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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国经贸资源[2000]1015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

委）、水利厅、建设厅、科技厅（科委）、环保局（厅）、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国务院

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缓解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遏制水环境恶化的势头，促进工

业经济与水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的意见》，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并于 2001 年 2 月 28 日前将贯彻落实情况分别报

送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 

为缓解我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遏制水环境恶化的势头，促进工业经济与水资源和环境的协

调发展，必须加强工业节水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认识工业节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节流优先，治污为本，提高用水效率”

作为工业节水工作的指导方针 

（一）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要加

强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科学利用，努力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

界人均水平的 1/4。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期，工业用水大幅度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将

更加突出，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做好工业节水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工业节水工作，以保证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水污染形势严峻，大量工业废水直接排放是造成水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目前工业取

水量占全国总取水量的 20%，工业排放的废水量约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49%，绝大多数有毒有

害物质都随工业废水排入水体，致使许多城镇的饮用水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部分水源

被迫弃用，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加强工业节水不仅可以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还可减少

废水排放，改善水环境，“节流减污”是工业企业污染防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三）我国一方面水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却浪费严重，工业用水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与

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悬殊，国内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差距也较大，跑冒滴漏等严重

浪费水的现象普遍存在，工业节水潜力很大。 

二、2000-2010 年工业节水的总体目标 

工业取水年增长率：按照国家水资源供需状况和全国节水总体目标，在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

10%左右的情况下，取水量增长控制在 1.2%。 

重复利用率：从目前的 50%左右提高到 2005 年的 60%；2010 年达到 65%。 

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从目前的 340 立方米下降到 2005 年 170 立方米，2010 年降到 120

立方米。 

在重点抓好火力发电、纺织、石油化工、造纸、冶金等高耗水行业的节水工作的同时，对全

部工业企业的节水工作实施指导，全面推进节水型企业建设。 

三、依靠技术进步，完善监控体系，提高工业用水效率 

（一）根据水资源条件和行业特点，合理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优化配置水资源。

各地区尤其是缺水地区，要严格限制新上高耗水项目，禁止引进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项目。

要制定限制高耗水项目目录及淘汰落后高耗水工艺和高耗水设备目录。 

（二）加快节水技术和节水设备、器具及污水处理设备的研究开发。要针对高耗水行业和企

业存在的问题，组织科技攻关。重点节水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应列入国家和地方重点技术创

新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 

（三）大力推广工业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下大力气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特别是高耗水的工业企业，要增加节水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 

（四）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废水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实现废水资源化，鼓励综合利用

海水、微咸水等非传统水资源。 



（五）要加快建立节水标准体系、节水技术开发推广体系和节水设备、节水器具的研制生产

体系，培育和发展节水产业。 

（六）要建立并实行新建、改扩建工业项目的“三同时、四到位”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即工业节水设备必须与工业主体工程同时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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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措施到位、管水制度到位。对不

执行“三同时、四到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工业项目和企业，有关部门不予批准立项，银

行不予贷款，供水部门不予供水。 

（七）新建和改扩建工业项目，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当包括用水、节水方案。要逐

步建立和实施工业项目用水、节水评估和审核制度。 

四、建立工业节水激励机制 

（一）要通过财政补助、减免有关事业性收费等政策，鼓励和支持节水技术改造和废水回用。

工业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1999]290

号文件有关规定，抵减当年新增所得税。对于以废水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可以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1994]001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减免所得税 5 年。 

（二）根据“取之于水、用之于水”的原则，从水资源费、超计划加价水费等收费中提取一定

比例资金，用于工业节水关键技术示范推广、技术改造贴息等。 

（三）发布工业节水技术改造投资导向目录，用以推动用水器具生产企业及现有高耗水行业

的节水技术改造。 

（四）建立节水器具和节水设备的认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清理整顿节水器具的生产及流

通市场，扩大节水产品的市场份额。 

（五）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有利于节水工作的奖

惩措施。 

五、加强对工业节水工作的领导，强化工业节水的基础工作 

（一）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工业节水工作。各地经贸委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会同有关部门，切实做好这项工作。部分缺水地区要加大工作力度，并结合实际，制定高于

全国工业节水总体目标的指标。 

（二）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特点，组织开展工业节水专项研究，编制

地区、行业的工业节水中长期规划及节水技术导则，组织修订工业用水定额。 

（三）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国家、地方和行业的节水规划及工业用水定额的要求，对高

耗水、高污染行业的重点企业进行监督和考核，促进企业落实节水措施，全面提高工业用水

效率。要以创建节水型工业企业为目标，积极开展企业节约用水活动。 

（四）各工业企业特别是高耗水企业要根据国家、地方及行业节水规划制定企业节水计划、

节水目标，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节水措施。通过加强管理，挖掘节水潜力，适时开展水平衡测

试，减少“跑、冒、滴、漏”。 

（五）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及各工业企业，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工业节水的方针政策和对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意义。及时总结和推广节水企业的先进经验，按照行业和企业特点因地制宜地开

展节水管理和节水技术交流活动，提高企业节水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抄报：国务院办公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