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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保护城市水管家模式及其实施路径探索

陈祖军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200335）

摘要：长江沿线城市水业（务）对长江大保护影响重大。基

于当前长江大保护现状和城市环保及工程建设领域的社会

第三方服务模式的发展态势，分析了新发展阶段社会第三方

创新城市治水新模式需求，演绎了社会第三方参与长江沿线

城市水系统建设新模式（即城市水管家）的理论基础；阐明了

城市水管家概念、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确立了城市水管家模

式的基本要素及其框架结构体系；提出了城市水管家模式的

应用条件、实施方式或路径，并探讨了近年来模式应用进展

与实践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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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ity Water-housekeeper 
Mod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ath in 
Great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CHEN　Zujun
（Shanghai Investigation，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China Yangtze Three Gorges Group Co．，Ltd．， Shanghai 200335，
China）

Abstract： City water-industry along Yangtze River has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iver’s great protection. First of 
all， based on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Great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as well a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n the social third-party service in the 
field of c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urba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demand for social third-

party how to explore and innovate a new water-

controlling mode under the new developing stage， is 
analyzed.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n the new mode， i.e. 
city water-housekeeper， for social third-party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water system 
along Yangtze River is studied. Then， the concept as well 
as connotation and basic features for city water-

housekeeper are put forward and clarified. And basic 
element and framework system for the mode of city water-

housekeeper are also established. Finally，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s well as implementation road map for the 
mode of city water-housekeeper within Great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is put forward， and its application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further practical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concerning the mode is discussed.

Key words： Great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environmental housekeeper；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city water-industry；city water-housekeeper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三生

（生产、生活、生态）”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1-2］。众所

周知，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仍然处于资源性或水质

性缺水状态，如何合理利用与有效保护水资源已成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3-5］。长江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可持续

开发利用、保护好长江是炎黄子孙共同且永恒的话

题［6-9］。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

长江沿线 11个省市面积约 205. 23万 km2，占全国的

21. 4%，区域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沿线省市或地区人口增长

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高强度开放开发带来诸多环

境污染现象［10-12］，因此加快实施长江沿线环境治理和

生态保护修复的呼声越来越高。近年来，随着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推广和贯彻落实，国家加大了

流域、区域或城市（镇）生态环境保护修复配套体制

机制改革的力度，包括投融资体制、供给侧结构、社

会资本或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等，陆续出现环保管

家［13-23］、全过程工程咨询［24-28］、公私合作（PPP）［29］等

社会第三方参与治理或管理的组织模式。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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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于长江大保护事业面广、量大、事艰，在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进

