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肖林霞
封面设计：王林强

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研究
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局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印张 6 字数 86千
2012年 11月第 1版 2012年 11月第 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4357-8 定价：3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研究 / 甘肃省
水文水资源局编. --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 9

ISBN 978-7-226-04357-8

Ⅰ. ①甘… Ⅱ. ①甘… Ⅲ. ①水资源管理—研究—甘
肃省 Ⅳ. ①TV213.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2）第 233305号



《甘肃省行政分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研究》

编委会主任：牛最荣

副 主 任：陈 文 张亚莉

主 编：陈 文

副 主 编：凡炳文 常继青 赵 清

编制 人 员：张正强 王学良 王启优 程建忠 刘岩峰 冯小燕

郭西峰 霍正文 孙 超 崔 亮 邓美妍 聂 晶

李 涛 曾 蓉 张 荣 景 宏 马翔堃 张新民



前 言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

制性要素。我国从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水资源问题

相关的政策和措施，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瓶

颈”。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要

求，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

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水利部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中，明确了到 2015年全国及各

省（区、市）、各行业和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用水效率的具体目标、监督考核

体系、监测评价体系及其政策措施。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大力提高用

水效率和效益，坚决遏制用水浪费，是应对我国严峻水资源形势、缓解水

资源短缺的重要举措。

甘肃省为全面落实用水效率红线控制指标，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和效益，按照《工作方案》有关要求，基于《甘肃省节水型社会建设“十

二五”规划》和《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等，结合全省各

地区、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在对现状用水效率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

《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研究》，提出了到 2015年甘肃省各地

区、各行业、重点用水单位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建立了控制指标考核方案

和基础资料填报制度，为省级行政区取水许可管理工作提供技术依据，为

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提供数据参考和信息支撑。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水利厅和省内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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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帮助，在此表示感谢。由于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考核体系尚属探索性工

