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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居住小区自来水直饮的公众意愿及影响因素

刘茜茜,李梦婷,杨梦杰,蒋和怡,杨　 凯∗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提出,上海市自来水入户水质至 2035 年应满足直饮需求。 文中通过问卷调

查,分析上海市居民日常用水情况、直饮水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直饮水改造及相关水价调整等提供参考。 调查分

析结果表明:居民对直饮水改造的支持度达 79. 24%,反映了居民对于高品质用水的普遍需求;83. 49%的调查对象愿意为改造

后的直饮水支付更多的水费,但支付意愿相对有限,居民对直饮水入户支付的水价增长整体为 10% ~ 20%,居民支付意愿趋于

保守;公众的支付意愿受月收入、水价收费评价、直饮水改造支持度等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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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ster
 

Planning
 

of
 

Shanghai
 

City
 

(2017—2035)
 

proposes
 

that
 

household
 

water
 

quality
 

should
 

meet
 

direct
 

drinking
 

standards
 

before
 

2035.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of
 

Shanghai
 

residents,
 

willingness-to-pay
 

for
 

tap
 

water
 

for
 

direct
 

drinking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rect
 

drinking
 

water
 

reconstruction
 

and
 

water
 

tariff
 

adjustment.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79. 24%
 

of
 

residents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ect
 

drinking
 

water,
 

reflecting
 

the
 

general
 

demand
 

for
 

high-quality
 

water.
 

83. 49%
 

of
 

respondents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for
 

tap
 

water
 

for
 

direct
 

drinking.
 

However,
 

willingness-to-pay
 

is
 

limited
 

and
 

tends
 

to
 

be
 

conservative,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10% ~ 20%.
 

Willingness-to-
pay

 

for
 

tap
 

water
 

for
 

direct
 

drinking
 

is
 

affected
 

by
 

monthly
 

income,
 

water
 

tariff
 

evaluation,
 

and
 

support
 

degree
 

for
 

direct
 

drinking
 

water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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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为满足居民对高质量用水的需求,我国近年来

在自来水直饮方面作出了许多尝试。 与以往进行的

小区试点与公共场所直饮试点不同,深圳市与上海

市陆续提出与国际化城市建设目标相符的覆盖全市

的自来水直饮建设规划。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 年)》 提出:“加大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力度,减少老旧供水管网二次污染,提高入户水质,
满足直饮需求” [1] ,即上海市将在 2035 年完成直饮

水入户改造,入户水质达到上海市地方性水质标准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DB31 / T
 

1091—2018)。 直

饮水顾名思义就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水,是一种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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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的用水。 将居民生活用水水质全部提升到直饮

水平,除对水厂净水技术有一定要求外,更多的限制

在于管网输配[2] 。 按照上海市规划,至 2027 年,长
江水源水厂将完成深度处理改造,出厂水水质达到

上海市地方标准[3] 。 管网输送过程产生的水质问

题可通过管网改造升级,使用新型管材和内衬材料、
加强管网日常维护、控制出厂水有机物含量等措施

解决[4-5] 。
进行自来水直饮改造,不仅需要水厂净水输水

技术的提升、政府的引导,还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和

支持。 而当前市政供水通常基于成本进行定价,水
价对水资源供需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充分发

挥[6-7] 。 从用户角度定价也多考虑其支付能力,对
支付意愿的调查很少。 在此背景下,对居民进行直

饮水意愿调查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水资

源供需价格体系,促进直饮水改造政策的实施。 因

此,本文从上海市居民直饮水意愿调查出发,通过网

络与线下问卷,了解上海市居民日常用水情况以及

对直饮水改造的情感态度倾向,使用 SPSS 软件分

析居民用水情况和直饮水支付意愿。 该类调查对上

海市节水型城市的建设、供水模式、直饮水定价等均

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2　 上海市生活用水阶梯水价与生活用
水水量
　 　 适合的水价有助于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并鼓励

