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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用水定额特点及存在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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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水定额对建立节水型社会、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总结我国 29 个省级单位发布的用水定额并进行分析, 发现存在着用水定额形式不同、发

布用水定额单位不同以及用水定额修编情况不同的特点,指出我国各地区存在着用水定额体系不完善、定额关系不

明确、操作性差、制定方法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提出了完善用水定额方法、明确用水定额概念、用水定额修订等建

议, 为用水定额的管理和完善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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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water consumption quota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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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at er consumpt ion quo ta is of g reat impo rtance fo r constr ucting t he water2saving society , alleviating the w ater scar city

conditions, realizing and suppor 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y. In this paper , w ater consump2

tion quota data issued in 29 provinces o f China w ere ana lyzed. T he results showed that wat er consumption quota in differ ent

pr ov inces has differ ent character istics of quota fo rm, issued department, and revision conditions. Some problems ex isted in the

water consumption quota, such that the quot a system is no t sound, quo ta r elationship is unclear , quo ta oper ation is no t well per2

fo rmed, and quo ta establishment method is no t unique. Based on such problems, count ermeasur es w ere pr oposed, including com2

plet ing the methods o f water consumpt ion quota, conducting the clear definition o f water consumption quota, and improving the

revision of w ater consum ption 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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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被联合国列为 13 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

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紧张问题变得日

益严重[1] ,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2]。用水定额是衡量各

行业、各企业用水、节水水平及考核节水成效的重要依据,对

建立节水型社会、缓解水资源紧缺状况、实现以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以及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1  用水定额

1. 1  用水定额涵义
用水定额是用水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 也是衡量各行业

用水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对于用水定额的定义, 目前并没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不同学者表述意思大致相同, 但侧重点

略有不同(见表 1)。

表 1中/ 用水定额是在一定期限内,在约束条件下, 在一

定范围内以一定核算单元所规定的用水水量限额0 , 这种说

法在一般学术期刊中被引用的较多,强调了用水定额就是一

定条件下的用水量限额。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对用水定额

进行定义,强调用水定额是一种用水单位或居民必须遵守的

/ 用水数量的标准0 , 较简单直白, 也指明了用水定额的本质

作用,即/ 为政府的用水管理服务0。而/ 用水定额是在一定

时间内,城市各行业根据相应的核算单元所核定的合理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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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水定额定义
T ab. 1  Definit ion of w ater consum ption quota

用水定额定义 侧重点

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条件下,生产单位产品或

创造单位产值或提供单位服务所规定的合理取水

量标准[3]

核算单元

在一定期限内,在约束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以一

定核算单元所规定的用水水量限额[ 4]
用水限额

在一定的时期内,各用水单位或居民从事某项活

动所应遵守的用水数量的标准,是以数量表示的

一种限额[5]

政府管理者

角度

在一定时间内, 城市各行业根据相应的核算单元

所核定的合理用水的额定用水量[ 6] 时间条件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下, 为合理利用水

资源而核定的水消耗(或占用)标准[ 7]

技术条件、

管理水平

在用水过程中规定的一定标准的用水数额[ 8] 用水过程

的额定用水量0的说法则更加侧重时间条件, 即是/ 建立在某

个固定时空下且不浪费资源情况的用水量0。

1. 2  用水定额形式
用水定额有三种形式 ,包括设计定额、统计定额和管理

定额[ 9]。设计定额, 经常出现在各种设计规范和设计文件

中,是为了使设计的建筑或设施能够满足使用者的较高用

水需求, 而应参考的一种要求较/ 宽裕0的用水定额 ,侧重于

/ 供0 ; 统计定额 ,经常出现在统计报表或需水预测中 , 反映

现状或将来的用水情况;管理定额,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用水

定额, 是为了计划用水而由政府用水管理部门设定的, 侧重

于/管0。

2  国内外用水定额研究现状

2. 1国外用水定额研究现状

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把用水定额作为用水考核的

参考标准[10211] , 将促进节水作为制定用水定额的指导思

想[12] ,通过完善水权制度 , 运用政策和市场手段实现用水

管理。以色列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实行水资源开发许可

证制度和用水配额制度 [13] ;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亚利桑

那州州府菲尼克斯因水资源高度紧缺, 针对居民、商业和工

业实行差异水价, 并规定了用水量与价格递增的关系, 制定

了定额管理案例[ 14] ; 美国、日本等国家通过建立水权市场

制度, 优化水资源配置, 利用价格因素促进节水[ 15]。近年

来,为了应对水资源短缺问题,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对

水资源进行利用与管理 (见表 2) , 一些发达国家还从单一

的节水技术服务逐步向以节水为目标的综合用水审计监督

转变[ 16218]。

表 2  国外一些国家的水资源管理措施
T ab. 2  Water m anagem ent measu res in some foreign count ries