高质量发展（即“三新一高”）新形势下，社会第三方

如何进一步推进长江大保护事业，需要不断探索创

新能系统性、综合性、一体化、一站式服务城市治水

的新模式。借鉴近几年来环保管家与全过程工程咨

询等服务模式实践，提出城市水管家模式并对其框

架结构体系及实施路径与实践进展等进行了探索。

1 长江大保护进展及沿线城市水业
（务）发展状况 

1. 1　长江大保护实施进展　

（1）整体成效显著。据国家有关部委统计，近 5
年来沿江 11个省市和有关部门持续推进生态环境

整治，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实践；流

域水质变化显著，其优良断面比例从 2016 年的

82. 3%提高到2019年的91. 7%，劣Ⅴ类水质比例从

2016 年的 3. 5% 下降到 2019 年的 0. 6%；生态环境

也变化明显，城镇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显著提升，

地级及以上城市污水收集管网长度比 2015 年增加

20. 7%，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

（2）社会参与及市场化运作加快。中国长江三峡

集团（下文简称三峡集团）自2018年起积极投身长江

大保护工作，通过组建长江生态环保集团、长江绿色发

展投资基金、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等五大业务协同平

台［13，29］，有效推动长江大保护工作，其他知名社会第三

方也单独或多家组合以积极参与到长江大保护事业中。

（3）服务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近年来随着政

府主管部门职能转变，长江经济带城市水业（务）项

目运作方式已从单一工程总承包方式逐步延伸至

PPP 下的建造-经营-移交（BOT）、移交-经营-移交

（TOT）、委托运营（O&M）等多种类型并存的运作

方式［30］，如目前三峡集团先后推出了“厂网河湖岸一

体”“资本+”的PPP改良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

（EOD）模式等［29-30］。

1. 2　沿线城市水业（务）发展状况与问题　

长江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与沿线每个城市

的水系统治理息息相关，是长江生命共同体。目前，

长江沿线城市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

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1）城市或区域治水系统性不足，“三水”共治所

涉相关部门与行业条块分割突出、统筹协调性不够，

导致“三水”发展不平衡。现有体制机制决定了城市

水务（利）、环保、城建、自然资源与规划等部门对“三

水”管理多各行其道，而跨部门协调往往存在较多瓶

颈或障碍，从而导致“三水”发展实效不理想。

（2）城市“三水”共治普遍存在资金短缺、投入不

足等问题，加之配套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不健全、不

深入，导致城市水业（务）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后劲

乏力。长江中上游城市对“三水”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与发展的财政投入资金往往相对有限，导致相关水

系统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下游城市；当前长江沿线相

当多的城市投融资模式推广应用不充分及配套体制

机制不健全、不深入，也增加了“三水”领域及城市水

业（务）相关发展的窘迫程度。

（3）城市“三水”共治市场化程度还不高，社会第

三方全过程参与城市治水还不够广泛、力度也还不

够大，一体化综合治水服务实体及相关模式还未广

泛形成。如：受传统城建或水业（务）体制机制因素

以及地方保护或相关利益影响，城市“三水”领域市

场化程度还不理想；相关领域尚缺乏类似“环保管

家”能系统性、综合性、一站式解决城市治水痛点难

点问题的有效模式及第三方实体单位，故而影响到

城市水业（务）发展实效。

（4）城市“三水”智慧化共治基础普遍还比较薄

弱。长江沿线城市“三水”领域智慧水管理（管家）体

系不健全，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智慧化赋能程度

普遍不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与程度还比

较低，不利于相关工程咨询、运维及管理的精细化、

精准化服务。

2 城市水管家模式的理论基础及其概
念的提出 

2. 1　城市水管家模式的理论或实践基础　

2. 1. 1　城市建设水系统及其健康水循环理论　

包括防洪除涝、水资源供给（配置）与保护、水生

态环境健康等在内的水安全保障是城市发展与城市

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城市水又具有“自然-社会”二元

特性及其循环规律亦即城市“二元”水循环特征［31-32］。

城市供水、排水、水利、水环境系统［33］构成城市建设

水系统，其为实现城市“二元”水循环的载体；而城市

水业或水务又是承担和促进城市“二元”水健康循环

的人为因素与驱动力，是城市建设水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城市“二元”水循环演变不畅是导致近年来

城市水系统水多（水灾害）、水少（供水危机）、水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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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臭水体）、水浑（水生态及水土流失）等4个“水问

题”或“水危机”的本质原因［34-35］，而其循环演变规律

与相关理论研究则是解决相关“水问题”或“水危机”

的基础。保护和管理好资源水，疏解和管控好灾害

水，治理和维护好环境水，协同与调控好“二元”水健

康循环并全力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是城市水业（务）

或“三水”共治的主要工作与任务。

2. 1. 2　全过程工程咨询模式　

全过程工程咨询采用多种服务方式组合，为项目

决策、实施和运营持续提供局部或整体解决方案以及

管理服务。相关具体服务阶段及其对应内容如图1所
示。按服务内容性质，全过程工程咨询可分为技术咨

询、管理咨询以及两者结合的综合咨询；按服务阶段，

全过程工程咨询可分为全阶段咨询和多阶段咨询。

2. 1. 3　环保管家模式　

2014年《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

（国办发［2014］69号）明确提出探索和培育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新模式，鼓励地方政府引入环境服务公司

