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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条例》已经 2024 年 2 月 23
日国务院第 2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总理 李 强
2024 年 3 月 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76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全社会节约用水，保障国

家水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节约用水（以下简称节

水），是指通过加强用水管理、转变用水方式，采

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措施，降低水资源

消耗、减少水资源损失、防止水资源浪费，合理、

有效利用水资源的活动。

第三条 节水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遵

循统筹规划、综合施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

则，坚持总量控制、科学配置、高效利用，坚持约

束和激励相结合，建立政府主导、各方协同、市场

调节、公众参与的节水机制。

第四条 国家厉行节水，坚持和落实节水优

先方针，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全面建设节水

型社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履行节水义务。

第五条 国家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人口和城市科学

合理布局，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现代

产业体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节水工

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规划、年度计

划，加强对节水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并推动落

实节水政策和保障措施，统筹研究和协调解决节

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

节水工作。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指导城市节水工作。国务院发展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

理、科技、教育、机关事务管理等主管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做好节水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做好节水工作。

第八条 国家完善鼓励和支持节水产业发

展、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加强节水科技创新能

力建设和产业化应用，强化科技创新对促进节水

的支撑作用。

第九条 国家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和科学普

及，提升全民节水意识和节水技能，促进形成自

觉节水的社会共识和良好风尚。

国务院有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

织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节 水 宣 传 教 育 和 知 识 普 及

活动。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节水公益宣传，对浪费水

资源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用水管理

第十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根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全国水资源战略规

划编制全国节水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资源状况和上级节水

规划，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节水规划。

节水规划应当包括水资源状况评价、节水潜

力分析、节水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等内容。

第十一条 国务院水行政、标准化主管部门

组织制定全国主要农作物、重点工业产品和服务

业等的用水定额（以下称国家用水定额）。组织

制定国家用水定额，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意见。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

可以制定严于国家用水定额的地方用水定额；国

家用水定额未作规定的，可以补充制定地方用水

定额。地方用水定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经同级水行政、标

准化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公布，并报国务院水行政、标准化主管

部门备案。

用水定额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

源状况、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

修订。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

术条件以及水量分配方案、地下水控制指标等确

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定本行政区

域年度用水计划，对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第十三条 国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

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应当根据用水定额、本

行政区域年度用水计划制定。对直接取用地下

水、地表水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相应流域管理

机构制定；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用水单位，用

水计划由城市节水主管部门会同城市供水主管

部门制定。

用水单位计划用水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用水应当计量。对不同水源、不

同用途的水应当分别计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灌溉

用水计量设施建设。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

水超采地区应当限期建设农业灌溉用水计量设

施。农业灌溉用水暂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可以采

用以电折水等间接方式进行计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擅自移动

用水计量设施，不得干扰用水计量。

第十五条 用水实行计量收费。国家建立

促进节水的水价体系，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水资源状况、用水定额、供水成本、用水户承

受能力和节水要求等相适应的水价形成机制。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具备条件的农村居民

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

（超计划）累进加价。

农业水价应当依法统筹供水成本、水资源稀

缺程度和农业用水户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

原则上不低于工程运行维护成本。对具备条件

的农业灌溉用水，推进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再生水、海水淡化水的水价在地方人民政府

统筹协调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第十六条 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地下水超

采地区应当严格控制高耗水产业项目建设，禁止

新建并限期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耗水

产业项目。

第十七条 国家对节水潜力大、使用面广的

用水产品实行水效标识管理，并逐步淘汰水效等

级较低的用水产品。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发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对节水产品实施质量

认证，通过认证的节水产品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认

证标志。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由国务院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建设

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建设内容制定节水措施方案，

配套建设节水设施。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节水设施

建设投资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第二十条 国家逐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

的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具体名录由国务院发

展改革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水行

政、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禁止生产、销售列入前款规定名录的技术、

工艺、设备和产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使用者

应当限期停止使用列入前款规定名录的技术、工

艺、设备和产品。

第二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节水标准体系。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

有关节水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鼓励有关社会团体、企业依法制定严于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节水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建立节

水统计调查制度，定期公布节水统计信息。

第三章 节水措施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资源状况，

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理调整种植养殖结构

和农业用水结构，积极发展节水型农业，因地制

宜发展旱作农业。

国家对水资源短缺地区发展节水型农业给

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四条 国家支持耐旱农作物新品种

以及土壤保墒、水肥一体化、养殖废水资源化利

用等种植业、养殖业节水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

开展节水农业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指导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使用节水技术。