民众节约用水。 上海市当前阶梯水价以年为结算周

期,第一阶梯为≤220
 

m3 / (户·年),第二阶梯为 220~
300

 

m3 / (户·年),第三阶梯为> 300
 

m3 / (户·年)。
三级阶梯水价之比为 1 ∶ 1. 4 ∶ 1. 7。 上海市发改委

(物价局)规定,第一阶梯水量覆盖范围应为上海市

内 85%居民用户的户均用水量,第二阶梯水量应为

96%居民用户的户均用水量。 上海市每级用水量综

合水价如表 1 所示。

表 1　 上海市阶梯水价
Tab. 1　 Stepped

 

Water
 

Tariff
 

System
 

of
 

Shanghai
 

City

年用水量 / m3 综合水价 / (元·m- 3 )

≤220 3. 45

220~ 300 4. 83

>300 5. 83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据上海市各年水资源公报,2010 年—2019 年上

海市居民生活用水量在用水总量中的占比为 10% ~
18%,居民生活用水量变化不大,但由于用水总量的

减少,其占比有所上升,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水务局

图 1　 2010 年—2019 年上海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情况

Fig. 1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Shanghai
 

during
 

2010
 

to
 

2019

上海市人均日居民生活用水量 2015 年—2019
年最大值为 123

 

L / (d·人),在 112 ~ 123
 

L / ( d·人)
内变化幅度较小,有一定的上涨趋势。 根据上海市

各年统计年鉴公开数据,按照第一阶梯 3. 45 元 / m3

水价计算 2015 年—2019 年人均水费支出占人均消

费支出的比值,以衡量目前水价是否在居民接受范

围内。 如图 2 所示,2015 年—2019 年人均水费支出

占人均消费支出比值较小,最大值为 0. 41%,均在

0. 5%以下,说明在保障公平性的基础上对水价进行

适当调整不会给居民带来较大经济负担[8] 。

注:数据来源上海市水务局

图 2　 2015 年—2019 年上海市人均日居民生活用水量情况

Fig. 2　 Daily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of
 

Residents
 

in
 

Shanghai
 

during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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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与方法
　 　 问卷共 25 题,分为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用水情

况、直饮水入户意愿 3 个部分,所设置量表题均为五

级量表。 问卷调查经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受试者保护

委员会审核 (符合二类豁免,批准号为 HR
 

150 -
2021)。 线上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线下问卷

由于新冠疫情原因无法进入小区,在中山公园、闵行

公园、人民公园、浦江郊野公园等公共场所随机发

放。 共回收问卷 238 份(线上 85 份、线下 153 份),
通过设置的检验题目(比如家中没有安装自来水过

滤器或净水器却选择净化后的自来水为家中所使用

饮用水的问卷无效)、答题时间(作答时间小于 2
 

min 的问卷无效) 等筛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12 份(线上 73 份、线下 139 份),问卷有效率为

89%。
3.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由表 2 可知, 212 份有效问卷中, 男性占

45. 28%,女性占 54. 72%,女性稍多于男性。 本科学

历人数占比最高,达 50. 47%,其次是高中 / 中专及

以下学历,占比为 23. 58%。 大部分(59. 43%)调查

对象在上海市居住 10 年以上,居住时长在 2 年以下

(6. 13%)的样本数较少。 年龄与月收入各组之间

分布较均匀。 整体来看,该问卷具有一定代表性。
3. 2　 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检测问卷可靠性,对用水情况与直饮水入户

意愿部分量表题进行信度检验。 自来水供应评价

(自来水安全卫生评价、便利程度评价、口感评价、
小区供水评价共 4 题)、直饮水改造看法(直饮水改

造支持度、直饮水便利度、直饮水与节水意识共 3
题)两个维度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α)分别为

0. 711、0. 775,在 0. 7 ~ 0. 8,说明信度较好。
同时选取 KMO 检验变量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进

行分析,以检验问卷结构效度[9] 。 问卷 KMO 为

0. 677,大于 0. 6,满足因子分析要求,表明效度可

信。 Bartlett 球形检验近似卡方为 451. 960、自由度

为 21. 000、显著性为 0. 000(小于 0. 05),说明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量表题设计合理。
3. 3　 数据处理方法
　 　 (1)Kappa 一致性检验:该分析方法用于比较两