开展综合环境服务。2016 年国家环保部环大气

［2016］45号文首次公开明确并权威推行“环保管家”

及其工作模式。2017年8月《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的实施意见》（环规财函［2017］172号）进一步鼓励

第三方治理单位提供环境综合服务，培育企业污染治

理新模式，探索效益共享型环境绩效合同服务模式。

2. 2　城市水管家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与基本特征　

基于 2. 1 节的理论基础，以及统筹长江大保护

“三新一高”的形势要求和沿线城市水业（务）基础设

施补短板、强弱项的内生需求，为更有效地维持好城

市“二元”水良性循环，有必要尽快探索一种系统性、

综合性、一体化、一条龙（或一站式）第三方服务的城

市治水新模式，即城市水管家——一种全托管服务

组织模式。

2. 2. 1　定义与内涵　

城市水管家应为社会或市场第三方实体或单

位，运用其人才、技术、资金、资源等能力或实力，对

某城市或其主管部门（如水务或城建主管部门）、水

业（务）公司、工业园区或经济（技术）开发区（含自贸

区）、大型企事业（集团）单位（即服务主体）等所委托

的某项涉水事务（如城市供水、排水、水利等行业）的

建设与发展任务（即服务客体），就事先约定的某种

服务标的（即达到某种目的、目标或要求），所提供的

一种全托管服务行为与方式。

基于城市水管家的定义与定位，其内涵包括：①
服务客体即为城市某项涉水事务，按照城市建设涉

水系统所属领域，可分为水资源、水环境、水安全、水

生态、水经济、水景观、水文化等“七水”领域，或按其

所属行业，可分为城市供水、排水、水利、水环境等

“四水”行业；②服务客体相关项目或工程所处全生

命周期的阶段，包括规划（含系统技术方案）、勘测设

计、投融资、建设监理、运维、管理等“六阶段（或环

节）”；③服务手段或能力（实力），包括工程、技术、经

济、金融、政策、法律、管理等“七方面”；④服务标的

即为委托方（服务主体）与受托方（即城市水管家）就

城市水业（务）发展规划或计划所达成的、委托实施

的发展内容（任务或项目）以及预期实现的目标（应

包括安全、经济、高效、智慧等“四目标”），并且发展

内容一般为“七水”领域或“四水”行业中跨领域或行

业的事务，或为全生命周期中跨环节或阶段的事务；

图1　全过程工程咨询业务组合［36］

Fig.1　Business combination of whole process engineering consulting[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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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基于服务范围、阶段及任务规模的不同，城市水管