第二十五条 国家发展节水灌溉，推广喷

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渠道防渗输水灌溉、集

雨补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用水效率。水

资源短缺地区、地下水超采地区应当优先发展节

水灌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和推动节水灌溉工程设施建设。新建灌溉工程

设施应当符合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已经建

成的灌溉工程设施不符合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

准的，应当限期进行节水改造。

第二十六条 国家加快推进农村生活节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

加强农村生活供水设施以及配套管网建设和改

造，推广使用生活节水器具。

第二十七条 工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用水

管理，建立节水管理制度，采用分质供水、高效冷

却和洗涤、循环用水、废水处理回用等先进、适用

节水技术、工艺和设备，降低单位产品（产值）耗

水量，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率。高耗水工业企业

用水水平超过用水定额的，应当限期进行节水

改造。

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

锅炉冷凝水应当回收利用。高耗水工业企业应

当逐步推广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措施。

第二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业企业集

聚的各类开发区、园区等（以下统称工业集聚区）

应当统筹建设供水、排水、废水处理及循环利用

设施，推动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实现一水

多用和循环利用。

国家鼓励已经建成的工业集聚区开展以节

水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质量转型升级和循环化

改造，加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城市建成区内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的统

筹，将节水要求落实到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各

个环节，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

第三十条 公共供水企业和自建用水管网

设施的单位应当加强供水、用水管网设施运行和

维护管理，建立供水、用水管网设施漏损控制体

系，采取措施控制水的漏损。超出供水管网设施

漏损控制国家标准的漏水损失，不得计入公共供

水企业定价成本。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对公共供水管网设施运行的监督管理，支持和推

动老旧供水管网设施改造。

第三十一条 国家把节水作为推广绿色建

筑的重要内容，推动降低建筑运行水耗。

新 建 、改 建 、扩 建 公 共 建 筑 应 当 使 用 节 水

器具。

第三十二条 公共机构应当发挥节水表率

作用，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率先采用先进的

节水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开展节水改造，积

极建设节水型单位。

第三十三条 城镇园林绿化应当提高用水

效率。

水资源短缺地区城镇园林绿化应当优先选

用适合本地区的节水耐旱型植被，采用喷灌、微

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水资源短缺地区应当严格控制人造河湖等

景观用水。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水资源状况，将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

水淡化水、矿坑（井）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纳入

水资源统一配置。

水资源短缺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非常规水利用计划，提高非常规水利用比

例，对具备使用非常规水条件但未合理使用的建

设项目，不得批准其新增取水许可。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统筹规划、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促进

污水资源化利用。

城市绿化、道路清扫、车辆冲洗、建筑施工以

及生态景观等用水，应当优先使用符合标准要求

的再生水。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水平。

开展城市新区建设、旧城区改造和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等，应当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因地

制 宜 规 划 、建 设 雨 水 滞 渗 、净 化 、利 用 和 调 蓄

设施。

第三十七条 沿海地区应当积极开发利用

海水资源。

沿海或者海岛淡水资源短缺地区新建、改

建、扩建工业企业项目应当优先使用海水淡化

水。具备条件的，可以将海水淡化水作为市政新

增供水以及应急备用水源。

第四章 保障和监督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健全与节水成效、农业水价水平、财力状况相匹

配的农业用水精准补贴机制和节水奖励机制。

对符合条件的节水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给予补助。

第三十九条 国家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种

形式的节水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节水

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

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

依 法 参 与 节 水 项 目 建 设 和 运 营 ，保 护 其 合 法

权益。

第四十条 国家鼓励发展社会化、专业化、

规范化的节水服务产业，支持节水服务机构创新

节水服务模式，开展节水咨询、设计、检测、计量、

技术改造、运行管理、产品认证等服务，引导和推

动节水服务机构与用水单位或者个人签订节水

管理合同，提供节水服务并以节水效益分享等方

式获得合理收益。

国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以及其他专业化服务组织

参与农业节水服务。

第四十一条 国家培育和规范水权市场，支

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水权交易，健全水权交易系

统，引导开展集中交易，完善水权交易规则，并逐

步将水权交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第四十二条 对节水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住

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对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

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

列措施：

（一）进 入 现 场 开 展 检 查 ，调 查 了 解 有 关

情况；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节水有关

问题作出说明；

（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

件、资料，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监督检查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

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予

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第四十四条 对浪费水资源的行为，任何单

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

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第四十五条 国家实行节水责任制和节水

考核评价制度，将节水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地方

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范围。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侵占、损毁、擅自移动用水计