作，加之编者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出

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改完善。

编 者

二○一二年六月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1）

1.1目标与要 !!!!!!!!!!!!!!!!!!!!!求 （1）

1.2控制指 !!!!!!!!!!!!!!!!!!!!!!标 （1）

1.3编制思 !!!!!!!!!!!!!!!!!!!!!!路 （3）

1.4编制依 !!!!!!!!!!!!!!!!!!!!!!据 （5）

1.5编制原 !!!!!!!!!!!!!!!!!!!!!!则 （6）

1.6工作要 !!!!!!!!!!!!!!!!!!!!!!求 （6）

1.7基本规 !!!!!!!!!!!!!!!!!!!!!!定 （7）

第二章 水资源基本情 !!!!!!!!!!!!!!!!!!况 （9）

2.1水资源数 !!!!!!!!!!!!!!!!!!!!!量 （9）

2.2水资源质 !!!!!!!!!!!!!!!!!!!!!量 （9）

2.3水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 （10）

第三章 用水效率现状分析与预 !!!!!!!!!!!!!!测 （12）

3.1农业用水效率现状分析与预 !!!!!!!!!!!!测 （12）

3.2工业用水效率现状分析与预 !!!!!!!!!!!!测 （23）

3.3生活用水效率现状分析与预 !!!!!!!!!!!!测 （32）

3.4综合用水效率现状分析与预 !!!!!!!!!!!!测 （43）

3.5与相关规划成果比 !!!!!!!!!!!!!!!!较 （50）

第四章 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 （52）

4.1确定原 !!!!!!!!!!!!!!!!!!!!!则 （52）

4.2省级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 （52）

1



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研究

4.3监督考核指标分 !!!!!!!!!!!!!!!!!!解 （53）

4.4监测评价指标分 !!!!!!!!!!!!!!!!!解 （54）

4.5地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 （58）

第五章 控制指标考核体系及方 !!!!!!!!!!!!!!案 （60）

5.1监督指标考核体 !!!!!!!!!!!!!!!!!系 （60）

5.2监测指标评价体 !!!!!!!!!!!!!!!!!系 （61）

5.3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监 !!!!!!!!!!!!!!管 （63）

5.4基础资料统计调查制 !!!!!!!!!!!!!!!度 （64）

5.5考核方 !!!!!!!!!!!!!!!!!!!!!案 （65）

第六章 保障措 !!!!!!!!!!!!!!!!!!!!!施 （67）

6.1组织保 !!!!!!!!!!!!!!!!!!!!!障 （67）

6.2制度保 !!!!!!!!!!!!!!!!!!!!!障 （67）

6.3法规保 !!!!!!!!!!!!!!!!!!!!!障 （68）

6.4监督管理保 !!!!!!!!!!!!!!!!!!!障 （69）

第七章 结论与建 !!!!!!!!!!!!!!!!!!!!议 （70）

7.1结 !!!!!!!!!!!!!!!!!!!!!!!论 （70）

7.2建 !!!!!!!!!!!!!!!!!!!!!!!议 （70）

附件：甘肃省区域和行业用水效率考核体系基础资料调查 !!!表 （74）

2



第一章 总 则

1.1目标与要求

（1） 总体目标。为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明确的

流域和省级行政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分析地级行政区的用水方式，提出

地级行政区行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为取水许可管理、节水监督管理、遏

制用水浪费、提高用水效率提供技术依据，促进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支撑甘肃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2） 总体要求。根据水利部《工作方案》中，到 2015年全国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比现状下降 30%以上，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4

以上的总体目标要求，分析建立甘肃省各地区、各行业和重点用水监控单

位的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并对各地级行政区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和

监测评价。

（3） 基本任务。依据总体目标和要求，省级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指标编

制的主要任务包括：用水效率现状分析、用水效率预测分析，用水效率控

制指标分解、控制指标考核体系、保障措施以及问题与建议等内容。甘肃

省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其考核体系编制任务总体结构见图 1-1。

1.2控制指标

用水效率红线控制指标分为监督考核指标和监测评价指标两级指标，

监督考核指标纳入省级考核体系，监测评价指标纳入水利厅监督通报体系，

同时明确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监测评价指标。

（1） 监督考核指标。监督考核指标确定为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

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两项指标，与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水功能区达标率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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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一同纳入省级考核体系。这两项考核指标的具体要求是：到 2015年，

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 2010年下降 30%以上，降低到 69m3以下；

全省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4以上。

图 1-1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其考核体系编制任务总体结构示意图

（2） 监测评价指标。监测评价指标分为综合用水监测评价指标（为万

元 GDP用水量）、农业用水监测评价指标（为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工业

用水监测评价指标（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高用水行业单位产品用水定

额） 和生活用水监测评价指标（为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城市供水管网漏

损率和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 四类。监测评价指标纳入水利厅落实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监督通报体系，由水利厅监督各地区各行业的主要用水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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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指标落实情况。

①综合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年，全省万元 GDP用水量比 2010

年下降 30%以上，降低到 271 m3（按 2005年价计） 以下。

②农业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年，全省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由

2009 年的 562 m3降到 492 m3以下 （2009 年全国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为

434 m3，2015年降到 370 m3以下。）

③工业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包括国有

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以及年产品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

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 90%以上。

④生活用水监测评价指标。到 2015年，全省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率提高

到 10%以上；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3%以下，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

达到 70%以上。

（3） 重点用水监控单位。重点用水监控单位的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产品用水定额、节水

器具普及率等指标要严于甘肃省平均考核标准。

1.3编制思路

（1） 基本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

标，以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为依据，根据水利部《工作方案》

对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指标的要求，确定甘肃省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并分解

到地区、行业和重点用水监控单位，建立覆盖各主要行业、各地区的用水

效率控制指标体系；通过建立健全监督考核体系和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和

完善节水管理制度，促进用水效率效益的提高和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2） 编制重点。通过区域用水总量及用水效率现状的调查分析，摸清

各地区、主要行业用水效率现状水平和近几年来的发展变化趋势，分析预

测 2015年可能达到的水平，为制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细化分解、建立和完

善节水管理制度及保障措施等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用水效率宏观

第一章 总 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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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配指标，统筹兼顾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用水，制定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分解方案。根据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分解方案，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