国家 措施

美国 各州建立水权制度;市场自发地调节和民间机构的

俄罗斯 水资源开发利用时优先考虑保护生态与人类的健康

以色列 上调水价;超额用水加倍付钱

新加坡 安装节水设施;鼓励工业重复利用水源

2. 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用水定额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但是经过不断地探

索,目前在用水定额制定、用水定额管理、用水定额修订三个

方面初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见表 3) ,其中,用水定额制定

和用水定额管理研究较多,而定额修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

段,相关文献较少, 且大多数论述只是概括性的简要阐明,对

定额修订的方式、方法、程序等均缺乏深层次的研究。

表 3  用水定额研究进展
T ab . 3 Research progress of w ater consum ption quota

研究方面 研究进展

用水定额

制定

郑在洲等阐述了用水定额编制中注意的问题[ 19] ;

曹型荣等提出了编制工业用水定额时排除各种影响因

素的方法[20] ;

周广安建立了/ 工业动态用水定额0数学模型,解决了

生产规模等因素对用水定额的影响[ 21] ;

阎官法等对工业用水定额制定方法做了分析探讨[22]

用水定额

管理

裴源生等构建了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协调保障技术体

系[23] ;

蒋艳灵等对北京市高校中用水定额管理进行了系统探

讨[6] ;

左建兵等针对北京市宾馆用水提出了分阶段实施用水

定额管理的思路, 实现城市用水管理模式的平稳转

变[25]

用手定额

修订

王林辉等提出了用水定额修订要遵循的原则[ 26] ;

阎官法等将用水定额修订分为定期修地和不定期修

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定义,修订时间作了规定[ 21] ;

刘强等对定额修订程序做了简要陈述[ 12]

3  国内用水定额发布特点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开始出台一系列有关用

水定额的相关政策。1999 年水利部下发了5关于印发工业及

城市生活用水定额编制工作参考提纲的函6、5行业用水定额

参考资料6、5关于加强用水定额编制和管理的通知6等文件,

首次在全国范围系统、全面地部署开展各行业用水定额编制

和管理工作,初步提出了用水定额编制的程序和方法, 为各

地区编制用水定额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截止目前, 共有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用水定额标准(表 4) , 有效地

促进了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

表 4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发布的用水定额

Tab. 4  T he released w ater consum ption quota in each pr ovin ce

( including th e au tonom ou s regionsand municipal ity direct ly under the cent ral government )

省市自治区 试行定额名称(发布时间) 现行定额名称(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北京市

天津市

北京市主要行业用水定额( 2002) 北京市主要行业用水定额( 2002)

DB12/ T 158- 2003城市生活用水定额( 2003) DB12/ T 158- 2003城市生活用水定额( 2003)

DB12/ T 159- 2003农业用水定额( 2003) DB12/ T 159- 2003农业用水定额( 2003)

DB12/ T 101- 2003工业产品取水定额( 2003) DB12/ T 101- 2003工业产品取水定额( 2003)

北京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天津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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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省市自治区 试行定额名称(发布时间) 现行定额名称(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上海市

重庆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黑龙江

辽宁省

吉林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四川省

广西省

江西省

浙江省

江苏省

青海省

陕西省

宁夏省

甘肃省

云南省

广东省

湖南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新疆省

贵州省

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 ( 2001)

重庆市部分工业产品用水定额(试行) ( 2001)

重庆市部分工业产品用水定额(第二批) ( 2006)

重庆农业用水定额( 2006)

重庆城非生产用水定额标准( 2006)

河北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2)

山西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3)

DB15/ T 385- 2003内蒙古自治区行业

用水定额标准( 2003)

黑龙江省行业用水定额( 2000)

DB21/ T 1237- 2003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 2003)

DB22/ T 389- 2004吉林省用水定额( 2004)

山东省农业灌溉用水定额(试行) ( 2004)

山东省工业用水定额( 2004)

河南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4)

湖北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3)

四川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2)

广西用水定额(试行) ( 2003)

DB36/ T 419- 2003江西省城市
生活用水定额( 2003)

DB36/ T 420- 2003江西省工业企业

主要产品用水定额( 2003)

浙江省用水定额(试行) ,

浙水政=2004>46号( 2004)

江苏省城市生活及公共用水定额( 2006)

江苏省工业用水定额( 2011)

青海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4)

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试行) ( 2004)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产品取水定额( 2005)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生活用水定额(试行) (2008)

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甘政发=2004>80号( 2004)

DB53/ T 168- 2006云南省用水定额( 2006)

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7)

DB43/ T 388- 2008湖南省用水定额( 2008)

