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城市节水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展改革委、水利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经

济和信息化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委（城市管理局）、发展改革委、

水务局、水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经济和信息化委），海南

省水务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水利局、工业和

信息化局：

加强城市节水工作，是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城市节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部分城市空间布局和

规模与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城市水系统建设的整体性有

待提高，城市供排水基础设施仍需补短板，全社会的节水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为提升城市水资源集约节约水平，提高城市节水系统性，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工作，

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突出新发展理念对城市节水的引领作用，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全面、系统加强城市节水工作，深入推进节水型城市

建设，实现节水、治污、减排相互促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节水优先、系统谋划。把城市节水放在城市发展和水务相关工作的优先位置，

提升城市用水效率。提升城市节水工作的系统性，强化用水总量、用水定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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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效率控制，落实节水减排、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构建自

然健康水循环系统。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本地水资源禀赋和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分区分类

开展城市节水工作，实施差别化节水措施。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落实城市人民政府城市节水工作主体责任。加大宣传

教育力度，培养人民群众节水意识，让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

人的自觉行动。

试点示范、标杆引领。开展试点示范，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探索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城市节水新模式、新机制，以点带面促进城市节水高质量发展。

（三）总体目标。到 2025年，全国城市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深入人心，城市节水制度进一步健全，全国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

控制在 9%以内，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

地区达到 35%以上，黄河流域中下游力争达到 30%。到 2035年，城市发展基本

适配水资源承载能力。

二、构建城市健康水循环体系

（四）形成与水资源水环境相适应的城市规模与布局。坚持以水定城，尊重

地域自然特征和约束条件，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保护山水城格

局，实现水城相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生态环境容量为

基础，合理确定城市规模、空间结构、开发建设密度和强度，优化城市功能布局。

编制实施城市节水规划，并将城市节水要求落实到各领域专项规划中。缺水城市

应当禁止或限制发展高耗水产业，禁止违背自然条件挖湖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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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加大雨水

收集综合利用设施建设力度，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加强城市

吸水、蓄水、净水、释水的能力。城市新区建设和新建项目要落实调蓄空间、雨

水径流和竖向管控等要求，增加下沉式绿地、植草沟、人工湿地、砂石地面和自

然地面等软性透水地面。老城区改造要以解决易涝易淹点和缓解水资源短缺等问

题为导向，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绿地景观、市政道路建设等，因地制宜建设绿色

屋顶、旱溪、干湿塘等滞水渗水设施，提高雨水资源就地消纳、就地利用的水平。

到 2025年，城市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力争达到 40%。

（六）完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强化城市开发建设管控，全面实施生态

修复和功能完善工程，保护和修复山体林地湿地，拓展城市周边雨洪调蓄空间。

统筹城市水系统、绿地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建设，提高城市水资源涵养、蓄积、

净化能力，增加城市内自然蓄水空间，建设蓝绿交织、灰绿相融、连续完整的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加大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利用，多渠道保障城

市水资源可持续供应，构建城市健康水循环。

三、着力提高城市用水效率

（七）推动再生水就近利用、生态利用、循环利用。科学统筹规划城镇污水

处理及再生水利用设施，以现有污水处理厂为基础，合理布局再生水利用基础设

施。结合城市组团式发展，合理设置分布式、小型化、智能化市政生活污水处理

及再生利用设施，并统一纳入市政污水收集、处理及再生利用体系。将再生水用

于生态景观、工业生产、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城市杂用

等领域，减少城市新鲜水取用量和污水外排量。缺水城市特别是水质型缺水城市，

积极推进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等特种行业推广使用循

环用水技术、设备和工艺，优先利用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八）狠抓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因地制宜明确管网漏损治理工程实施方

案，加快实施智能化改造、管网更新改造和管网分区计量等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工

程。指导各地摸清供水管网等设施底数，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基于各种传感器和

物联网的智能化管理系统，监测和精准识别管网漏损点位。结合实施城市更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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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老旧小区改造、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等，对超过合理使用年限、材质落后或受