布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提高用水效率和保障措施等提出建议。突

出用水效率控制的思路、格局和方向，做到能操作、可检查、易考核、有

奖惩，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保护。

（3） 技术路线。用水效率分析及控制指标细化分解的各个环节与用水

总量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工作是一个有机

组合的整体，相互之间动态反馈，综合协调。因此，甘肃省按地级行政区

划和城市区划的方式进行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单元的划分以及用水效率类指

标的选取。报告编制共分为 5个部分。

①用水效率现状分析与预测。通过用水量及水利和社会经济指标现状

调查分析，提供对现状用水方式、用水结构、用水定额、产业结构、用水

效率调查成果；提供对 2015年可能实现的用水效率定性和定量识别与分析

成果；为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细化分解等部分的工作提供分析依据。

②控制指标分解确定。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的分解在现状用水效率和预

测分析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在细化控制指标时，以地级行政分区或城市分

区为单元，分析行业用水效率情况；在兼顾现状用水效率的基础上，统筹

考虑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节水技术推广、节水器具普及

等对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以省级用水效率控制指标为前提、区域社会经

济指标为基础，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和用水定额指标为依据，同时，在用水

总量和用水定额部分成果反馈的基础上，提出推荐的区域用水效率分解方

案和用水效率红线控制指标值，并适当留有余地。省级用水效率的分解思

路示意图如图 1-2所示。

③控制指标考核体系及方案。在用水效率区域分解和控制指标成果的

基础上，建立用水效率控制指标考核体系。包括监督指标考核体系、监测

指标评价体系以及对重点监控单位的监管，同时提出控制指标考核方案。

④保障措施。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法规保障、监督管理保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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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出实现区域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的保障措施。

⑤结论与建议。对分析结果进行汇总，并根据现状用水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提高用水效率的建议。

图 1-2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分解思路示意图

1.4编制依据

（1） 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

管理条例》等。

（2） 相关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水

利部《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工作方案》等。

（3） 规划成果。《甘肃省水资源综合规划》，《甘肃省主体水功能区

划》，《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甘肃省节水型社会建设

“十二五”规划》，《甘肃省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各区域社会发展规

划和水资源规划等。

（4） 相关标准。取用水定额相关标准，国家已颁布的行业取水定额标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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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以及主要产品用水定额及《甘肃省行业用水定额》等。

1.5编制原则

（1） 分级控制原则。区域用水效率控制指标服从全省用水效率控制指

标，下一级区域指标服从上一级区域指标，省级用水效率控制指标汇总值

不超过国家分解的控制指标值。

（2） 尊重现状，逐步提高原则。考虑区域效率水平现状和用水格局，

优化产业布局，遏制用水浪费，逐步达到国家控制指标的要求。

（3） 统筹发展，科学分解的原则。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

支柱产业，科学合理分解效率控制指标，制定出可操作、易考核的控制指

标体系和考核方案。

（4） 公平公正、民主协商原则。在指标细化过程中，统筹兼顾不同地

区、不同行业用水效率的差异，充分征求相关政府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

的意见。

1.6工作要求

（1）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的分解应尽量采用相关的研究和规划成果，与

流域综合规划以及各地级行政区的水资源综合规划等成果相协调。

（2） 保证基本资料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相关基础资料、指标、定额、

分区等，要做好调查与资料复核、分析工作。

（3） 确保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分解的质量，按照技术大纲的要求开展工

作，特别注意与取水许可指标一致性的审查。

（4） 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分解方案的编制流程如图 1-3所示。

（5） 在方案编制过程中遇到问题和建议，应及时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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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区域用水效率指标方案编制流程示意图

1.7基本规定

（1） 编制范围：为甘肃省行政区和所属的全部地区以及重点用水监控

单位。

（2） 水平年：以 2010年为基准年，2015年为达标水平年。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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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价格估算水平：结合甘肃省各地统计数据的实际情况，采用当年

