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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民节水行动计划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量较低，供需矛盾突

出，加之受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水资源短

缺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制约，高效合理利用

水资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实施

全民节水行动计划，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领域，城镇、乡

村、社区、家庭等各层面，生产、生活、消费等各环节，通过加

强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全社会深入、

持久、自觉的行动，以高效的水资源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一、农业节水增产行动

（一）优化调整种植业结构。充分考虑水资源禀赋条件，优

化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在严重缺水的地下水漏斗区开展休耕试点，

严格限制种植高耗水农作物，鼓励种植耗水少、附加值高的农作

物。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优先种植需肥需药量低、环境效益突出

的农作物。控制或压缩华北、西北等地下水超采区种植面积，鼓

励华北、西北地区种植耐旱作物，适当调减东北地区高耗水作物

种植面积。

（二）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在旱作区，充分利用自然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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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突出农艺节水与工程节水措施集成配套，积极发展集雨节灌，

大力推广覆盖保墒、膜下滴灌、保护性耕作等技术，开展土壤水

库、集水窖池和设施棚面集雨等工程建设。结合灌溉设施建设水

肥一体化等技术，提高水肥资源利用效率。到 2020年，全国水

肥一体化技术推广面积达到 1.5亿亩。

（三）发展农业节水灌溉。加快大中型灌排骨干工程建设与

配套改造，开展灌区现代化改造试点，加强田间渠系配套、“五

小水利”工程、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等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完

善农田灌排工程体系。因地制宜普及推广喷灌、微灌等先进适用

节水灌溉技术，全面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缺水地区大

型及重点中型灌区和井灌区率先达到国家节水灌溉技术标准要

求。推行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推行农业水价综合

改革，健全农业节水倒逼和激励机制。到 2020年，完成大型灌

区和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任务，全国节水灌溉

工程面积达到 7亿亩左右。

（四）完善养殖业节水配套建设。加快牧区水利建设，配套

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饲草基地。实施规模化养殖场的标准化建设和

改造工程，畜禽养殖场要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用设

施。散养密集区要实施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开展废水适度

再生利用试点。

二、工业节水增效行动

（一）优化高耗水行业空间布局。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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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水资源条件，确定产业发展重点与布局。在生态脆弱地区、

严重缺水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控新上

或扩建高耗水、高污染项目。推动高耗水行业沿江、沿海布局，

并向工业园区集中。

（二）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将用水效率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

重要依据，加快建设节水型企业，在缺水地区严格限制高耗水行

业增长。制定国家关于工业用水技术、工艺、产品和设备的鼓励

和淘汰目录。推动企业通过整体设计、过程控制和深化管理，挖

掘节水潜力，提升用水效率，开展水效对标达标改造。到 2020

年，规模以上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1%以上，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下降到 48立方米以下。

（三）加强工业节水管理。根据水资源赋存情况和水资源管

理要求，科学制定工业行业的用水定额，逐步降低产品用水单耗。

探索建立用水超定额产能的淘汰制度，倒逼企业提高节水能力。

完善企业节水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

健全企业节水管理机构和人员，实施企业内部节水评价，加强节

水目标责任管理和考核。加快智能水表推广使用，鼓励重点监控

用水企业建立用水量在线采集、实时监测的管控系统。

三、城镇节水降损行动

（一）推行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改造。科学制定和实施供水管

网改造技术方案，完善供水管网检漏制度，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

行的监督管理。对受损失修、材质落后和使用年限超过 5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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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管网进行改造，到 2020年，在 100个城市开展分区计量、