损失修的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采用先进适用、质量可靠的供水管网管材和柔

性接口。加快推进“一户一表”改造。对市政、绿化、消防、环卫等用水，实行全

面计量管理，禁止“包干用水”。推进供水管网分区计量，逐步实现供水管网的网

格化、精细化管理。建设一批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示范城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管网漏损控制模式。

（九）大力推进工业节水。加强工业企业用水定额管理，开展水效对标达标，

积极应用先进适用节水技术装备，实施节水改造。加大工业利用废水、再生水、

雨水、海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力度，京津冀、黄河流域的缺水城市要推动市政污水

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运营单位与重点用水企业、园区合作，将市政污水、再生水

作为工业用重要水源，减少企业新水取用量，形成产城融合废水高效循环利用新

模式，探索建设可复制推广的试点工程。完善企业用水监测计量体系，提高用水

效率。

（十）推广节水产品（设备）和工艺。开展城市节水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

积极推广技术先进、成熟适用、节水效益显著的节水产品（设备）和工艺，促进

节水技术产业化应用，加快培育和发展高质量节水产品市场。推广普及节水型生

活用水器具，公共建筑必须使用节水器具。推行水效标识制度，对节水潜力大、

适用面广的用水产品实行水效标识管理，扩大产品覆盖品目，打击水效虚标行为，

逐步淘汰水效等级较低产品。

四、加强节水型城市建设

（十一）不断深化节水型城市建设。完善和提升节水型城市评价标准。充分

发挥国家节水型城市对城市节水工作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以建设节水型城市

为抓手，系统提升城市节水工作，缺水城市应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标准要求。将

城市节水相关基础设施改造工作纳入城市更新行动，统筹供水安全保障、海绵城

市建设、黑臭水体治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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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积极推进社会单元节水工作。推动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充分挖掘

企事业单位、社区（小区）等社会单元的节水潜力，有关部门协同推动节水型企

业、节水型单位、节水型社区（小区）建设，推广节水型器具、节水设备和节水

工艺，提高用水效率，筑牢城市节水的社会基础。各地应结合实际，出台鼓励社

会单元节水的政策或措施。结合绿色社区创建行动，充分发挥社区在家庭、单位

等整个社会网络中的纽带作用，推动节水理念、节水方法、节水窍门进社区。广

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与，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五、完善城市节水机制

（十三）加强用水定额管理。强化计划用水与定额管理制度实施，省级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按职责研究制定和完善相关行业用水定额，报同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和质量监督检验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布。各城市全

面推进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

（十四）推进节水“三同时”管理。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节水设施必须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鼓励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加强“三同时”相关信息共享。推动建筑节水，鼓励绿色建筑选用更高节水性

能的节水器具。

（十五）加大宣传教育。充分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全国城市节约用水

宣传周广泛开展城市节水宣传教育，组织节水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等活

动，建立健全城市节水宣传长效机制，积极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进一

步提高城市节水宣传工作实效。

六、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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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落实责任。制定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公用事业方面的节

水制度和具体标准，完善城市节水政策支撑体系。强化统筹，将城市节水工作任

务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主要供水用水单位，形成全社会节水合力。加大投入，

发挥考核引导作用，健全保障措施，形成城市节水长效工作机制。

（十七）完善价格机制。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

源节约、用水需求调节方面的作用，抑制不合理的用水需求。城市供水价格监管

周期原则上为 3年，经测算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到位，价格调整幅

度较大的，可以分步调整到位。放开再生水定价，通过与供水价格形成合理价差，

引导各类用水户提高使用非常规水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十八）强化支持政策落实。积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支持

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对符合条件的节水效益显著、示范效应强、特色突出的城

市节水项目予以补助。落实节水相关增值税、所得税、环境保护税等优惠政策，

进一步引导建设节水市场机制，积极推广合同节水管理，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城市

节水投入，探索更加灵活的合同节水效益分享方式，发展节水服务市场，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活力，不断探索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城市节水的路径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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