个数据的一致性情况,在本问卷中用于检验调查对

象对家庭水量与水费的认知是否一致。 Kappa 为

　 　 表 2　 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问卷题目 选项 样本数 比例

性别 男 96 45. 28%

女 116 54. 72%

最高学历 高中 / 中专及以下 50 23. 58%

大专 36 16. 98%

本科 107 50. 47%

硕士及以上 19 8. 96%

年龄 18~ 25 岁 33 15. 57%

26~ 35 岁 56 26. 42%

36~ 45 岁 59 27. 83%

46~ 55 岁 37 17. 45%

56 岁及以上 27 12. 74%

上海市居住时长 2 年以下 13 6. 13%

2 年以上,5 年以下 37 17. 45%

5 年以上,10 年以下 36 16. 98%

10 年以上 126 59. 43%

月收入 3
 

000 元以下 26 12. 26%

3
 

000 ~ 5
 

000 元 17 8. 02%

5
 

000 ~ 8
 

000 元 35 16. 51%

8
 

000 ~ 10
 

000 元 37 17. 45%

10
 

000~ 15
 

000 元 31 14. 62%

15
 

000~ 20
 

000 元 37 17. 45%

20
 

000~ 30
 

000 元 24 11. 32%

30
 

000 元以上 5 2. 36%

　 　 注:调查对象可能因心理因素而对月收入选项持保守态度

0. 6 ~ 0. 8,说明一致性程度较强;Kappa 为 0. 8 ~ 1. 0,
说明一致性程度非常强[10-11] 。

(2)逐步回归分析:该分析方法用于探索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统会自动识别对因变量产生

显著性影响的自变量,该方法在本问卷中用于寻找

直饮水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3)单因素方差分析:该分析方法用于研究定

类数据与定量数据之间的关系,在本问卷中用于分

析不同特征(年龄、性别等基本信息)人群直饮水支

付意愿的差异性。
(4)单样本 t 检验:该分析方法用于比较定量数

据与某个数字的差异性,在本问卷中用于比较直饮

水支付意愿平均值与具体支付范围的差异。 该方法

通常使用 Cohen's
 

d 表示效应量,该值为 0 ~ 1,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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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说明差异幅度越大[12] 。

4　 结果与讨论
4. 1　 居民家庭生活用水情况分析
4. 1. 1　 家庭用水基本情况

　 　 家庭用水基本情况包括小区供水问题与日常饮

用水选择两个部分,使用 SPSS 对其进行多重响应

频数分析。 如表 3 所示,57. 55%的调查对象家中未

出现过相关自来水供应问题,43 人反映自来水存在

异味,40 人反映水压不稳,21 人反映自来水浑浊、15
人反映出现水量不足,2 人反映具体供应问题分别

为冬天水管结冰与使用时需短暂放水。 在日常饮用

水的选择上:58. 02%、51. 89%的调查对象选择烧开

的自来水、瓶装水 / 桶装水;直接饮用自来水的仅有

12 人;另有两人填写其他饮用方式为净水器净化后

再烧开的自来水。 48. 58%的调查对象家中安装自

来水过滤器或净水器,但将净水器处理水作为饮用

水的占比为 28. 30%。 整体来看,自来水供应仍存

在一定问题,如自来水异味重等,居民对自来水感官

性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善水厂净水

技术与供水过程,居民饮用水的选择反映出居民对

更高质量用水的需求。

表 3　 自来水供应问题与饮用水选择
Tab. 3　 Water

 

