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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任务来源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编制任务由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和甘肃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于 2014 年下达。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兰州大学；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侯宗东。 

2、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明确提出“国家厉行节约用水，大力推行节约用水

措施，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艺，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城

市节水型社会。”2001 年我国《“十五”规划》首次提出建设城市节水型社会。 

自 2003年以来，水利部建设了 100个全国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和 200

个省级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形成了全国试点和省级试点之间相互促进、共

同发展的格局。试点建设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了适合当地实际的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途径和建设模式，带动了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向深层

次、全方位的发展。 

2006 年，全国发改委、水利部、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十

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时期，围绕以水资源总量控制与额定管理为核心的

水资源管理体系、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

高效利用的工程技术体系、公众自觉节水的行为规范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用水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全社会的节水

意识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调控、公众参与的城市节水型社会运

行机制，为全面建设城市节水型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时期。国

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

点，把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把建

设城市节水型社会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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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2012 年 1月 20 日，水利部印发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确

定了到 2015年各方面的总体目标，同时各省区都制定了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十

二五”规划，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正在全面推进。2017年 1月，发改委印发《节

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从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节水降耗机制，激活市

场活力，促发节水内生动力，加强科技创新，鼓励节水产业发展，强化监管考核，

规范用水节水行为，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节水意识等方面确立了建设重点任

务，同时，明确了农业、工业、城镇节水、非常规水源利用等重点领域的建设要

求。 

制定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建立适合甘肃省特点，可行、可靠的城

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对我省城市节水型社会管理制度体系建设，规范节

水评价与分析，对实现我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3、编制目的 

各省市、州（县）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均取得积极进展，但由于国内各省市、

州（县）对于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依据地方不同环境制定的相应规范，建立适

应甘肃省特点、可行、可靠的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对甘肃省城市节水

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4、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4.1美国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美国进行系统的节水是在上世纪 60年代美国干旱时期，纵观美国节水制度，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建立一套强有力的水资源宏观管理机制推进节水工作； 

（2）建立一套强有力的法律与政策来保障水资源的节约和水资源污染的防

治； 

（3）将供水以招标的方式落实到各个供水机构，因而不同的供水机构也可

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水价模式。 

4.2以色列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沿岸，约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沙漠，在探索城市节水型

社会建设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1）制定了非常完善的节水法律制度；注重水污染防治，实行了严格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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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制度； 

（2）建立了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形成了一套节水技术推广及奖励体系。 

4.3日本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日本作为一个太平洋岛国，降水量较为充沛但季节分布较不均衡，加上其狭

长的地形，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较大。为此，日本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快

建设城市节水型社会： 

（1）日本水资源管理体制主要采用多管齐下的模式，多部门分工，实现执

法和监督； 

（2）日本的节水管理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以此来制约和规范全国范围内的

水事活动； 

（3）对于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用水定额并且限制用水量；对超量企业实行

加价的水费制度。 

4.4新加坡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新加坡是一个淡水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给我们提供

了诸多借鉴： 

（1）新加坡建立了专门的节水基金专项制度； 

（2）新加坡实施了供水申请许可制度； 

（3）新加坡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用水审计制度。 

4.5我国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建设“城市节水型社会”的规划提出之后，

许多学者将节水与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这

些研究分类来看主要从经济学方面、法律制度方面以及机制体制方面进行。 

从经济学方面对城市节水型社会的研究有： 

（1）  张雨, 关彬, 张洪亮. 德州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期间经济效益分析

[J]. 中国水利,2015(1)：30-31. 

（2）  夏继红, 詹红丽. 节水型社会水市场特征及其形成条件[J]. 节水灌溉, 

2007(6):4-6.  

（3）  陆益龙. 水权水市场制度与节水型社会的建设[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7):94-100. 



4 

 

从法律制度方面对城市节水型社会的研究有： 

（1）  蔡守秋, 吴贤静. 论节水型社会的法律框架[J]. 中国水利, 

2005(13):50-52. 

（2）  顾向一. 我国节水立法模式选择探讨[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08, 10(3):64-68. 

（3）  陆益龙. 节水型社会核心制度体系的结构及建设[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1(3):45-49. 

从体制机制方面对城市节水型社会的研究有： 

（1）  宫莹, 阮晓红. 关于创建节水型城市的探讨[J]. 四川环境, 2003, 

22(2):43-45. 

（2）  冯金鹏, 杜斌.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研究[J]. 吉林水利, 

2006(3):24-28. 

（3）  陈康宁, 王建华, 赵勇,等. 地方节水型社会制度体系的框架[J]. 中国

水利, 2012(5):22-26. 

从水权方面对城市节水型社会的研究有： 

（1）  崔建远. 水权转让的法律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5):40-50. 

（2）  沈满洪. 论水权交易与交易成本[J]. 人民黄河, 2004, 26(7):19-22. 

（3）  黄锡生, 黄金平. 水权交易理论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1(1):111-114. 

