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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指南主要面向云南省的工业企业、工业产业园区、各

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开展工业节水工作的第三方服务

机构，作为开展工业节水工作的参考指南。

指南编制参考《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GB/T 7119）《用

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企业水平

衡测试通则》（GB/T 12452）《企业用水审计技术通则》（GB/T

33231）等有关规范和国家关于节水工作的有关要求。

指南将根据工作需要不断修订完善，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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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建立节约用水管理制度

一、执行许可制度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取水许可。

工业企业排放处理达标的废水及其它退水需取得生态

环境部门核发的排放许可。

二、节水“三同时”与“四到位”

节水“三同时”——节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节水“四到位”——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管

水制度到位、节水措施到位。

三、工业企业的节水管理制度内容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节约用水管理制度

包括岗位管理责任制、岗位责任奖惩制度，落实奖惩制

度的依据及记录。

（二）制定节水规划、年度节水计划

企业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生产实际，制定企业节约用水

的长期规划，明确节水目标，制定相应的措施。

企业结合生产实际设定每年度的节水目标和任务，分解

到生产各部门，年底分析总结、考核。

（三）建立节水统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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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指定固定部门及负责同志，每年 1 月 31 日前

将上年度用水情况（格式见附表 1）及节约用水情况报送当

地县区工信部门。

四、管理机构和人员

（一）企业指定主要领导负责节水工作

企业应当指定一名主要领导负责节水工作，负责领导要

熟悉企业用水、节水情况，并经常性组织节水工作的研究与

落实。

（二）设置用水、节水管理部门

企业应当明确专职（兼职）用水、节水管理人员，同时

明确节约用水岗位职责，结合企业的节水能力提升建设要

求，将节水工作的任务分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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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水管网及设备管理

一、完成管网情况摸排

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用水管网图，包括供水、用水及排

水管网。没有管网图的企业，应当认真摸排，建立企业详细

的供水管网图、用水管网图和排水管网图。

二、主要用水设备管理

企业应当对生产设备进行摸排，对主要用水设备建立清

单目录，按照节水管理制度或规定进行管理。

企业应当普及节水型器具。

三、管网及设备日常管理

企业应当对给排水管网、计量仪表、用水设备进行日常

巡查，对压力容器及计量仪表定期校验，建立相关台账对巡

检、校验、检修维修等情况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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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完善计量

完善计量是开展节约用水的重要环节，也是节水最为基

础的一项工作。企业应当加大计量投入，不断完善计量设置。

一、水计量器具配备

（一）总体原则

1.分质计量

依据供水来源不同，建立分水源分水质用水统计制度。

应满足对各类供水进行分质计量，对新鲜水取水量、用水量、

重复利用水量、排水量等进行分项统计的需要，建立分质统

计表（样表 1）。

样表 1 企业用水分质计量统计表

一级类别 二级类别 数量（立方米）

新鲜水取水量（1） 市政公共供水水量（1.1）

自建设施供水水量（1.2）

……（其它项可补充）

重复利用水量（2） 污水处理系统回用水量

（2.1）

冷凝水回用水量（2.2）

其它回用水量（2.3）

……



6

非常规水量（3） 雨水等（不含污水处理系统

回用水）（3.1）

……

排水量（4） 排出厂区的水量

企业用水量（5） =新鲜水取水量（1）+重复

利用水量（2）+非常规水量

（3）

2.分类计量

对企业用水应当分类计量。企业用水按其生产过程可分

为主要生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附属生产用水，不包括居

民生活用水、外供水、基建用水。新鲜水、回用水、串联用

水等进入生产设备或环节前应当分类计量，建立分类统计表

（样表 2）。

对高耗水环节要重点计量。

主要生产用水——生产系统（主要生产装置、设备）的

用水。

辅助生产用水——为主要生产系统服务的辅助生产系

统（包括工业水净化单元、软化水处理单元、水汽车间、循

环水场、机修、空压站、污水处理场、贮运、鼓风机站、氧

气站、电修、检化验等）的用水。

附属生产用水——在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各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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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系统（如厂办公楼、科研楼、厂内食堂、厂内浴室、保

