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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电力技术与应用·

浅谈城市计划用水管理与工作

于 川

咸阳市水利工作队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计划用水管理是节约用水管理的重要内容，实行计划用水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最有效的战略举措。

计划用水是实现总量控制的重要手段，用水定额管理是下达计划用水指标的重要技术依据。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城市计

划用水管理工作，也就是对取用水户的计划用水。通过对计划用水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对策建

议和改进措施，旨在为做好计划用水管理工作提供借鉴，以期使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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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现状

目前，依据《水法》计划用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区

域层面的计划用水，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计划主管

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件

以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可供本级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

向其所辖各行政区域下达年度用水计划指标；二是对用水

户的计划用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

术条件、用水户的用水申请和历年用水情况以及上级行政

区域下达的本级行政区域的年度计划用水指标，向纳入计

划用水管理的用水单位下达计划用水指标[1]。其中用水户

分为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取用水户和其他用水大户，根据

《陕西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规定，其他用水大户是指利

用公共管网供水，年用水量1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企业用

水户和年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非居民用水户[2]。本文

主要讨论的是第二个层次即城市计划用水管理工作。*

2019年，陕西省水利厅印发《陕西省计划用水管理

办法》，正式开始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用水大

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2020年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

准发布新修订的《行业用水定额》地方标准，自2020年9

月12日起实施。新版用水定额的发布施行，将对落实国

家节水行动方案、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发挥重要支撑和

引领作用。

实施现状

2019年在传统的自备水源取水户用水计划管理的基

础上,进一步推动自来水用水户的计划用水管理工作,对自

来水重点用水户试行自来水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目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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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范围内自备水源市级管理户48户，自来水市级管理户

34户，全部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各县区按照要求也在稳

步开展工作，其中自来水用户的计划下达工作起步晚，

涉及配合单位较多，所以目前工作推进中问题重重。

用水户在年底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年用水计

划建议，同时提供用水计划建议表和用水情况说明材

料。用水情况说明材料应当包括用水户基本情况、近3

年的生产经营情况和实际用水量、现状用水水平、所采

取的相关节水措施和管理制度，下年度的生产经营情况

预测和用水需求等。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陕西省行业用水定额、用水户用水

计划建议和实际用水需水情况，按照统筹协调、综合平

衡、留有余地的原则，核定用水户用水计划。

相关配套政策法规有待完善

2017年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成立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

领导，从此我国各行各业法律法规建设突飞猛进，但

计划用水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性文件，只停留在《水

法》和《计划用水管理办法》上，水法中提到的“总量

控制，定额管理”、“用水应当按批准的计划用水”、

“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等提法，没能在正式的法

规性文件中进行细化或没能细化到可操作的程度[3]。地

方上，陕西省2019年才出台《陕西省计划用水管理办

法》，内容上基本与水利部印发的《计划用水管理办

法》一致，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导。同时陕西省地形气候

分为三个区域，用水情况也各不相同，咸阳市目前还未

出台具有可操作程度的相关法规政策，统一根据上级文

件要求，有时候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符。

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督手段。超计划、超定额和不配合

计划下达的情况屡有发生，但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有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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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和强制措施。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归根到底

不是一种行政手段，需要供水企业对超计划、超定额企业

进行加价收费，但在实际操作中供水企业却并未按照要求

执行累进加价制度，而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有效的行政监

督手段，这导致用水企业不重视计划用水管理工作，节水

意识淡薄，不利于地方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的控制。

用水定额体系问题。一是指标种类上还不够全面。二

是有些定额标准不够明确。三是定额的修订更新发布不够

及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水情况也日渐复杂，原有《行

业用水定额》修订的频率已经满足不了当下复杂水情，一

些新的用水行业在新修订的《行业用水定额》中还未出

现，这给计划用水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相关部门之间配合有待加强

自备水源取用水户计划下达由于工作开展已久，而

且有取水许可水量作为红线，一旦超量将面临处罚，所

以工作开展还算顺利。自来水用水户的计划下达面临

第三方供水企业的介入，用水户提供的用水量需要跟供

水企业进行核对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将根据上一年度用水

量结合用水定额对下一年申请水量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研

判，最终下达下一年的计划用水。根据工作实际与各县

市区反映情况，在与供水企业核定水量的环节上困难重

重，供水企业对计划用水工作支持力度不足。

工作人员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部分企业对计划用水管理工作不重视，人员经常变

动，导致计划用水管理工作开展水平不高，资料报送不

及时、不规范,严重影响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主要表现在申请表的水量计算不合理，而且需要返工，

影响工作开展进度，每次填报都详细给填报人员讲解，

但第二年还是会出现填报错误。

管理信息化与资金投入不足

用水单位的用水数据统计工作是开展计划用水管理

的重要基础。目前，取用水户信息，计划用水数据的统

计、计算、审核、下发、修改还是采用传统落后的人工

管理方式，数据量大，数据处理技术落后，存在信息资

料传递时效性差、管理模式相对落后、数据共享平台缺

失等问题[4]。

完善配套法规及管理体系建设

加快出台地方性计划用水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

定具体可行的规范性文件，指导计划用水工作开展，明

确计划下达的方式，规范计划下达流程。强化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监管水平，增加行政执法权利，对拒不配合计

划下达和无故多次超计划超定额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从而达到引起企业重视计划用水工作的目的。最后行业

用水定额的修订与更新发布可以利用互联网政务，通过

官方平台及时修订更新并发布。

提高企业认识开展业务培训

加强计划用水宣传教育工作，,深入企业和社区宣讲

国家计划用水政策、节水知识,大力推广节水技术、节水

型生活用水器,提高市民和企业人员的计划用水意识，引

起企业的高度重视。同时定期对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开展

业务培训，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参与技术指导，帮助企

业顺利完成计划用水工作。

增加投入建立数据共享平台

信息化管理手段是优化计划用水管理的有力工具,对

提高计划用水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要建立

取用水户数据库，开发计划用水管理程序或者手机小程

序，实现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网上或手机上申请、审批、

下达、调整及查询统计等功能，既方便用水户填报又方

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下达。第二，搭建信息共享平

台，水行政主管部门、供水企业、取水企业等涉及计划

用水管理工作的部门全部通过平台及时了解工作进展和

存在问题。

结束语

计划用水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和提高水资源使用

效益的有效途径，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基本

要求，是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5]。城市计划

用水管理工作是实现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的具体手段，也

是水利工作精细化的要求，在合理成本下对每一个取用

水户用水进行计划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区域用水总量的控

制，在计划用水管理过程中企业为了完成计划就会自觉

提高用水效率，改造管网，节约用水。本文通过对现阶

段城市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的

一些问题，其中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并对应给出

建议，旨在为计划用水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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