，如高效泵和变频器，以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优化运行工况，调整机泵运行组合，

优化机泵布局，确保供水系统在经济合理的状态

下运行。

示范评估有效验证了该评估体系的适用性，

同时暴露了各供水企业的短板问题，对供水企业

的下一步改进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通过不

断改进与完善供水企业的运行与管理模式，有助

于促进我国供水行业的稳健发展。 

6    结　　语

本文建立了一套城市供水系统效能评价指标

体系，综合考虑了现行领域规范、标准以及供水行

业目标规划，覆盖了技术性、经济性、安全性和可

持续性等方面，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采用

1~9比例标度法构建了各级指标判断矩阵，并运

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计算，提高评

估结果的可信度和准确性，为城市供水系统效能

评价提供了一种可参考的方法。同时以 4家供水

企业为例验证所构建评价体系的合理性，评估结

果不仅反映了供水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还为各供

水企业的效能提升提供了方向指引，有助于推动

水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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