漏损节水改造，完成供水管网改造工程规模约 7万公里，全国公

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以内。

（二）推动重点高耗水服务业节水。推进餐饮、宾馆、娱乐

等行业实施节水技术改造，在安全合理的前提下，积极采用中水

和循环用水技术、设备。各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特种用水范

围，执行特种用水价格。

（三）实施建筑节水。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民用建筑集中热

水系统要采取水循环措施，限期改造不符合无效热水流出时间标

准要求的热水系统。2018年起大型新建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资的

住宅建筑应安装建筑中水设施。鼓励居民住宅使用建筑中水，将

洗衣、洗浴和生活杂用等污染较轻的灰水收集并经适当处理后，

循序用于冲厕。新建公共建筑必须采用节水器具，在新建小区中

鼓励居民优先选用节水器具。

（四）开展园林绿化节水。城市园林绿化要选用节水耐旱型

树木、花草，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加强公园绿地雨

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利用设施建设，严格控制灌溉和景观用

水。

（五）全面建设节水型城市。强化规划引领，在城市总体规

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城市节水要求，以水定产、以水定城。

实施城镇节水综合改造，全面推进污水再生利用和雨水资源化利

用。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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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节水评价标准》（II级及以上）标准要求。

四、缺水地区节水率先行动

（一）严格水资源刚性约束。以县域为单元开展水资源承载

能力评价，建立预警体系，发布预警信息。加强相关规划和项目

建设布局水资源论证工作，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公共供水管网内的用水大户，实行

计划用水管理。建立健全计划用水和节水统计制度。严格用水定

额管理，实施节水设施‘三同时’管理。

（二）完善节水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和管

理能力提升工程，在北京、天津等地区率先推行供水管网独立分

区计量管理（DMA），到 2020年，缺水地区城市管网漏损率必

须控制到 10%以下。强化用水检测计量，提高用水计量器具配备

率，缺水城市对使用自来水的市政杂用、园林绿化、消防等领域

实现装表计量。

（三）加快推进水价改革。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

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严格

执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和特殊行业用水水价政

策，全面落实居民用水阶梯水价政策，完善适时调整机制，健全

农村生活用水价格管理机制。

（四）积极利用非常规水源。在建设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时，

应预留再生处理设施空间，根据再生水用户布局配套再生储存和

输配设施。加快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提标改造，增加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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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利用规模。应在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

工、生态景观等领域优先使用再生水。到 2020年缺水城市再生

水利用率达到 20%以上，京津冀区域达到 30%以上。沿海缺水城

市和海岛，要将海水淡化作为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战略储备。在

有条件的城市，加快推进海水淡化水作为生活用水补充水源，鼓

励地方支持主要为市政供水的海水淡化项目，实施海岛海水淡化

示范工程。推进海绵城市建设，降低硬覆盖率，提升地面蓄水、

渗水和涵养水源能力。到 202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

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

（五）推进苦咸水水质改良工程。重点在陕西洛河（吴旗段）、

甘肃环江河（庆阳段）、新疆塔里木河、宁夏苦水河等流域开展

河水淡化工程应用。在甘肃陇东地区、河西地区、新疆和田地区、

若羌地区、内蒙古北部高原等区域开展地下苦咸水淡化、高氟水

处理工程建设。推进苦咸水地区饮用水水质改良工程，基本保证

苦咸水地区用水安全。

五、产业园区节水减污行动

（一）构建有利于水循环的园区产业体系。将节水及水循环

利用作为园区资源循环化改造的重要内容。鼓励入园企业开展企

业间的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建立园区企

业间循环、集约用水产业体系。在大涌水量矿区，严格水资源论

证，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将矿井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在满足

煤矿用水的基础上，供给矿区周边工业企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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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园区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率。新建园区必须规划

建立适当的供排水、水处理及梯级循环利用设施，工业废水必须

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要求方可进入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园区供、

排水监测，提高园区污水处理市场化程度，搭建园区节水、废水

处理及资源化专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和服务平台，推动节水型工

业园区建设。

六、节水产品推广普及行动

（一）建立用水效率标识制度。研究出台用水效率标识管理

办法，对节水潜力大、适用面广的用水产品实行用水效率标识制

度。依据水效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产品水效检测，确定产品水

效等级。制定并公布水效标识产品目录和水效标识实施规则，强

制列入目录的产品标注统一的水效标识。

（二）推广节水产品认证。加强节水评价标准与认证技术规

范的研究，增加节水产品认证覆盖范围。加大节水产品认证的管

理与采信力度，扩大政府采购清单中节水产品的类别。选择部分

节水效果显著、性能比较成熟的获证产品予以优先或强制采购。

（三）实施高效节水产品“以旧换新”。制定和实施坐便器、

水嘴、洗衣机等用水产品“以旧换新”政策，结合水效标识管理

办法和水效国家强制性标准，推动非节水型产品换装改造。鼓励

生产厂家开展“以旧换新”活动，鼓励地方政府投入专项资金，

激励用水户和生产企业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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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节水产业培育行动

