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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资源管理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裘 华

绍兴市柯桥区水文站 浙江 绍兴 312030

【摘 要】节水不是一道简单的减法题，而是囊括了水资源总量管理、水资源科学配置、全面节约与循环利用、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布局优化调整、生态环境增值及民生福祉提升等多种内涵的综合题。把节水贯穿到经济社

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以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领域和刚性支出预留腾挪空间，以节约

用水扩大发展空间，是持续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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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淡水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求地球村居民

共同履行可持续利用淡水资源的义务和责任。历经近半

个世纪，水资源已然成为“人类最宝贵的共同利益”。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动践行大国

责任，以占全球 6%的淡水资源，保障了全球近 20%的人

口用水，创造了全球 18%以上的经济总量。通过对人与

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中国积极寻求变革，践行“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严

格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在促进水资源保护管理尤其是

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中迈出坚实步伐。2019 年开始

实施的国家节水行动，更是将节水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

民行动，加快推动水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实

施国家节水行动四年来，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初步建

立，节水产业初具规模，非常规水源利用占比进一步增

大，用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明显增

强。有数据表明，我国 2022 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

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较 2015 年下降 33.4%、
50.3%，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0.536 提高到 0.572，
非常规水源利用量由 68.7 亿 m3 扩大到 175 亿 m3，全

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6100 亿 m3 以内。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确定的 2022 年节点主要目

标全面完成。节水是战略，更是行动。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对水资源安全

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我们锚定目标，加速变革，

针对《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确定的 2035 年总体目标，

细化实化措施，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进一步健全节水制度政策，强化体制机制法治管理，充

分发挥节约用水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在建立健全初

始水权分配、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全社会节水制度等方

面上下功夫，推动出台节约用水条例，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推动节水工作。继续加强节水基础研究和应用

技术研究，加快关键节水技术装备研发，强化节水技术

成果转化推广，健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节水标准体

系。同时，不断拓展节水宣传教育，使爱护水、节约水

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和自觉行动。

2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的现实意义

水资源分布的时空和地域的不均衡性，成为制约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合理开发、有效保护水资源、

推行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2.1.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水资源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在促进生态环境保

护、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等方面起着十

分重要的作用。只有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才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2.2.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要把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贯穿于未来的发展理

念中。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的水资源发展思路，做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管理

工作，才能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证。

2.3.促进地区未来高质量发展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科学的社会治理功能，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加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对区域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节水与管理措施

3.1.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继续加强以节水为重点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发展

节水型的工业和服务业。积极发展节水型的产业和企业

是减少用水量增长，增加单位水量产出的最直接最有效

方法。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工业布局是区域节水的宏观

管理措施。

3.2.执行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新建项目严格执行节水“三同时”“四到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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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三同时”即节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四到位”即工业企业要做

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管水制度到位、节水

措施到位。

3.3.加强供水调度，降低供水工程内部水耗和供水管网

漏水

加快老化供水管网改造步伐；优化管网供水压力，

降低管网爆管事故率；积极研究开发检漏、补漏、堵漏

新技术，加强管网的维修管理和漏水监测。

加强节水管理和节水宣传力度，积极开展节水型企

业创建加强节水管理和节水宣传力度，积极开展节水型

企业创建：继续加强按规范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

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设备和器具；加强水务管

理和节水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节水意识。积极开展节

水型企业创建。

3.4.开展计划用水、定额管理

取水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的取水量和取水用途取

用水。管理部门足额计收水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

对超计划用水实行累进加价征收，以促进全社会节约用

水，保障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用水需求。

建设再生水利用工程，扩大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利用

再生水资源，进一步缩减水资源开采使用量。扩大雨水

的间接利用，即通过城市绿地、城市水系、交通道路网

的透水路面、道路两侧专门用于集雨的透水排水沟、生

活小区雨水集蓄利用系统、公共建筑集水入渗系统等入

渗补充地下水。在小区或广场等建设雨水蓄存及处理设

施，将处理后的雨水就近用于景观水体、绿化、道路浇

洒、洗车等生产辅助用水。

3.5.构建完善管理制度

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强化水资源保护，并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管理制度，采取先进的水资源管理理念，优化配

置水资源。充分发挥水利部门作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水资源管理。强化对节约用水管理，为切实解决水

资源紧缺问题，提供制度保障。管理部门要按照环境保

护、污水排放等相关法律作为管理依据，采取法律手段，

加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

3.6.循环用水战略

采取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措施，解决缺水问题，促进

区域的经济发展。例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雨水集

中起来，进行绿化灌溉，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开展大规

模的水利建设时，必须编制水利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实施。从而

减轻因工程建设造成的环境和水资源影响。

3.7.加强工业重点用水户监督

重点工业企业开展水平衡试验，进行用水过程监测，

及时发现用水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可以为制定用水定

额、下达用水指标计划提供依据。鼓励各用水单位主动

进行管道漏损的自检，并及时维修更新漏损的给水管道。

3.8.实行用水定额管理

对自备水源的供水企业，根据用水量限额，制定年

度用水量计划。监督、检测工业用水企业用水量，核对

全年用水量和用水计划，协助和引导各企业单位按照年

度计划节水。

3.9.推进节水转型升级和循环改造

加强节水及水循环设施建设，促进企业间用水串联

和循环利用。在布局规划工业园区时，应统筹规划供排

水、水处理及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优化企业间的用水系

统。加强工业节水，可以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改善水

环境，在保证良好的绿色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是深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坚定不

移贯彻节水优先方针，持续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推

动全社会共同节水，以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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