量设施，或者干扰用水计量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流

域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

施，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没有建

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

的，以及生产、销售或者在生产经营中使用国家

明令淘汰的落后的、耗水量高的技术、工艺、设备

和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

给予处罚。

第四十八条 高耗水工业企业用水水平超

过用水定额，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节水改造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流域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采取限制用水措施或者吊

销其取水许可证。

第四十九条 工业企业的生产设备冷却水、

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未回收利用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的工作人员在节水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新华社北京 3月 20日电）

节 约 用 水 条 例

日 复 一 日 地 刻 苦 训

练，李越宏终于为自己赢

下又一个宝贵机会。在日

前进行的国家射击队步手

枪项目巴黎奥运会选拔赛

（第三场）中，李越宏夺得

男子 25 米手枪速射亚军，

并最终以选拔赛积分第一

的成绩入选国家射击队巴

黎奥运会参赛阵容。这将

是他第三次代表中国队征

战奥运。

李越宏年少成名，也

多 次 取 得 过 佳 绩 。 2010
年广州亚运会，作为刚入

选国家队的年轻选手，他

一 举 夺 得 男 子 25 米 手 枪

速 射 个 人 、团 体 两 枚 金

牌 。 此 后 的 国 内 外 大 赛

中，李越宏都有精彩发挥，

不过他的奥运之旅并不顺

利。2016 年里约奥运会，

李越宏初登奥运赛场，获

得一枚铜牌，未能实现自

己 的 奥 运 金 牌 梦 想 。 在

2021 年 举 行 的 东 京 奥 运

会 上 ，他 再 获 一 枚 铜 牌 。

李 越 宏 始 终 憋 着 一 股 劲

儿，夺得奥运会金牌的目标一直没

有改变。

不过，要在高手云集的国家射

击队奥运阵容选拔中脱颖而出并非

易事。进入新的奥运周期，李越宏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刻苦

训 练 ，保 持 状 态 。 举 枪 ，

瞄准，扣动扳机……这些

动 作 的 每 个 细 节 都 力 求

完美。

去年，李越宏展现出

良好的竞技状态，在世界

大 赛 中 取 得 佳 绩 。 他 先

是 在 阿 塞 拜 疆 举 行 的 射

击 世 锦 赛 上 以 刷 新 世 界

纪录的成绩夺冠，为中国

队取得一个男子 25 米手

枪 速 射 项 目 巴 黎 奥 运 会

参赛资格。紧接着，他又

在 杭 州 亚 运 会 夺 得 男 子

25 米手枪速射冠军，并与

队 友 一 起 获 得 该 项 目 团

体冠军。

刻苦训练收到成效，

为他增添了信心。他积极

调整状态，再接再厉，在冬

训中，他跟随国家射击队

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进一

步强化技术，提升体能。

今年初，国家射击队

步手枪项目巴黎奥运会选

拔赛展开。李越宏从第一

场开始便延续了去年以来

的良好竞技状态，最终在总积分榜

上以 393.4 分排名第一，如愿入围巴

黎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参赛阵容。

“巴黎奥运会的参赛目标，就是

全力以赴争取好成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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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20 日电 （记者李硕）当地时间 19 日，在

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 美国迈阿密站女单首轮比赛

中，5 名中国网协选手先后出场，袁悦、王欣瑜、王曦雨分别战

胜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张帅和王雅繁止步首轮。

本周袁悦的世界排名创个人新高，来到第三十七位，首轮

面对俄罗斯选手布林科娃，她延续了近期好状态，以 6∶4、6∶2
战胜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袁悦将对阵赛会 8 号种子、希

腊选手萨卡里。

王欣瑜以 7∶6（1）、6∶3 战胜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下轮将

对阵 16 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库德梅托娃。王曦雨以 6∶1、6∶3
战胜斯洛伐克选手施米德洛娃，接下来将对阵 22 号种子、俄

罗斯选手卡林斯卡娅。

迈阿密网球公开赛

3名中国网协选手晋级女单第二轮

本报北京 3月 20日电 （记者孙龙飞）19 日，“中华体育

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和“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系列活

动首站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举行。乒乓球世界冠军

许昕、陈幸同与在校师生分享成长故事，阐释中华体育精神内

涵 ，还 指 导 学 生 打 乒 乓 球 ，为 孩 子 们 带 来 了 一 堂 生 动 的 体

育课。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

府主办。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高超表示，希望通过积极

推动体教融合、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带动更多青少年学生

参与体育锻炼、全面发展。

“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活动进校园

本版责编：塔怀旸 王 博 刘佳华

3 月 20 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中心小学学生在进行足球训练。

天气转暖，即墨区中小学校利用大课间开展足球训练、足球游戏等活动，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梁孝鹏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