Supply
 

Problem
 

and
 

Drinking
 

Water
 

Selection

问卷题目 选项
响应

个案数 百分比

个案
百分比

自来水供应问题 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122 50. 21% 57. 55%

水压不稳 40 16. 46% 18. 87%

自来水浑浊 21 8. 64% 9. 91%

自来水异味 43 17. 70% 20. 28%

水量不足 15 6. 17% 7. 08%

其他 2 0. 82% 0. 94%

总计 243 100. 00% 114. 62%

饮用水选择 直接使用自来水 12 3. 91% 5. 66%

烧开的自来水 123 40. 07% 58. 02%

净水器净化后自来水 60 19. 54% 28. 30%

瓶装水或桶装水 110 35. 83% 51. 89%

其他 2 0. 65% 0. 94%

总计 307 100. 00% 144. 81%

4. 1. 2　 自来水供应评价

　 　 自来水供应评价部分调查对象分别从安全卫

生、便利程度、口感 3 个具体角度对自来水进行打

分,然后对小区供水做出综合性的满意度评价(均

为 5 分制),自来水供应评价其余方面的信息于问

卷最后建议部分进行反馈。 以家中是否出现过自来

水供应问题为自变量,使用 SPSS 软件对评分进行

均值分析。 由表 4 可知,家中从未出现供水问题的

调查对象对自来水评价比其他人较好,自来水在便

利程度上得分差距较小,在口感与安全卫生评价方

面差异较大。 整体来看,安全卫生、便利程度、口感

3 项总平均分为 3. 58,表明调查对象对当前自来水

供应评价介于“一般”与“满意”,自来水供应在口感

与安全卫生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表 4　 自来水供应评价
Tab. 4　 Evaluation

 

of
 

Water
 

Supply

参数
安全卫生

评价
便利程度

评价
口感评价

小区供水
评价

未选中 平均值 3. 48 4. 11 2. 78 3. 22

个案数 90 90 90 90

选中 平均值 3. 70 4. 16 3. 17 3. 73

个案数 122 122 122 122

总计 平均值 3. 61 4. 14 3. 00 3. 51

个案数 212 212 212 212

4. 1. 3　 家庭用水量与水价认知

　 　 按照阶梯水价设置年用水量与水费梯度,以了

解调查对象家庭年用水量与水费的情况,并对二者

进行 Kappa 一致性检验。 如表 5 所示, Kappa 为

0. 519,在 0. 4 ~ 0. 6,说明年用水量与水费的一致性

一般。

表 5　 水量与水费 Kappa 一致性检验
Tab. 5　 Kappa

 

Consistency
 

Test
 

between
 

Water
 

Quantity
 

and
 

Water
 

Tariffs

数据处理方法 值
渐近标准

化误差a 近似 Tb 渐进显著性

协议测量 Kappa 0. 519 0. 041 14. 248 0. 000

　 　 注:a 为未假定原假设;b 为在假定原假设的情况下使用渐近标
准误差

　 　 家庭年用水量与水费如表 6 所示:50. 00%的调

查对象不清楚家庭年用水量范围,21. 23%对家庭年

度水费支出不清楚;44 人对二者均没有确切认识。
各阶梯用户所占比例与阶梯水量确定原则有较大出

入。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样本量较少,其次

是部分调查对象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确切认识,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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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存在租房用户,房东收取水费远高于现行水 价,导致二者一致性一般。

表 6　 家庭年用水量与水费
Tab. 6　 Annual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and
 

Water
 

Tariffs

年用水量 参数
家庭每年自来水水费

760 元以下 760 ~ 1
 

145 元 1
 

145 元以上 不清楚
总计

220
 

m3 及以下 计数 29 10 0 0 39

占年自来水水费的百分比 69. 05% 12. 99% 0 0 18. 40%

220 ~ 300
 

m3 计数 0 42 4 1 47

占年自来水水费的百分比 0 54. 55% 8. 33% 2. 22% 22. 17%

300
 

m3 以上 计数 0 0 20 0 20

占年自来水水费的百分比 0 0 41. 67% 0 9. 43%

不清楚 计数 13 25 24 44 106

占年自来水水费的百分比 30. 95% 32. 47% 50. 00% 97. 78% 50. 00%

总计 计数 42 77 48 45 212

占年自来水水费的百分比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由表 7 可知,调查对象对当前水价了解程度的

平均值为 2. 56,众数为 1(1 为“完全不了解”,5 为

“非常了解”),说明调查对象对水费关注度低。 认

为水价一般的调查对象占比为 43. 87%,觉得当前

水价一般或便宜的调查对象累计占 71. 70%,该题

平均数为 2. 99,众数为 3(3 代表“当前水价一般”,
数字越大,认为水价越贵),结果表明仅部分居民认

为当前自来水收费标准偏贵。

表 7　 水价了解程度与评价情况
Tab. 7　 Understanding

 

