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节水工作调研报告

2023 年 12 月 14 至 15 日，北京水利学会组织相关单位

技术人员就苏州市节水工作开展调研学习，报告如下：

苏州市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节水优

先方针，将节水、减排、增效、降碳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举措，扎实推进节水工作。苏州市连续十年在江苏省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2011 年 5 月，苏州

市区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并建成全国首个国家节水型城市

群。2023 年 1 月，实现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涉农区

县全覆盖。

2009 年起苏州市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展用水审计工作，发

布《苏州市工业企业用水审计规范》，2017 年依照相关标准

文件对原规范进行了修订。至 2022 年底，苏州市已在造纸、

火电、电子、医院、酒店、学校等行业累计开展企业（单位）

用水审计 335 家，其中市级重点用水户 250 家，覆盖了苏州

市前十大主要用水行业。同时加强审计结果运用力度，以行

政指导书等形式下发审计结论给用水户，要求落实整改意见，

确保用水审计工作闭合管理。

（1）完善节水管理长效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苏州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和节水减排工作，在以市长为组长的节水型城



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本着“领导力量加强、

成员单位稳定、工作机制完善”的原则，充实完善领导指挥、

工作联络、技术指导网络。2020 年，建立苏州市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考核和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强化节约

用水工作的组织领导。新版《国家节水型城市申报与评选管

理办法》出台后，及时进行宣贯培训，明确工作责任、质量

要求、时间节点，稳步推进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各项工作。

（二）完善法规体系。在全国首创公共绿化浇灌和市政

道路冲洗禁用自来水、全省率先修订《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

等工作基础上，2020 年出台《苏州市供水条例》，强化“从

源头到龙头”管理，为高质量节水工作增强保障。修订苏州

市《建设项目节约用水管理办法》《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

平衡测试管理办法》，从建设管理、日常监管、定量考核等

方面，对节水闭环管理、“链条管理”不断进行规范和完善。

组织开展《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苏州市节水行动实施方

案》落实情况和计划用水管理三个专项评估，不断提高节水

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三）强化规划引领。对《苏州市城市节约用水规划》

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发布苏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

（2021-2035）》《城市节约用水规划（2035）》《城市非常规

水资源利用规划（2035）》，完善太湖等河湖水量分配，全市

年压减取水许可量 2 亿立方米，推进吴江区水资源刚性约束



“四定”试点。出台苏州市《工业节水三年行动计划》《污

水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编制《苏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2035）》，市区已建成的海绵城市面积为 110.2 平方公里，

海绵城市面积达标率为 22.89%。

（四）加大资金投入。市级财政设立节水型城市长效管

理专项经费，确保水平衡测试、用水审计、节水宣传教育、

规划和定额编制等节水管理基础工作的开展，支持具有示范

带动作用和显著社会效益的节水技改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合同节水、水效领跑者、节水型载体等项目补助。各区财政

同步落实配套节水专项经费予以保障。节水社会资金投入逐

年增加，积极开展节水技改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投资建设

再生水利用、雨水收集利用、废水回用等节水项目，年均节

水投入超亿元。

（2）制定审计规范，健全法规制度

苏州 2009 年起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展用水审计工作。2009

年发布，2010 年 3 月起实施的《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中明

确“建立用水审计制度”，为该市推行用水审计提供了法律

依据。2009 年，苏州市水务局制定发布《苏州市工业企业用

水审计规范》,明确审计内容和审计程序，对用水户取、用

水活动的合理性、合规性、先进性等情况进行审查，寻找存

在问题，提出指导意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13 年。发布《苏州市建设项目节约用



水管理办法》、《苏州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2015 年，发布《苏

州市水平衡测试实施办法》。2017 年，市水务局以审计“水

量、制度、水质、水效”为基础，在审计对象上增加了公共

机构，在内容上增加了排水水质符合性校核，在报告书格式

上进行了优化，发布了新版《苏州市用水审计规范》。2022

年，市水务局修改发布《苏州市建设项目节约用水管理办法》、

《苏州市计划用水管理办法》、《苏州市水平衡测试管理办

法》。2023 年，计划在年底前发布《苏州市计划用水管理细

则》，着手编制《苏州市建设项目节约用水实施细则》。

（3）实现闭合管理

至 2016 年，苏州市已对造纸、火电、电子等 15 个行业

17 家企业进行了用水审计，作为一项创新性工作，在国家节

水型城市考核和复查中得到专家组肯定。省水利厅高度关注

苏州市的用水审计试点工作，2016 年发布实施的《江苏省节

约用水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对重点计划用水户定期进行用水审计”，用水审计工作开始