家又可分为：狭义的城市水管家，即社会或市场第三

方实体或单位对城市某个涉水系统（即“七水”领域

或“四水”行业）的单项任务或项目就全生命周期的

某个环节，倚靠特定工程、技术等“七方面”能力所开

展的、能够实现服务标的的服务行为与方式；相对

地，广义的城市水管家则为社会或市场第三方实体

或单位对城市某一个涉水系统中的多项工程任务或

项目在全生命周期的多个乃至全部环节，倚靠“七方

面”综合能力，所开展的、能够实现服务标的的服务

行为与方式。

2. 2. 2　基本特征　

按照系统治水和高质量发展形势所需以及城市水

管家的定位与性质，其基本特征（价值导向）包含：①市

场化、中立化（第三方）服务，为针对某项服务标的而采

取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即由社会第三方实体或单位依

托自身的人力、技术、资金与资源等要件能力或实力中

立化开展的咨询/服务，并按市场经济规律获取对应报

酬；②定制化、靶向化服务，即为根据服务主体特有需

求实施定制式、靶向性的按需服务；③专业化、标准化

（规范化）服务，即对服务的“七水”领域或“四水”行业，

须符合或满足国家与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涉水专业

或行业技术规范以及对应行政主管部门实时的相关规

章、规定或规程；④一体化、系统化服务，即服务要一体

化、系统性地考虑“七水”领域或“四水”行业的相关关

系，统筹委托任务与内容所处的全生命周期相关阶段，

并把握好对应咨询/服务的要求与特点；⑤信息化、智

慧化服务，即涉水服务的相关工作必须满足城市或地

方智慧化发展——“智慧城市”建设的需要，全面实现

智能物联网监测与监控、5G互联网信息传输、大数据

与云平台综合应用、智慧辅助决策与管控等；⑥精细化、

精准化服务，即涉水服务要依托先进、智能与智慧技术

手段，做到相关管理与管控网格化、精细化，实现提质

增效扩能精准、到位。

城市水管家内涵及其实现方式如图2所示。内涵

核心为三维服务体系，分别由服务内容（即服务客体，

含“七水”领域或“四水”行业）、服务阶段（即全生命周

期“六环节”）、服务手段（即“七方面”能力）组成，而三

维体系中的任一服务需求（即咨询/服务任务）可由城

市水管家为外围服务主体（即委托方）按照事先约定的

服务标的开展咨询/服务，以实现相关水业（务）安全、

经济、高效、智慧化运行的服务目标。

3 城市水管家模式基本要素及其框架 

3. 1　基本要素　

根据城市水管家的定义、内涵及其基本特征，其

基本要素应包括服务对象（主客体）、服务宗旨与目

标、服务角色、服务手段与平台、服务类别、服务模式

与形式等方面，如图3所示。

图2　城市水管家内涵及其实现方式

Fig.2　Connotation of city water-housekeeper and its implement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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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1　服务对象（主客体）　

（1）服务主体（即业主或委托方）或范围。按照

主体地理属性，服务主体可分为城市、地区或园区

（如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自贸区等）；按

照主体职能或社会属性，服务主体可分为政府、水业

（务）法人（单位）、其他大型企事业单位。

（2）服务客体（即服务内容或任务）或范畴。服

务客体指对某服务范围与范畴内的全部或某个（项）

涉水事务在全生命周期的“六环节”或某环节的咨

询/服务，其中涉水事务包括前述“七水”领域或“四

水”行业。

3. 1. 2　服务宗旨与目标　

城市水管家的总体服务要求须满足国家和地方

相关涉水事务管理的需要，并符合水生态文明及新

发展理念的时代要求。服务宗旨为：须对服务主体

所委托的涉水发展事务依托水管家服务手段与能力

实现专业化与标准化、一体化与系统化、信息化与智

慧化、精细化与精准化等服务。服务目标为：实现和

保障服务主体的城市水业（务）安全、经济、高效、智

慧化（即“四化”）运营与发展。

3. 1. 3　服务角色或性质　

按照服务主体即委托方或甲方的要求，可以有

2类服务角色：其一为直接承担相关业务的咨询/服
务角色，即根据需要依托“七方面”业务服务能力而

提供“七水”领域或“四水”行业在全生命周期“六环

节”中的单项或任意组合咨询/服务；其二为承担服

务主体与咨询/服务方之间的第三方中介管理服务

角色，即代委托方或甲方实施相关业务咨询的管理

服务。

3. 1. 4　服务手段与平台　

（1）服务手段与能力，即前文内涵中工程、技术

等“七方面”业务手段与能力，应有助于促进相关咨

询/服务实现服务宗旨和服务目标。

（2）服务平台（即智慧水管家平台）指在履行服

务协议中服务手段时所采取的综合性、物理的或虚

拟的技术工具、方法或系统（平台），即智慧水管家平

台，通常应包括以下2项：

其一为管家综合服务平台（综合信息管理平

台），包括对服务对象（即服务主客体、服务领域或行

业及其内容）、服务质量控制体系（即涉水系统相关

图3　城市水管家基本要素

Fig.3　Basic element of city water-housek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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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与规章、技术标准或规范、关键技术指标及 绩效考核指标等）、服务模式与方式等（见图4）。