Degree
 

and
 

Evaluation
 

for
 

Shanghai
 

Water
 

Tariff

问卷题目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水价了解情况 完全不了解 69 32. 55% 32. 55%

不太了解 33 15. 57% 48. 11%

大概了解 47 22. 17% 70. 28%

了解 48 22. 64% 92. 92%

非常了解 15 7. 08% 100. 00%

水价评价 非常便宜 18 8. 49% 8. 49%

便宜 41 19. 34% 27. 83%

一般 93 43. 87% 71. 70%

贵 45 21. 23% 92. 92%

非常贵 15 7. 08% 100. 00%

　 　 居民对当前自来水收费标准承受度较好,但
关注度与敏感度较低。 同时,上海市统计年鉴数

据显示,上海市近年来平均每户人口为 2. 7 人左

右,经计算年户均用水量为 120
 

m3 左右,而第一阶

梯水量为 220
 

m3 ,明显偏高。 蔡文君[13] 关于上海

市阶梯水价的调研也显示,由于第一阶梯水量设

定偏高,覆盖率达 90%,阶梯水价对居民用水行为

的引导作用有限。 张洪雷等[14] 基于基本生活用水

量和用水支出,利用 ELES 模型对上海市、天津市、
北京市三地水价进行估算,认为上海市阶梯水价

上调有利于资源节约,建议一、二、三级水价为

4. 2、6. 3、12. 7 元。
4. 2　 直饮水改造公众意愿与态度分析
4. 2. 1　 直饮水改造支持度

　 　 如表 8 所示,调查对象中完全不了解上海市直

饮水改 造 规 划 的 人 占 55. 19%, 不 太 了 解 的 占

25. 00%,累计占比为 80. 19%,该题平均值为 1. 74,
介于“完全不了解”和“不太了解” (1 为“完全不了

解”,5 为“非常了解”)。 支持此次直饮水改造的占

30. 66%,非常支持此次直饮水改造的占 48. 58%,两
项累计占比为 79. 24%,此题平均值为 4. 17,介于

“支持”与“非常支持”(1 为“完全不支持”,5 为“非

常支持”)。
如表 9 所示,随着直饮水改造支持度的增长,

“直饮水便利度”与“直饮水与节水意识”的平均得

分逐渐上升。 “直饮水改造是否能为生活带来便

利”单题平均分为 4. 25 (介于 “可以” 与 “完全可

以”),“直饮水改造能否促进家庭成员节约用水”单

题平均分为 3. 52(介于“中立”与“可以”)。 这说明

—85—

刘茜茜,李梦婷,杨梦杰,等.
上海市居住小区自来水直饮的公众意愿及影响因素

　
Vol. 41,No. 3,2022



　 　 表 8　 直饮水改造了解度与支持度
Tab. 8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Degree
 

for
 

Direct
 

Drinking
 

Water
 

Reconstruction

问卷题目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了解度 完全不了解 117 55. 19% 55. 19%

不太了解 53 25. 00% 80. 19%

有听说过 25 11. 79% 91. 98%

大概了解 14 6. 60% 98. 58%

非常了解 3 1. 42% 100. 00%

支持度 完全不支持 6 2. 83% 2. 83%

不太支持 12 5. 66% 8. 49%

中立态度 26 12. 26% 20. 75%

支持 65 30. 66% 51. 42%

非常支持 103 48. 58% 100. 00%

表 9　 直饮水支持度与态度变化
Tab. 9　 Support

 

Degree
 

and
 

Attitude
 

for
 

Direct
 

Drinking
 

Water
 

Reconstruction

直饮水改造支持度 参数
直饮水
便利度

直饮水与
节水意识

完全不支持 平均值 2. 33 1. 50

个案数 6 6

不太支持 平均值 3. 17 2. 33

个案数 12 12

中立态度 平均值 3. 62 2. 77

个案数 26 26

支持 平均值 3. 98 3. 51

个案数 65 65

非常支持 平均值 4. 83 3. 98

个案数 103 103

总计 平均值 4. 25 3. 52

个案数 212 212

调查对象对直饮水的便利程度认可较高,但直饮水

改造对居民节水意识的影响有限。
4. 2. 2　 直饮水支付意愿分析

　 　 使用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询问因水质的提升调查对象愿意支付的最

高价格[15-16] 。 直饮水支付意愿赋值情况:增加 5%
以下(赋值 1);增加 5% ~ 10%(赋值 2);增加 10% ~
20%( 赋值 3); 增加 20% ~ 30% ( 赋值 4); 增加

