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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全社会节约水资源，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建设节水型社会，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0 号）、《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江苏

省水资源管理条例》和《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等有关法律、法规、

文件规定，本着贯彻“节水优先”的治水方针，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节约用水、用水监督管理等有关活

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节约用水坚持统一规划、合理配置、总量控制、集

约利用、提高效率的原则，采取计划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管理机制。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开展国家节水行动，

将节约用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制

定有利于节约用水的政策措施，增加财政投入，开展农业节水增

产、工业节水增效、园区节水减污、城镇生活节水降损和公共机

构节水等行动，建立节约用水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促进

全社会节约用水。 

  第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节约用水工作，拟定节约

用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组织实施行业用水标准，指



 —— 2 —— 

导和推动全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制定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

理和计划用水制度并组织实施，指导节水灌溉与非常规水源利用

有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主要指标

的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发展和改革主管部门负责做好节约用水规划、指标与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的协调衔接，参

与节水法规、规划、政策的制定，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节约用水重

大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工业企业节约用水工作，会

同有关部门安排节水技术改造项目、开展工业企业水效领跑者引

领行动。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田水利项目建设管理及其节水农

业灌溉工程项目建设，指导设施农业、生态循环农业、节水农业

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城镇供水、城市节水、城

镇排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等方面工作，制定城市规划、建设和

市政公用事业方面的节水制度和办法，落实节水工作要求。 

  机关事务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等公共机构开展节水工作，落实单位节水工作要求。 

  教育主管部门指导学校节水工作，落实校园节水工作要求。 

  其他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节约用水政策、规划和标准，结

合行业管理工作，落实节水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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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市、县（市、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节水宣传教育，普及节水知识，提高全

民节水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积极开展节约用水的公益宣传与舆论监督。 

  第七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

人民政府节约用水规划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水

资源综合规划，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征求同级其他有关部门

意见后，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编制城乡规划、区域和

行业发展规划，应当包含节约用水的内容。 

  第八条  本行政区域用水实行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制度，建

立覆盖市、县（市、区）、镇（街道）三级行政区域的用水总量

和强度控制指标体系，强化节水约束性指标管理。 

  第九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自备水源取水

的和年使用公共供水达到一定用水规模的非居民用水单位（以下

简称计划用水单位）实行用水计划管理。依照相关规定，重点计

划用水单位名录由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

会公布。 

  计划用水单位应当在当年的12 月31日前向当地水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下年度用水计划建议和用水情况说明材料（包括当年实

际用水量、单位产品水耗、用水水平及节水措施等，下年度用水

需求、生产、经营、服务预计增减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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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

区域年度用水计划、国家或地方用水定额、单位用水需求，在次

年 1 月 31 日前会同供水主管部门核定并下达计划用水单位年度

用水计划。 

  计划用水单位因建设、生产、经营等需要调整用水计划的，

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

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第十一条  计划用水单位超计划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等自

备水源的，对超出部分，按照《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相关规定

标准累进征收水资源费。 

  使用公共供水的超计划用水单位，按规定对超出部分的基本

水价进行累进加价。 

  累进加价收费的加价部分全额上缴财政专户，用于水资源节

约和保护。 

  第十二条  计划用水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安

装和使用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设施，对不同性质用水分别分类

计量；加强节水设施的日常维护，建立节水台帐，定期进行用水

合理性分析、水平衡测试，按时报送节水报表。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节

约用水规划制定农业节约用水实施方案，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建

设农业节约用水灌溉设施，配备相应设备，推广应用节水农业新

技术，限制漫灌等粗放型用水，发展节水高效现代农业，加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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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水效率管理，健全农业节水长效机制。 

  第十四条  工业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节约用水制度，完善供用

水计量体系，强化生产用水管理。大力推广高效冷却、洗涤、循

环用水、废污水再生利用、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水工艺和技

术，降低用水消耗，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建设节水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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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加快制定和实施公共供水管网改造建设实施方

案，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公共供水企业应当采用先

进的制水工艺，定期进行管网巡查和漏损维修、改造，自用水率

和管网漏损率符合国家、省或者行业标准。 

  第十六条  城市园林绿化宜选用适合本地区的节水型植被，

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公共机构应当开展供水管网、绿化浇灌系统等节水诊断，推

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提高节水型器具使用率。 

  公共建筑应当使用节水型器具，完善用水计量设施，保障用

水设备、器具和管网正常运行。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资金投入，

制定引导政策，推动城镇居民家庭节水，普及推广节水型器具。 

  第十八条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施水效标识的产品目录》的产品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专项检查

和验证管理，依法查处应当标注但未标注水效标识的产品销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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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需要取用水的，应当

制订节约用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保障节约用水

设施正常运行。节约用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行政审批、住房和城乡建设、水行政等主管

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加强监管。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微咸水、海水、

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制订非常规水

源利用规划，鼓励和引导用水单位利用非常规水源，将非常规水

源利用纳入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目标责任考核。 

  城镇绿化、环卫保洁、建筑施工、道路栏杆及车辆冲洗、生

态景观等领域用水，鼓励使用符合标准的再生水、雨水或者河水，

减少公共供水使用量。 

  第二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

严格地下水开发利用管理，引导用水单位优先使用地表水、自来

水、再生水等水资源，压缩地下水开采量，节约和保护地下水资

源。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公共机构、

公共建筑、高耗水工业、高耗水服务业、农业灌溉、供水管网漏

损控制等领域，引导和推动合同节水管理，支持社会服务机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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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享、节水效果保证、用水费用托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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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服务模式。 

  第二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节水投入

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民间资本投入节水产业，重点支持

农业节水灌溉、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水资源节约保护、城市

供水管网漏损控制、节水宣传教育等，落实节水税收优惠政策，

充分发挥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节水、水资源保护和再利用等

方面的支持作用。 

  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人

员在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给予配

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2 月 15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