DB34/ T 679- 2007 安徽省行业

用水定额( 2007)

DB35/ T 772- 2007福建省行业

用水定额( 20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用水和

工业用水定额( 20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灌溉用水

定额指标(试行) ( 2012)

DB52/ T 725 - 2011 贵州省行业用水定额

( 2011)

5上海用水定额修编(一)6 (学校、医院、旅馆)
( 2007)

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二)6 (火力发电、
电子和饮料行业) ( 2008)

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三)6 (钢铁、汽车制造、
石油炼制、造纸和棉印染行业) ( 2009)

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四)6 (化工、食品、电气、
建材和商务办公楼宇行业) ( 2010)

重庆市部分工业产品用水定额(试行) ( 2001)

重庆市部分工业产品用水定额(第二批) ( 2006)

重庆农业用水定额( 2006)

重庆城非生产用水定额标准( 2006)

河北省用水定额(修编) ( 2010)

山西省用水定额(修订) ( 2008)

内蒙古自治区行业用水定额标准(修订) ( 2009)

DB23/ T 727- 2003黑龙江省用水定额( 2003)

DB21/ T 1237- 2003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2003)

DB22/ T 389- 2004吉林省用水定额( 2004)

山东省农业灌溉用水定额(试行) ( 2004)

山东省工业用水定额( 2004)

DB41/ T 385- 2009河南省用水定额(修订) ( 2009)

湖北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3)

四川省用水定额(修订) ( 2010)

工业行业主要产品用水定额( 2010)

城镇生活用水定额( 2010)

DB36/ T 419- 2003江西省城市
生活用水定额( 2003)

DB36/ T 420- 2003江西省工业企业主要

产品用水定额( 2003)

浙江省用水定额(试行) ,

浙水政=2004>46号( 2004)

江苏省城市生活及公共用水定额( 2006)

江苏省工业用水定额( 2011)

青海省用水定额( 2009)

陕西省工业及居民城市生活用水定额修订(2010)

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业产品取水定额( 2005)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生活用水定额(试行) ( 2008)

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修订本) ( 2011)

DB53/ T 168- 2006云南省用水定额( 2006)

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 ( 2007)

DB43/ T 388- 2008湖南省用水定额( 2008)

DB34/ T 679- 2007安徽省行业用水定额( 2007)

DB35/ T 772 - 2007 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

( 20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用水和

工业用水定额( 200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灌溉

用水定额指标(试行) ( 2012)

DB52/ T725- 2011 贵州省行业

用水定额( 2011)

上海供水管理处

重庆水利局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河北省水利厅

山西省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

黑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河南省水利厅

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四川省

经济委员会、四川省建设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质量技术监督局

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浙江省建设厅

江苏省建设厅

青海省水利厅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宁夏回族治区水利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厅

甘肃省水利厅

云南省水利厅、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广东省行业用水

定额编制小组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新疆省水利厅

贵州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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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各地区用水定额的特点,可以发现如下情况。

( 1)各地区出台的用水定额的形式不尽相同。有的地区

按行业分类进行发布, 如天津市将用水定额分成工业、农业

和生活三类;有的地区则是将用水定额分成两个行业进行发

布,如山东、江西;而更多地区是将各类行业汇成一个总体的

用水定额进行发布的。

( 2)各地区发布用水定额的单位也不尽相同。山西省是

唯一由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其它有的地区是由单个管理部

分单独发布的,如河南省由水利厅发布; 有的地区是由多个

管理部分联合发布,如四川省是由水利厅、技术监督局联合,

适用范围主要包括四川省工业行业主要产品、城市公共生活

主要部门、基础农产品, 而之后, 四川省水利厅、四川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四川省建设厅又联合对