其二为专用咨询/服务管理平台，即智慧水务“三

网”平台，其构成为：①物联网，对某项涉水事务在其

生命周期或过程中进行监测监控的物理性平台，包括

物理监测监控网络（河网水文水资源监测监控站网、

城市或区域市政供排水系统监测监控网点、水利设施

运行调度监控网）、物理中控设施平台等；②互联网，

对物联网与智联网间相关数据信息实施无缝与有效

对接的传输平台，如5G等虚拟信息网络；③智联网，

实施管家式监管、判别、风险控制预警预报与辅助决

策或指令的终端平台，包括大数据中心及云计算平

台、科技支撑平台、规范标准平台、法律法规与规章文

件的要件平台，以及业务管理服务平台、风控“四预”

（即预警、预报、预案、预演）平台、辅助决策支撑平台

（如仿真模型及辅助决策平台）等。

3. 1. 5　服务类别　

涉水事务在其生命周期或某个环节的服务需求

与内容包括：①咨询/服务，指对全部或某个（项）涉

水事务在全生命周期或某个环节所发生的工程、技

术、经济等“七方面”的咨询或决策服务；②过程管理

或管控服务，指对全部或某个（项）涉水事务在全生

命周期“六环节”或单一环节、阶段所发生的基础管

理或管控服务。

3. 1. 6　服务模式与方式　

（1）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是水管家与服务主体间就服务客体与

服务标的达成的某种服务合作的契约模式，通常现

代水管家涉水事务的服务模式应包括投融资模式、

运维模式、管理模式。投融资模式包括PPP、BOT、

建设-移交（BT）、TOT、BOT+TOT 组合（TBT）、

资产证券化（ABS）等；运维模式包括O&M、管理合

同（MC）、BOT、建设-拥有-运营（BOO）、TOT、改扩

建-运营-移交（ROT）等模式；管理模式包括设计-招

标-建造（DBB）、施工管理承包（CM）、设计-建造模

式（DBM）、项目管理承包（PMC）、设计-采购-施工

（EPC）、EPC+ 运营（O）、项目总控（PC）、合伙

（Partnering）模式等。

（2）服务方式

根据涉水事务的服务范围、领域或行业、内容或

图4　长江大保护城市水管家模式的总体框架

Fig.4　Overall framework of city water-housekeeper mode in the Great Protection of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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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标的、手段与要求、模式等的不同，可采取如下