健站、绿化、汽车队等）的用水。

样表 2 企业用水分类计量统计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数量（立方米）

企业用水

（1）

主 要 生 产 用 水

（1.1）

工 艺 用 水

（1.1.1）

辅 助 生 产 用 水

（1.2）

污 水 处 理

（1.2.1）

软化水、除盐

水（1.2.2）

锅 炉 系 统

（1.2.3）

……

附 属 生 产 用 水

（1.3）

不计入企

业用水项

（2）

居 民 生 活 用 水

（2.1）

外供水（2.2）

基建用水（2.3）

（二）具体要求

1.公共供水与自建设施供水应分别计量。

2.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应分别计量。

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分开计量，生产用水、生产辅助用

水、为生产服务的生活用水等分类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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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水单位外供水量应该单独计量。

（三）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需计量的有关水量

1.冷却水系统：补充水量

2.软化水、除盐水系统：输入水量、输出水量、排水量

3.锅炉系统：补充水量、排水量、冷凝水回用量

4.污水处理系统：输入水量、外排水量、回用水量

5.工艺用水系统：输入水量

6.其它用水系统：输入水量

二、三级用水计量体系

一级计量——进入工业企业的供水必须有一级计量，即

公共供水总量，并应当按照水质分别计量。公共供新鲜水和

公共供中水及水质等级较差的水等应当分别计量。

二级计量——按车间（次级用水单位）对供水进行计量，

同时按照水质进行分别计量。

三级计量——对企业主要的用水设备应当建立三级计

量，需计量的水量参考一、（三）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

需计量的有关水量。

建立并完善水表等计量设备配备等计量系统网络图。

三、计量管理

（一）用水计量器具管理

用水计量器具应当按照规范实行定期检定（校准），确

保计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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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计量器具台账管理

企业应当完善记录并建立规范台账。用水计量中应当建

立一表一台账一责任人，完整规范供水计量的原始记录、统

计台账、定期统计分析报告。

按月缴纳水费，并留存凭证，交纳水量与企业一级计量

应当进行比对分析。

企业应当分析生产环节中回用水情况，应当在合适的生

产环节对回用水进行计量，建立相应的台账，汇总计算出全

厂回用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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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平衡测试与管网漏损

一、用水流程图绘制

根据企业用水管网图和用水工艺，绘制企业内用水流程

图，包括全厂的、车间的和重要装置或设备三个层级的。

二、管网漏损管理

开展供水管网检测漏，控制漏损率。

自行开展方式：有条件停水的车间、生产环节及设备，

可以选择适当的时间，如公休日等，关闭全部用水阀门，观

察水表。水表继续走动，表明管网有漏损，读数可近似为漏

失水量。

对全厂的一级水表计量和二级水表计量进行校验，一级

水表计量数值和全部二级水表计量数值之差也为漏失量。

对可能漏水的部位进行检查，及时维修。确保用水无异

常泄露后，可以开展水平衡测试。

三、开展水平衡测试

企业应当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有水平衡测试报告，制

定基于水平衡测试的节水整改优化方案。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及用水情况简单的企业自行开展水

平衡测试，参考《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2008）

开展相关水平衡测试，撰写测试报告，分析测试结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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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优化方案建议。

供水管网和生产用水环节复杂的企业，可以依托生产咨

询服务第三方开展专业的水平衡测试。

四、测试结果分析

根据水平衡测试分析结果，总结经验，提出持续改进方

案。

（一）改进和完善企业日常计量统计制度和方法，提高

用水计量统计的精度；

（二）分析测算相关节水改造项目的节水效益和成本；

（三）与同类企业的水平进行比对或对标自检，挖掘企

业内节水潜力；

（四）提出企业取水、用水、排水、节水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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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节水技术提升改造

一、生产工艺和设备节水评估

企业应当对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进行节水评估。对比国家

鼓励的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在行业内进行横向对比，对

单位产品取水量、水重复利用率等指标进行比较。结合水平

衡测试结果和节水评估，挖掘企业节水潜力，实施节水技术

改造。

二、实施节水技术改造内容

（一）开展节水技术改造。项目立项报告和实施计划，

实施方案，实施情况分析报告和项目清单。

（二）使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三）节水资金投入。每年列支一定资金用于节水工程

建设、节水技术改造，所采用的生产工艺与装备，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发展方向，采用节水型设备。

三、其它技术改造中的节水效益评估

企业在开展技术改造中取得明显的节水效果的，可以对

节水效果进行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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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开展节约用水宣传