2002 年的用水定额进行修订。

( 3)用水定额的修订情况不同。有的地区在颁发用水定

额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修订, 如北京; 而有的地区则根据地

区经济发展情况, 多次对用水定额进行修编, 如上海市: 2001

年出台5上海市用水定额(试行)6管理办法, 开始由原先的计

划用水管理向计划与定额双轨管理转变; 自 2004 年起开始

修订,并于 2007 年公布5上海用水定额修编(一)6 (学校、医

院、旅馆) , 2008 年公布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二)6 (火力发

电、电子和饮料行业) , 2009 年公布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

(三)6 (钢铁、汽车制造、石油炼制、造纸和棉印染行业) , 2010

年公布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 (四 )6 (化工、食品、电气、建材

和商务办公楼宇行业) ,目前5上海市用水定额修编 (五)6正

在审核当中。

4  国内用水定额存在的问题

用水定额是反映区域用水水平、节水水平的一个衡量尺

度,同时也是一种考核指标。通过上述对各地已经出台的最

新用水定额的分区和分行业分析,我国用水定额制定与管理

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 1)用水定额制定尚不完整, 定额标准体系不完善。虽

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制定了用水定额, 近些年

又有部分省市自治区重新修订了原有的用水定额, 但是仍有

个别省市自治区尚未制定用水定额,并且已制定的定额标准

也存在着不完善的问题。现有的定额中大多都是以行业用

水定额命名,而在定额内容上主要是针对具体产品的定额,

缺少针对行业和企业的综合用水定额。具体产品定额划分

细致 ,覆盖面广, 利于参考,但十分微观和零散。而行业的综

合定额,有利于对整个行业用水定额的整体把握。

( 2)定额关系不明确。目前常用的定额有工业用水定

额、农业灌溉用水定额、生活用水定额、生态用水定额等 ;定

额的描述则出现了/ 用水定额0/ 取水定额0 / 新水定额0等。

各种定额间的相互关系不够明确,在具体的水资源管理工作

中主要依据哪些定额的思路不清,造成了定额编制及管理工

作的混乱。

( 3)可操作性较差。从各省市已发布的定额来看, 定额

的弹性不够,没有考虑本省内水资源状况和经济生活现状的

差异,而将其他地方的定额生搬硬套; 定额的核算单元大多

都是单位产品。

( 4)制定方法不统一、不规范。目前, 我国定额制定的方

法多种多样,制定的原则也各不相同。定额的制定缺少全国

统一的、规范的制定方法,不符合标准化统一、简化、协调和优

化的基本要求。以农业用水定额为例, 各地区对于土质条件、

作物品种、用水范围、地势地貌的界定不尽相同,在计算方法

和数据的来源上也存在很大不同,造成定额值存在较大差异。

( 5)用水定额的制定方法不能完全反映用水结构的变化

与实际的用水需要。用水定额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 在经

过3~ 5 a后需根据用水水平的改变、产品结构调整和定额的

实施情况进行修订。目前的用水定额制定的基本方法是统

计法,是一种事后分析的方法, 而且需要较长时间序列的统

计数据 ,这与我国用水结构及用水增长形势快速变化的实际

形势是不相适应的。

5  主要对策

( 1)明确用水定额概念。在我国目前水资源管理中使用

的定额有/ 取水定额0和/ 用水定额0两种。/ 取水定额0依据

的是/ 取水量0 ,指用水单位从各种水源实际提取的水量; /用

水定额0依据的是/ 用水量0 ,指用水单位为了保证其正常运

行所需要的各种水量的综合, 是取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

和[ 28]。取水定额一般在水重复利用现象较普遍的行业制定

定额时采用,而在水重复利用现象很少行业则釆用用水定

额。/ 用水0与/ 取水0在范围界定上有明显的差异, 但大部分

省份名义上使用/ 用水定额0 , 而实质为/ 取水定额0 , 用水定

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称呼。

( 2)完善用水定额编制方法, 规范用水定额的编制。我

国地域辽阔,水资源分布时空差异极大, 加之不同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 不可能编制出一个适用与全

国的关于某一项产品 (服务)的用水定额。为贯彻落实国家

对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水利部发布

了5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试行)6 ( 2007) , 内容包括各地制

定用水定额的基本原则、计算方法和编制程序等。各地要根

据5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试行)6 ,按照不同行业和不同地

区特点, 遵循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以供定需、公平和效率相

统一、系统统筹等原则, 研究定额管理和定额编制的原则、技

术与方法,以及定额的核定、优化、调控、评价和监督体系,编

制符合各自实际情况的用水定额标准, 为各地加强水资源管

理、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步伐提供基础保障。

( 3)用水定额定期修订。用水定额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

标,必须不断根据新情况进行定期修订和不定期修订。定期

修订的年限可以 5 年为期。不定期修订是指当采用新的、较

先进的节水生产工艺或设备及进行某项节水技术的改造措

施后,用水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原有的定额已不再能反映实

际情况时,应及时修订。

( 4)构建用水定额管理信息化平台, 实现取用水精细化

管理。用水定额的制定、管理以及修订,涉及数据的采集、统

计、分析、处理等过程以及大量的数理统计计算, 因此需要建

立取水定额管理信息化平台, 实现数据分析的自动化, 定额

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定额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 5)研究用水定额与用水效率的关系。探讨用水定额与

用水效率之间的关系, 分析用水定额对用水效率的影响, 有

助于通过用水定额的严格执行,并对施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中用水效率红线进行考核, 以定额管理促进用水效率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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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从而达到控制用水总量的目的。通过不断的反馈协调,

调整定额,重新分配总量, 在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之间寻求

一种动态平衡,最终实现总量与定额的协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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