服务方式：按深度服务可分为基础服务、定制服务、

延伸服务，按空间服务可分常驻服务、巡回服务、远

程服务、协同众包。

3. 2　城市水管家模式的框架结构体系构成　

基于城市水管家内涵及其基本要素与特征，结

合长江大保护在新发展阶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形

势需求，城市水管家服务领域须覆盖城市涉水系统

的供水、排水、水利、水环境（河长制）4个主要行业相

关事务，具体形成城市供水管家、排水管家、水利管

家、水环境管家和水务综合管家（即水务一体化领

域）5个分管家体系。长江大保护城市水管家模式的

总体框架如图 4所示，自上而下由 7个层次构成，即

服务主体、服务客体、管家类别及其服务内容、服务

平台、服务阶段、服务模式、服务方式。第 3层以管

家类别与服务内容为核心，由第三方服务实体（即中

介服务机构或组织）作用于第1层（政府或其他企事

业单位）和第 2层（城市水业服务系统），并以第 7层

的服务方式和第 6层的服务模式在第 5层的服务阶

段（即“六环节”）上依托第 4层的服务平台（即物联

网、互联网和智联网等“三网”）实施城市水管家系统

服务，履行服务主体（即委托方）涉水系统建设和发

展相关标的，实现城市水业（务）安全、经济、高效、智

慧化运行，促进长江大保护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战

略任务。

4 长江大保护城市水管家模式的应用
探索与实施进展 

4. 1　模式应用条件要求　

城市水管家模式在长江大保护中实施的基本条

件包括：①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并肩负长江大保

护国家战略任务与责任要求；②面临城市新发展阶

段高质量发展形势和城市市民对不断增长的城市美

好“三生”环境需求的双重压力，对改善城市水生态

环境及提档升级涉水系统基础设施能力有强大需

求；③城市经济发展形势不乐观，公共财政支持城市

涉水系统建设能力有限，急需引进社会资本或第三

方力量参与，包括多元投融资模式；④具有加强与加

快城市涉水公益基础设施供给侧的市场经济体制机

制改革发展的内生需求，包括开展城市水价、水费、

水权及排污权等相关机制改革意愿与相关措施到

位，为健全“使用者付费”机制、促进市场化服务良性

发展奠定基础条件。

4. 2　模式应用方式与路径探索　

（1）城市水业（务）发展状况问诊。调研长江经

济带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及城市水业（务）建设基

本情况，明确相关城市水系统中“六环节”重点关注

与亟待解决的痛点与瓶颈，分析发展形势和发展需

求，研究城市水业（务）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

重点。

（2）服务标的与模式构想。协调城市发展改革、

水务（利）与城建等政府部门，以城市水业（务）问题

导向、需求导向为基础，举荐城市水管家模式并践行

地方水业（务）一体化、多元化、一条龙式的全托管服

务，谋划相关服务标的与模式。

（3）服务内容与服务体系构建。以服务标的为

准绳，系统分析与谋划城市水管家的服务内容，构建

城市水管家“四水”或“某水”服务体系，包括“六环

节”全生命周期的相关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智慧平

台、服务模式等。

（4）模式商务洽谈及服务实体（平台）筹建。就2
种服务实体方式之一开展洽谈与构建：其一，完全以

社会第三方建立城市水管家平台，独立实施水管家

相关标的服务；其二，以社会第三方和城市水业（务）

或其管理单位合资合股，形成共建的城市水管家服

务平台（公司），共同实行实施水管家相关标的服务。

（5）服务任务筹划及服务项目推进。社会第三

方独立或与城市水业（务）主管部门联合共建城市水

管家服务平台（公司）后，以实体单位形式深入开展

城市水业服务任务的详细策划，包括“四水”行业“六

环节”任务，形成项目清单及项目推进计划；结合总

体目标，研究确定相关领域的建设规模、时间、要求、

投资计划等。

（6）配套体制机制健全。协调推进城市价格机

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水业（务）科学合理的水权及

水价（费）形成机制。协调推进政府与政策保障机制

改革，内容包括水系统基础水情数据与信息共享、相

关水业（务）职能授权、财税金融支持政策与机制制

度等。建立健全城市水管家平台或实体自身实施保

障机制，内容包括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人才保障、制

度保障等。

4. 3　应用案例及进一步实践推广的思考　

4. 3. 1　应用案例进展　

（1）组合推进进展。2021年以来，作为社会第三

方服务典型代表的三峡集团，为进一步创新长江沿

线城市水系统及水环境共建共治模式，率先推进了

“城市水管家”和“综合能源管家”模式，并先后与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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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宜昌、九江、芜湖等23个长江沿线城市（区县）签