一、节水宣传

（一）制定节水宣传计划。

（二）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专题节水

宣传活动。

（三）张贴节水宣传标识。公共场所有节水宣传标语、

宣传栏、板报等，并定期维护。

二、培养职工节水意识

经常性开展节水宣传教育。组织开展节水教育培训和知

识竞赛活动，发动企业员工参与企业节水工作，为企业节水

工作建言献策，积极参与企业节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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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非常规水资源

一、非常规水资源

主要是指雨水、海水、苦咸水、矿井水和城镇污水再生

水等，经净化、淡化等处理后用作工业生产用途。

二、雨水利用

指企业通过收集储存雨水，经处理后再利用。

鼓励企业加大雨水资源化利用。有条件的企业应当加大

雨水收集力度，建立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加强厂区管网建设，

建立健全收集、利用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计量（参考第三

章 完善计量）、台账（包括雨水积蓄容量、雨水利用量等）。

三、污水资源化利用

工业领域内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污水经无害化处理达

到特定水质标准，作为再生水替代常规水资源用于工业生

产，包括市政污水、企业污水、产业园区中水等的利用。

企业在产生及利用污水环节应当计量（参考第三章 完

善计量）。企业应当开展用水审计、水效对标和节水改造，

推进企业内部工业用水循环利用，不断提高重复利用率。

企业应当结合生产实际，加大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利

用，积极研究探索与产业园区及相邻企业间的横向联动，促

进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实现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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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梯级利用，逐步提高非常规水源利用比例。火电、石化、

钢铁、有色、造纸、印染等重点用水行业企业应当重点加强

污水资源化利用，降低新鲜水消耗量，提高企业内部废水利

用，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利用市政中水等，降低新鲜水耗。

完善工业企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运营管理

水平，确保工业废水达标。开展工业废水再生利用水质监测

评价和用水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用水企业搭建工业废

水循环利用智慧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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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工业产业园区节约用水

一、组织管理方面

工业产业园区应当建立节水管理机构，健全管理网络，

明确节水管理人员（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应当设立水务经理）

和岗位职责，并开展节水管理培训。

工业产业园区应当制定节水规划及工作方案，园区内实

行计划用水管理，掌握园区企业用水及排水情况，定期分解

下达计划指标，建立节水工作考核奖励机制。

二、用水管理

工业产业园区应当建立整体供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

图。定期巡回检漏，对漏损管网进行升级改造。

组织园区内企业开展水平衡测试，用水统计台账完整规

范。

三、组织节水培训及宣传教育

工业产业园区定期开展节水宣传教育，对园区内年用水

量超 15 万立方米的企业，开展节水管理培训，引导企业开

展水效对标达标，提高用水效率，并在园区内积极推广节水

型器具。

四、节水相关技术指标

（一）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园区工业用新鲜水量/园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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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

（二）水重复利用率

水重复利用率=园区企业重复利用水量/工业用水总量

×100%

（三）管网漏失率

管网漏失率=（园区公共供水总量-园区有效供水量）/

园区公共供水总量×100%

五、工业产业园区节水能力提升重点方向

（一）积极引入第三方节水咨询服务机构和生产服务型

企业开展节水诊断服务，对园区供用水及排水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提供综合节水方面的系统解决方案，探索节水服务合

同制管理。

（二）基础条件较好的产业园区应当全面开展水平衡测

试。在对园区内各用水企业用水需求、排水情况及回用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开展园区范围内水的梯级利用

和集中处理，形成园区耦合用水系统。

根据企业用排水水质特点及要求，指导企业间建立点对

点，串联用水系统，实现一水多用，推动产业园区内、企业

间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分质用水和循环利用。

（三）有条件的产业园区建立智慧用水管理系统，采用

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集中管理模式，实现取用水、耗水、

排水全过程的智能化控制与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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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非常规水源利用。包括雨水收集利用、污水

资源化利用、市政废水综合利用。产业园区应当对雨水进行

收集处理及回用，加强雨污管网建设，完善雨污分流系统。

深入研究在满足企业生产要求的情况下，推进工业企业回用

园区集中收集和处理的废水及市政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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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技术指标