（一）推行合同节水管理。以节水效益分享、节水效果保证、

用水费用托管为模式，在公共机构、高耗水工业、高耗水服务业、

高效节水灌溉等领域，率先推行合同节水管理，鼓励专业化服务

公司通过募集资本、集成技术，为用水单位提供节水改造和管理，

形成基于市场机制的节水服务模式。鼓励节水服务企业整合市场

资源要素，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大型现代节水

服务企业。探索工业水循环利用设施、集中建筑中水设施委托运

营服务机制。

（二）推进节水技术装备研发及产业化。2017 年底前修订

完善节水技术政策大纲，推动节水技术进步。整合科技资源开展

专项攻关，建立综合节水理论与方法，研发一批先进适用的节水

新技术与新产品，提高节水关键技术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建立“节

水适用技术成果库”。积极开展节水技术、产品的评估及推荐服

务，鼓励形成节水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成果转化应用，大力

推广成熟高效的节水工艺技术和设备产业化，支持节水产品设备

制造。修订并完善农机购置补贴目录，扩大节水灌溉设备购置补

贴范围。推动用水精确测量、计量传感器及相关配套设备开发及

产业化。

八、公共机构节水行动

（一）积极开展公共机构节水改造。完善用水计量器具配备，

推进用水分户分项计量，在高等院校、公立医院推广用水计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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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推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鼓励采用合同节水

管理模式实施节水改造，提高节水器具使用率，强制或优先采购

列入政府采购清单的节水产品。

（二）加强公共机构节水管理。完善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章

制度，严格用水设施设备日常管理，杜绝跑冒滴漏。开展节水培

训，提高公共机构干部职工及用水管理人员的节水意识和能力。

建立完善考核奖励体系。加强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开展节水型单

位和节水标杆单位建设。

九、节水监管提升行动

（一）严格用水强度管理。把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逐级分解到省、

市、县三级行政区，明确区域用水强度控制要求。健全节水标准

体系，严格用水定额和计划管理，强化行业和产品用水强度控制。

按照各地用水强度控制要求，编制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

划和行业节水规划，并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开展

节水型社会综合示范，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缺水地区率先

达到节水型社会建设标准。

（二）严格节水考核和执法监管。逐级建立用水强度控制目

标责任制，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全面实施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对严重缺水地区，突出节水考核要

求，严格责任追究。建立节水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加大执法力度，

严厉查处违法取用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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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民节水宣传行动

（一）广泛开展节水宣传。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结合“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开展深度采访、

典型报道等节水宣传，提高民众节水忧患意识。加大微博、微信、

手机报等新媒体节水新闻报道力度。开展“节水在路上”主题宣

传和节水护水志愿服务活动。

（二）加强节水教育培训。在学校开展节水和‘洁水’教育。

组织开展水情教育员、节水辅导员培训和节水课堂、主题班会、

学校节水行动等中小学节水教育社会实践活动。推进节水教育社

会实践基地建设工作。举办节水培训班，加强对市、县级节水管

理队伍的培训。

（三）倡导节水行为。组织节水型居民小区评选，组织居民

小区、家庭定期开展参与性、体验性的群众创建活动。通过政策

引导和资金扶持，组织高效节水型生活用水产品走进社区，鼓励

百姓购买使用节水产品。开展节水义务志愿者服务，推广普及节

水科普知识和产品。制作和宣传生活节水指南手册，鼓励家庭实

现一水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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