30% ~ 40%(赋值 5);增加 40% ~ 50%(赋值 6);增加

50% ~ 60%(赋值 7);增加 60%以上(赋值 8)。
(1)逐步回归分析

83. 49%的调查对象愿意为直饮水支付一定价

格,对这 177 份样本,使用 SPSS 软件进行“直饮水

支付意愿”逐步回归分析。 经模型自动识别,在问

卷中筛选出月收入、水价收费评价、直饮水改造支持

度这 3 个因素与直饮水支付意愿显著相关。 如表

10 所示,月收入的回归系数为 0. 414( t = 6. 355,p =
0. 000<0. 01),表明月收入显著正向影响直饮水支

付意愿;水价收费评价的回归系数为 - 0. 812 ( t =
-6. 217,p = 0. 000 < 0. 01),表明水价收费评价显著

负向影响直饮水支付意愿;直饮水改造支持度的回

归系数为 0. 327( t= 2. 312,p= 0. 022<0. 05),表明直

饮水改造支持度显著正向影响直饮水支付意愿。 R2

为 0. 464,意味着月收入、水价收费评价、直饮水改

造支持度可以解释直饮水支付意愿 46. 4%的变化

原因。 模型通过 F 检验 (F = 49. 824, p = 0. 000 <
0. 05)说明模型有效。 多重共线性检验(VIF 均小于

5)表明影响因素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2)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调查对象 5 项基本信息为自变量,直饮水支

付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了解各群体

　 　
表 10　 直饮水支付意愿逐步回归分析

Tab. 10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illingness-To-Pay
 

of
 

Tap
 

Water
 

for
 

Direct
 

Drinking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标准误 Beta
t p VIF R2 F

常数 2. 023 0. 827 — 2. 445 0. 015∗ —

月收入 0. 414 0. 065 0. 395 6. 355 0. 000∗∗ 1. 246

水价收费评价 -0. 812 0. 131 -0. 386 -6. 217 0. 000∗∗ 1. 244

直饮水改造支持度 0. 327 0. 141 0. 129 2. 312 0. 022∗ 1. 002

0. 464 F= 49. 824,p= 0. 000∗∗

　 　 注:∗表示 p<0. 05,∗∗表示 p<0. 01

—95—

净　 水　 技　 术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Vol. 41,No. 3,2022

March
 

25th,
 

2022



支付意愿的差别。 如表 11 所示,不同性别样本(F=
3. 657,p = 0. 057)在直饮水支付意愿方面没有表现

出显著性差异;最高学历(F= 10. 276,p = 0. 000)、年
龄(F = 4. 324, p = 0. 002)、上海市居住时长 (F =
10. 298,p= 0. 000)、月收入(F = 18. 602,p = 0. 000)
均对直饮水支付意愿表现出 0. 01 水平显著性。

以年龄作为分组,26 ~ 35 岁、36 ~ 45 岁两个年

龄分层对直饮水的支付意愿较高,为增加 10% ~
20%(增加 0. 35 ~ 0. 7 元 / m3 ) 至增加 20% ~ 30%
(增加 0. 7 ~ 1 元 / m3 ) 。 年龄分组的两极表现出较