在全省推广。2018 年省水利厅发布《江苏省用水审计实施办

法》，以省级规范性文件明确了用水审计工作的主体、对象、

依据标准和管理程序。市节水办、市水务局先后发布《用水

审计报告 (模)》(苏市节[2016]16 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

用水审计工作的通知》(市水务传[2022]125 号)，规范了审

计报告编制格式，强调了审计有效期以及审计结论下达、企



业整改反馈等一系列闭合管要求,进一步从标准和程序上规

范了审计工作,提升了审计效果。

（4）开展用水审计试点工作，提高审计成效

苏州市通过试点探索、修订规范、稳步推进到规范流程、

全面展开、闭合管理，已获得较为显著的成效。

2009 年发布审计规范后，针对高耗水工业企业，首家被

审计企业为紫兴纸业，以每年 2 家左右的进度，逐步覆盖市

区范围高耗水行业，在同年出台的《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

中将用水审计的要求纳入条例。

2016 年随着国家标准《企业用水审计技术通则》与同年

发布的省级标准《江苏省节约用水条例》的先后出台，更加

明确了对重点用水户开展用水审计。2017 年依据国标修改规

范，同时将审计范围扩大到公共服务业用水大户，年审计用

水大户数量提升至 5-10 家。

2018 年，江苏省用水审计实施办法的出台，苏州市进一

步明确审计对象（重点用水户）和审计周期（5 年）。

至 2023 年，苏州年审计用水大户超过 100 家，省级重

点监控计划用水户（年用水 50 万 m
3
以上）已实现全覆盖，

市级重点监控用水户（年用水 30 万 m
3
以上）基本全覆盖。

至 2023 年底，全市已在火电、纺织、造纸、钢铁、电子、

化纤、化工、非金属矿物、医药以及医院、酒店、学校、商

业等 20 余个行业 355 家(含非重点监控用水户)企业、单位



开展用水审计，覆盖了苏州前十大主要用水行业。同时加强

审计结论运用工作，督促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意见，依照审

计结论通知书要求制定整改方案，结合合同节水推广工作，

采取工程和管理措施提升用水效率，于审计第二年内完成整

改并及时反馈水行政主管部门。截止 2022 年，全市已开展

用水审计的企业(单位)累计投入近两亿元,实施了 200 余项

节水技改、雨水利用等项目，合计节水能力超过 2000 万 m
3
/

年。

（5）创新建立实施计划用水单位“节水专员”制度

加强节水队伍建设，提升人员业务水平。为切实提升计

划用水单位用水效率和节水管理水平，于 2020 年在全市范

围内建立计划用水单位“节水专员”制度。通过机制创新驱

动，激活节水内生动力，落实各项节水职责，实现节水精细

化管理。针对区县级管理部门人员不足这一普遍现象，一方

面加强节水人才梯队建设，为节水管理工作发展提供有力的

人才支撑；另一方面加强业务培训，不断培养适合新时代发

展和变化的节水管理人才。

扩大节水专员培训，提升节水内生动力。根据江苏省水

务经理制度及市“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实施方案要求，继续

扩大节水专员培训覆盖面，培养高素质节水专员队伍，强化

高素质节水专员队伍，强化用水精细化管理。

1）目的：服务用水单位、优化营商环境，激发节水内



生动力，推动用水方式转变，提升苏州市水资源综合利用效

能。

2）实施：量身定制培训内容，提升“专员”管水能力。

以单位实际需求出发，围绕水平衡测试与用水审计、主要行

业节水技术与途径、节水法律法规和政策、计划用水与节水

统计等方面制定培训课程，分批组织培训。

3）成果：截止 2023 年 10 月，累计已有 18 批次 1850

家企业（单位）的 1930 名管理人员通过培训和考试获得“节

水专员”这个主管部门与用水单位之间的纽带，有效推进了

节水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提升了管理效率。

4）实效：一方面为企业（单位）培养了节水人才，帮

助企业降低用水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节水专员”这个主管

部门与用水单位之间的纽带，有效推进了节水管理各项工作

的开展，提升了管理效率。

5）推广：该制度被江苏省水利厅借鉴吸收，以“水务

经理”的形式在江苏省全省推广。

（6）开展节水监督检查

加强用水监管工作，每年初制定年度苏州市节约用水监

督检查计划，年内完成对 9 个市区节水管理机构和重点用水

户的两轮检查，年底前发布检查结果通报文件，及时跟踪督

促整改落实情况。同时积极配合部、省两级对苏州“四不两

直”检查工作。通过加强节水监督检查工作，有效督促各市



区节水管理机构各项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强化了对计划用水

户特别是重点用水户的管理力度。每年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

节水器具市场进行抽查检查。

（7）用水审计工作特点

1）起步早。苏州 2009 年起在全省率先试点开展用水审

计工作。

2）基数大。苏州市市级重点用水户有 406 家。（年用水

量在 30 万 m
3
的非居民用水户作为市级标准，为该市重点用

水户）

3）管理成本高。每年至少完成 81 家重点用水户的用水

审计工作才能达到省办法要求，同时全流程闭合管理，审计

报告抽查评估，审计后监督管理投入成本大。



图 1 12 月 14 日苏州市节水办用水审计经验座谈

图 2 12 月 15 日昆山节水型工业园区实地调研

2023 年 1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