订“双管家”协议［36］，共同探索长江大保护治理新模

式新机制（2. 0版），以促进长江大保护与清洁能源融

合发展。目前，以岳阳、九江、衡阳为典型的相关城

市“双管家”模式进展顺利并初具较好效果，为相关

城市涉水系统调度与调控管理、绿色低碳发展等发

挥了重要作用。

（2）典型案例进展。岳阳市是长江大保护首批

引入市场化即第三方参与水环境治理保护的4个试

点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其第三方运作或应用（城市水

管家模式实践）大致为以下三阶段：

初级版阶段。自2018年起，市政府基于该市管

网配套滞后、污水收集率低的水环境治理“痛点”，主

动与三峡集团洽谈，以流域打包、系统治理和“厂网

河（湖）岸一体”治理模式，建立政企合作水环境综合

治理平台公司即城市水管家初级版，实施部分涉水

事务的一体化治理，历经3年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城市水安全、水资源等问

题依旧突出，原水输送、制水售水、污水处理和回用、

河流湖泊等城市水系统管理格局仍较分散，尚未形

成共治合力，治水成本依然很高、效率还比较低。

加强版阶段。为综合考虑岳阳市财政压力及城

市水管家模式的可持续性，2021年以来双方加快探

索地方水系统建设价格机制改革及推行三峡特色的

“综合能源管家”模式［37］，即建立“使用者（或污染者）

付费”机制和地方（企业）能源管家一体化经营或管

理模式，以形成能源集约高效、水业价格改革支持与

城市水管家经营报酬的良性互补机制与模式。目

前，相关合作与改革进展顺利，其综合效果必将有力

促进岳阳市水系统与能源系统保障的“双赢”。

升级版阶段。为统筹岳阳市管网缺陷大、资金

需求大、财政承压大、城市水环境运管碎片化等“卡

脖子”问题，三峡集团于 2021 年 7 月推出全部城区

“城市智慧水管家”模式（城市水管家 2. 0版），并在

岳阳城市水管家平台公司内示范运作，由此该市率

先真正迈进治水新阶段，城市水系统的水源地-水

厂、水厂-用水端、用水端-污水厂（尾水排放）、河湖生

态治理、城市防洪排涝等环节（过程）以“水管家”模

式统一纳入“全要素、全周期、一体化、一站式”城市

智慧水管家管控。目前，岳阳市智慧水管家平台正

在抓紧建设中，按计划 2022 年将初步实现“全面感

知-科学评估-智能预警-调度决策”的城市水系统闭

环管理，届时该平台将为“水管家”对全市水业全托

管服务提供科技与智慧支撑，为该市共抓长江大保

护事业插上“智慧翅膀”，同时该市也将成为长江经

济带“城市智慧水管家”首个试点和示范城市。

4. 3. 2　应用推广思考　

基于社会第三方代表的三峡集团充分利用自身

绿色能源发展的优势和作为长江大保护企业参与主

力军的定位，率先采用“双管家”模式，以综合能源管

家合理盈利来弥补城市水管家中城市涉水公益性基

础设施建设与运维服务的投融资不足，不失为今后

有助于长江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模式、新途

径，未来可进一步拓展长江沿线城市“双模式”实践。

近年来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

题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流域大保护、大治理

以及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也被提上议事日

程并加快相关方案的顶层设计。有鉴于黄河沿线城

市水系统建设及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长江沿线城市或

地区的相关工作具有较大相似性，即两江（河）大保

护大治理特点、性质与内容接近，由此长江大保护城

市水管家模式也可以在黄河大保护中予以推广应用

并发挥应有作用。

5 结语 

基于新时期环保管家和全过程工程咨询等社会

第三方服务组织模式与实践，以及长江大保护形势、

进展和存在问题，结合长江大保护“三新一高”发展新

形势、新需求，对社会第三方参与长江沿线城市治水

新模式即城市水管家进行探索，明晰了其理论基础；

提出了城市水管家的概念，阐释了其内涵及基本要

素，进而系统构建了城市水管家模式的结构体系；最

后，对城市水管家模式应用的基本条件和应用方式或

路线图方案进行了探索，对近年来社会第三方典型代

表三峡集团在长江沿线城市治水实践中的模式应用

进展进行了剖析（以岳阳市为例），并对其“城市水管

家”及“综合能源管家”双模式的实践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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