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同时，为使经济发展资料具有可比性，对省级指标

按照当年价与 2005年可比价同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4） 地级行政区域用水效率控制指标编制中涉及的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万元 GDP用水量、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

等指标值，统计年限与甘肃省地级行政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中的统计年限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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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资源基本情况

2.1水资源数量

甘肃是全国水资源最为短缺的省份之一，资源型、水质型、工程型缺

水并存。甘肃省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数据显示，全省多年

平均降水量 276.9mm，多年平均自产地表水资源量 282.14亿 m3，纯地下水

资源量 7.30亿 m3，自产水资源总量为 289.44亿 m3，位居全国 32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 的第 29位，人均水资源量 1150 m3，不到全国人均的二分

之一，耕地亩均 378 m3，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河流入（省） 境

水资源量 287.33亿 m3，出境水资源量 482.34亿 m3。呈现降水少，时空分

布不均，水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特点。全省及流域水资

源量见表 2-1。
表 2-1 甘肃省多年平均水资源量 单位：亿 m3

2.2水资源质量

（1） 河流泥沙。甘肃省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为 19.11kg/m3，其中内陆

河流域为 2.29 kg/m3，长江流域为 4.15 kg/m3，黄河流域为 38.11 kg/m3。全

省河流多年平均输沙总量为 54691万 t，其中内陆河流域为 1275万 t，占全

省的 2.33%；黄河流域为 49201万 t，占全省的 89.96%；长江流域为 4215

流域
自产地表
水资源量

纯地下
水资源量

自产水
资源总量

入境
水资源量

出境
水资源量

内陆河 56.62 4.67 61.30 14.10 9.99

黄河 125.16 2.63 127.78 239.64 341.08

长江 100.36 100.36 33.59 131.27

全省 282.14 7.30 289.44 287.33 482.34

第二章 水资源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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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占全省的 7.71%。年输沙量大于 1亿 t的河流有黄河干流、渭河及马

莲河，1亿 t至 5000万 t的河流有祖厉河、葫芦河、泾河干流。黄河流域

为全省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地区。

（2） 河流水化学特征。甘肃省河流天然水化学特性有明显的地带性规

律，以重碳酸盐类钙组水分布最广，硫酸盐水次之，氯化钠组水最少。内

陆河流域祁连山区矿化度一般小于 0.5g/L，河西走廊及其以北地区由南向

北矿化度逐渐增加，达到 0.5g/L～1g/L。黄河流域甘南草原、黄土高原南

部、陇东南部矿化度一般小于 0.5g/L，黄土高原中、北部和陇东西北部矿

化度逐渐升高，达到 2g/L以上。长江流域矿化度分布为南部的 0.1g/L至北

部的 0.3g/L之间。

（3） 水污染现状。《2010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甘

肃省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8.89 亿 t，其中居民生活排放量为 2.40 亿 t，占

27%；第二产业排放量 6.10亿 t，占 68.6%；第三产业 0.94亿 t，占 4.4%。

按流域来看，内陆河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2.14亿 t，占全省废污水排放

总量的 24.1%；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6.45亿 t，占 72.5%；长江流域

废污水排放总量为 0.30亿 t，占 3.4%。

2.3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010年甘肃省水资源公报》数据显示，2010年甘肃省实际供用水量

为 122.3238亿 m3。从供水水源来看，地表水源供水 96.6362亿 m3，占总供

水量的 79.0%；地下水源供水 24.2358亿 m3，占总供水量的 19.8%；其他水

源供水 1.4518 亿 m3，占总供水量的 1.2%。从用水行业来看，生活用水

7.2053 亿 m3，占总用水的 5.9%；生产用水 112.0893 亿 m3，占总用水的

91.6%；生态用水 3.0292亿 m3，占总用水的 2.5%。

2010年全省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为 48.1％，内陆河流域为 101％（以

总水资源量计算），黄河流域为 49.8％，长江流域为 3.4％。内陆河流域属

干旱气候区，地势平坦，水利化程度较高，但资源型缺水制约着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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