低的支付意愿,56 岁以上群体支付意愿最低,线下

采访时部分 56 岁以上受访者表示直饮水改造耗

时过长,对老年群体没有太大实际意义;而部分年

轻务工者表示在上海市没有购房能力,认为自己

并不会因直饮水改造受惠;而部分 26 ~ 45 岁群体

出于对家中婴幼儿健康的考虑,较乐意为直饮水

额外付费。 以最高学历为分组,本科与硕士及以

上学历两个群体对直饮水的支付意愿较高,硕士

组别平均 支 付 意 愿 为 增 加 20% ~ 30% 至 增 加

30% ~ 40%(增加 1 ~ 1. 38 元 / m3 ) ;大专及以下学

历支付意愿较低,支付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呈现一

定的正相关性。 以在上海市居住时长为分组,居
住时长为 5 ~ 10 年群体表现出较高的支付意愿,为
增加 20% ~ 30%至增加 30% ~ 40%;年龄 25 岁以

下且在上海市居住时长两年以下的受访者表现出

较低水平的支付意愿,其中 50%的支付意愿为增

加 5%以下,另有 25%不愿为直饮水额外付费。 以

月收入为分组,随月收入的增长,调查对象的直饮

水支付意愿呈增长趋势,二者为正相关关系,与水

费支出在月收入中占比相符。

表 11　 直饮水支付意愿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 11　 Single

 

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of
 

Willingness-To-Pay
 

of
 

Tap
 

Water
 

for
 

Direct
 

Drinking

问卷题目 选项
直饮水支付意愿

(平均值±标准差) F p

性别 女(n= 97) 2. 66±1. 88 3. 657 0. 057

男(n= 80) 3. 25±2. 23

月收入 3
 

000 元以下(n= 21) 1. 81±1. 17 18. 602 0. 000∗∗

3
 

000~ 5
 

000 元(n= 12) 2. 17±1. 80

5
 

000~ 8
 

000 元(n= 30) 1. 70±1. 18

8
 

000 ~ 10
 

000 元(n= 30) 2. 03±1. 19

10
 

000~ 15
 

000 元(n= 24) 2. 83±1. 49

15
 

000~ 20
 

000 元(n= 32) 3. 63±2. 04

20
 

000~ 30
 

000 元(n= 24) 5. 63±1. 66

30
 

000 元以上(n= 4) 5. 75±3. 30

上海市居住时长 2 年以下(n= 9) 2. 33±2. 12 10. 298 0. 000∗∗

2 年以上,5 年以下(n= 29) 3. 10±2. 08

5 年以上,10 年以下(n= 31) 4. 58±2. 35

10 年以上(n= 108) 2. 45±1. 70

最高学历 高中 / 中专及以下(n= 41) 2. 05±1. 48 10. 276 0. 000∗∗

大专(n= 28) 1. 96±1. 17

本科(n= 91) 3. 33±2. 11

硕士及以上(n= 17) 4. 47±2. 60

年龄 18~ 25 岁(n= 24) 2. 29±1. 49 4. 324 0. 002∗∗

26~ 35 岁(n= 43) 3. 47±2. 05

36~ 45 岁(n= 54) 3. 50±2. 34

46~ 55 岁(n= 34) 2. 35±2. 00

56 岁及以上(n= 22) 2. 05±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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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样本 t 检验

对直饮水支付意愿进行单样本 t 检验,以判断

支付意愿是否与某一具体支付意愿范围有显著性差

异。 如表 12 所示,与数字 3 (增加 10% ~ 20%) 相

比,直饮水支付意愿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p>0. 05),
与之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性。 与数字 2 (增加

5% ~ 10%)和 4(增加 20% ~ 30%)相比,直饮水支付

意愿呈现出显著性(p<0. 05),支付意愿明显高于数

字 2 且低于数字 4。 这说明调查对象对直饮水的支

付意愿平均为增加 10% ~ 20%,即水费增加 0. 35 ~
0. 70 元 / m3;同时,支付意愿众数为增加 5%以下(增
加 0. 17 元 / m3 以下),中位数为增加 5% ~ 10% (增

加 0. 17 ~ 0. 35 元 / m3)。
综上,调查对象对直饮水的支付意愿有限,整体

表 12　 直饮水支付意愿单样本 t 检验
Tab. 12　 One

 