工业节水技术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产品

用水量、水重复利用率、用水综合漏失率、单位产品排水量

等。

一、单位产品取水量

也称单位产品新水量，指企业从各种常规水资源提取的

水量，包括自来水、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其它从市场

购得的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的水量。

根据第三章 完善计量样表 1、2，

单位产品取水量=（新鲜水取水量-不计入企业用水项）

/主要产品产量。

注：企业对标《云南省用水定额（2019 年版）》中工业

用水定额是计算单位产品取水量，需注意采用单位产品取水

量计算公式来计算。

二、单位产品用水量

指单位产品的总用水量，为单位产品取水量、单位产品

非常规水资源取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和。

根据第三章 完善计量样表 1、2，

单位产品用水量=企业用水量/主要产品产量

=（新鲜水取水量（1）+重复利用水量（2）+非常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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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不计入企业用水项）/主要产品产量。

三、水重复利用率

总用水量=新水量+重复利用水量+非常规水资源量-不

计入企业用水项

水重复利用率=重复利用水量/总用水量×100%

=重复利用水量/（新水量+重复利用水量+非常规水资源

量-不计入企业用水项）×100%

四、实施定额管理

企业应当积极对标行业用水定额及《云南省用水定额

（2019 年版）》，定期监测企业的单位产品取水量指标，建立

内部定额管理，实施节水管理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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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节约用水社会责任

企业不能仅以盈利作为唯一的经营目标，应当更加关注

社会责任问题，履行社会责任。

2020 年《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中，对于生

产制造类企业，将“万元产值综合水耗”、“万元产值工业废

水排放量”列入环境责任项目的指标体系。

根据第三章 完善计量样表 1、2，

万元产值用水量=（新鲜水取水量-不计入企业用水项）

/产值。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新鲜水取水量-不计入企业用

水项）/工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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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评价确认

企业按照本指南要求完成各方面建设后，台账记录完整

且满一年，可以向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申请节水能力提升

建设完成评价确认。县区工信局组织人员现场核实企业情

况，查看相关台账，按照评价要求评分，分数达到相关要求

后确认完成节水能力提升建设，并报州市工信部门审核。

样表 3 工业企业节水能力提升建设完成评价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一、建立管理制度（10 分）

1 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和排放许可 2

2 节水管理制度的建立与落实 2

3 节水规划与年度节水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2

4 节水统计制度，是否定期报送 2

5 节水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 2

二、用水管网与设备管理（10 分）

6 供水、用水、排水等管网图 3

7 主要用水设备清单 3

8 管理制度及记录台账 4

三、完善计量（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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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计量设备网络图，完成三级计量 5

10 建立企业用水分质计量统计表、企业用

水分类计量统计表（样表 1、2）

5

11 计量器具定期校准及管理台账 8

四、水平衡测试与管网漏损（15 分）

12 企业用水流程图 5

13 开展管网检漏 5

14 水平衡测试及结果分析 5

五、节水技术改造（15 分）

15 开展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节水评估，

提供对比数据

5

16 实施节水技术改造 5

17 节水效益评估 5

六、节约用水宣传（10 分）

18 宣传教育 5

19 职工有节水意识 5

七、非常规水资源利用（7 分）

20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及计量台账 5

21 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及计量台账 5

八、技术指标（12 分）

22 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及台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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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重复利用率计算及台账 3

24 对标定额情况（如无定额，对标行业等

相关标准）*

6

九、节水社会责任（3 分）

25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计算 3

企业评价得分

现场确认人员

建议及意见

县（区）工业

和信息化部门

确认意见 年 月 日

州（市）工业

和信息化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注：1.评价得分达到 80 分即为达到节水能力提升建设要求。

2.第 24 项，*为否决项，如果有国家或者地方定额，未

达到定额的工业企业节水能力提升建设评价评分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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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云南省工业企业开展节约用水能力建设情况表

所属州（市）、县（区）： 填报时间：

企业名称（签

章）

所属行

业

主要产品及上年度产

量

上年度产值

（万元）

上年度工业增

加值（万元）

上年度新鲜水

用量（立方米）

上年度回用水

量（立方米）

××××××公司

产品 1：

产品 2：

（注：以用水量可

以分开的产品计）

报送人及联系方式：

注明：开展节约用水能力建设的工业企业，应当在每年 1 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度情况报送当地工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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