近年来，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所带来的城市居民、企业等社会群体节水意识

和行为水平的变化有目共睹，但不同的地方对于节水要求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

节水生产方式的推广和节水器具的采用方面、推广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提高执

法和监督检查力度等方面仍旧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行业的要求不明确

等问题比较严重，如何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成为目前的关

注点。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我国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完善，一

方面需要建立和发展更为系统、科学、规范的节水体系；另一方面，应实现城市

节水型社会建设制度的动态评估，从而为我国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践提供科

技支撑与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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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编制过程 

编制组在接受《城市节水型社会技术规范》甘肃省地方标准项目立项后，调

查学习了国内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标准等文献后，在综

合分析各省市试点节水政策规划的基础上，分析比较成果与不足，结合甘肃省内

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相关机制体制，并在工业、生活、服务业等方面开展城市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开展了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编制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编制过程 

2014 年 7月至 9 月，由兰州大学标准编制组召开了《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

技术规范》的开题会议，会议就该标准制定原则、标准框架、主要内容和具体工

作承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开展了相关资料的查阅和调研工作，进行资料学习，

确立了工作框架。 

2014 年 9月至 12 月，编制组深入工业、服务业等行业了解用水节水现状，

并严格参考国家、地方相关要求，确定了标准的基本内容。 

2014 年 12月至 2015年 9月，通过各行业类别摸底调查，进行成果评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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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 

2015 年 9月至 2016 年 12月，形成《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初稿，

针对初稿的内容向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及行业专家征求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初稿进行针对性的修改和完善。 

2016 年 12月至 2018年 5月，根据专家组所提意见，在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的支持下，对部分试点的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开展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对《城市

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规范》进行完善。 

6、适用范围 

本次编写着重对甘肃省的总体用水节水、各行业用水节水状况进行研究，提

出相应的标准要求，规范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技术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甘肃省各市、州（县）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原则、内容及要

求，适用于甘肃省各市、州（县）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7、指导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关于全面开展创建节水型城市活动的通知》、

《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等有关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各项方针、政

策、相关法律法规，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集全社会之力，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

力变革，在全省实现水资源的科学配置、永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8、标准编制依据和参考资料 

8.1标准主要编制依据 

[1]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2]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用量标准（GB/T50331） 

[3]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7119） 

[4]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 

[5]  节水型社区评价导则（GB/T26928） 

[6]  服务业节水型单位评价导则（GB/T26922） 

[7]  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18870） 

[8]  城市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GB/T28284） 

[9]  取水定额（GB/T18916） 

[10]  城市节水评价标准（GB/T5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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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24789） 

[12]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322） 

[13]  工业企业水量平衡测试方法（CJ/41） 

[14]  工业用水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CJ/42） 

[15]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T164） 

[16]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 

[17]  《关于全面开展创建节水型城市活动的通知》（建城[2004] 115号） 

[18]  《城市节水工作指南》（建城 [2016] 251 号） 

[19]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 号） 

[20]  《全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 8号） 

[21]  《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建城[2012] 57 号） 

[22]  《甘肃省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指导意见》 

8.2标准主要参考资料 

[1]  栾慕, 刘俊, 库勒江·多斯江,等. 滨江城市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J]. 人民长江, 2016, 47(16):30-34. 

[2]  张玉. 奇台三措施建设节水型社会[J]. 水政水资源, 2017(4):77-77. 

[3]  吕丽敏. 建设高效节水型社会体系策略研究[J]. 中华建设, 

2017(4):84-85.  

[4]  刘景龙. 节水型社会建设中水资源的利用问题[J]. 中国科技投资, 

2017(27).  

[5]  才庆欣. 节水型社会体制与机制建设初探[J]. 水资源开发与管理, 

2017(2):57-59. 

[6]  张秝湲. 新时期江苏省节水型社会建设思路与对策[J]. 中国水利, 

2016(11):33-35. 

[7]  王亚华. 我国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框架、途径和机制[J]. 中国水利, 

2003(19):15-18. 

[8]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 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的调研[J]. 中国

水利, 2003(10):4-8. 

[9]  张磊. 城市生活用水节水及中水回用对策研究[J]. 黑龙江水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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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44(8):42-44. 

9、标准编制的主要方法 

（1）查阅调研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甘肃省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推进工作，

进行现状分析； 

（2）对试点城市取得成果与不足进行类比分析、总结归纳，完善城市节水

型社会建设的主要措施与制度体系建设； 

（3）深入工业企业，充分摸底、调研，对工业企业节水方案与措施进行总

结分析研究； 

（4）深入小区，摸底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对生活节水方案与措施进

行总结分析研究； 

（5）邀请行业专家、相关政府部门、有关群众，进行意见征集，提出和完

善具体框架； 

（6）针对部分试点城市进行制度措施试行工作，寻找问题，补充完善相关

制度措施。 

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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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标准的组成部分及其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甘肃省各市、州（县）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原则、内容及要

求，适用于甘肃省各市、州（县）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包括术语和定义、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内容与要求、城市节

水型社会评价指标的内容。 

10.1 术语和定义 

包括城市节水型社会、节水型企业、节水技术、节水型社区、服务业单位的

定义。 

10.2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与任务 

包括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建设任务。 

10.3 城市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内容与要求 

包括城市节水型社会制度建设、节水型社区建设、旧村类社区和传统社区建

设、工业节水方案与措施、生活节水方案与措施、服务业节水方案与措施。 

10.4 城市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 

包括城市节水型社会基础管理指标、技术考核指标。 

11、标准的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兰州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侯宗东；电话：13893497249；电子邮箱：

zdhou@lzu.edu.cn 

                                                      兰州大学 

                                                     2018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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