Sample
 

t
 

Test
 

of
 

Willingness-To-Pay
 

of
 

Tap
 

Water
 

for
 

Direct
 

Drinking

支付意愿平均值 对比数字 差值 标准差 Cohen’s
 

d t p

2. 927 1 1. 927 2. 059 0. 936 12. 449 0. 000∗∗

2. 927 2 0. 927 2. 059 0. 450 5. 987 0. 000∗∗

2. 927 3 -0. 073 2. 059 0. 036 -0. 475 0. 636

2. 927 4 -1. 073 2. 059 0. 521 -6. 937 0. 000∗∗

2. 927 5 -2. 073 2. 059 1. 007 -13. 398 0. 000∗∗

支付意愿趋于保守,83. 49%的调查对象愿意为改造

后的直饮水支付更多的水费。 贾国宁等[17] 对广州

市番禺区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对生活

用水水价支付意愿为 2. 11 ~ 2. 23 元 / m3,与当时广

州水价标准(2. 22 元 / m3 ) 相比略微偏低。 可以看

出,居民对传统自来水水价上涨的支付意愿非常有

限,但通过直饮水改造提高居民高品质用水保障而

进行的水价调整,居民支持度较高,也愿意支付更多

的水费。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对象通常偏向于支付

较低费用的心理因素,以及问卷中支付意愿的设计

方式也可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潜在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5. 1　 结论
　 　 (1)居民对直饮水改造的支持度高,居民对于

高品质用水存在普遍需求

79. 24%的居民对直饮水改造呈支持态度,平均

支持度为 4. 17,介于“支持”与“非常支持”,进行自

来水直饮改造以缓解居民用水供需矛盾、为居民提

供更为便捷的高品质用水、保障居民用水安全确有

必要。
(2)居民愿意为直饮水支付更多的水费,但支

付意愿有限

调查对象对直饮水改造呈明显积极态度,
83. 49%的调查对象愿意为改造后的直饮水支付更

多的水费,但支付意愿相对有限,居民对直饮水入户

支付的水价增长整体为 10% ~ 20% ( 水费增加

0. 35 ~ 0. 7 元 / m3 ),愿意支付的水价增长众数为增

加 5%以下(增加 0. 17 元 / m3 以下)。 总体上,居民

支付 意 愿 趋 于 保 守, 愿 意 增 加 的 水 费 大 多 在

1 元 / m3 以下,可能与调查对象心理上认为供水具

有一定公益性有关。 其中,56 岁以上群体以及大专

及以下学历群体支付意愿与其余受访者相比较低。
(3)直饮水支付意愿与月收入、水价收费评价、

直饮水改造支持度显著相关

逐步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月收入、水价收费

评价、直饮水改造支持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414
(p<0. 01)、-0. 812(p<0. 01)、0. 327(p<0. 05),表明

月收入和直饮水改造支持度与直饮水支付意愿存在

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居民对水价收费状况的评价与

直饮水支付意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5. 2　 建议
　 　 (1)合理定价,建立完善的阶梯定量和定价制

度。 按照公平、效率和成本回收原则,充分考虑居民

收入、家庭构成、用水习惯、住房情况等实际因素,结
合居民覆盖面设定水量基数和水价基数,保障和满

足不同群体的用水需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水价承

受能力[18-19] 。
(2)加强节水宣传,培养居民节水意识。 应加大

宣传教育,使居民了解生活用水的基本情况、直饮水

改造的途径与举措。 加强节水宣传,珍惜改造后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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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直饮水,培养居民节水意识,引导节水行为。
(3)信息公开,保障小区居民用水安全。 用户

关心的水质信息为末梢水水质信息,而当前公开水

质信息主要为出厂水与管网水水质信息,两类信息

存在一定差异[20] 。 建议选取居民主要关注的水质

信息,如余氯、菌落总数等指标,推广小区水质在线

监测与信息公开,提供更便捷的水质信息公开渠道

与居民反馈方式,保障用水安全。
5.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针对上海市居住小区自来水直饮的公众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旨在为直饮水改

造的完善提供参考。 但由于疫情管控的影响,未能

直接进入居民小区开展问卷调查,从而难以获取小

区类型(包括小区建造年限、小区房价)等其他潜在

因素对居民直饮水意愿的影响。 今后在条件许可的

情况下,可在加强问卷数量及其代表性的基础上,对
这些潜在的因素开展更为深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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