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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自然地理

1.1.1地理地貌

海宁市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东邻海盐县，

南濒钱塘江，与绍兴上虞区、杭州萧山区隔江相望，西接杭州余杭区、江干区下沙，

北连桐乡市、嘉兴秀洲区。海宁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冲积平原，地势南高北低，

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狭长，东宽西窄，东西长 51.65km，南北宽 28.94km。地面

高程在 2.2～6.2m之间，南部上塘河流域地面高程在 3.2～6.2m之间，北部运河地区

地面高程在 2.2～3.2m之间。除东北和东南有少数山丘外，其余均为平原。地貌成因

可分为剥落地貌、冲积地貌、海成地貌和人工地貌四类。

图 1-1 海宁市地理区位图

1.1.2气候气象

海宁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暖季受热带海洋气团调节，盛行东到东南风，气候温

润，降水较丰；冷季受副极地大陆气团控制，盛行北到西北风，气候干寒，降水偏少。

四季分明，冬夏较长，春秋较短。降水季节变化明显，光温同步，雨热同季，光、温、

水配合较好。境内除东南部丘地和沿江高地外，平原地域气候差异较小。无霜期较长，

农业气候条件优越，唯气候多变，尚有旱、涝、风、雹等气象灾害出现。

海宁市多年平均气温 15.9℃，极端最高气温 40.5℃，极端最低气温-12.4℃；多

年平均降雨量 1256.7mm；多年平均水汽压 16.7hPa；年平均日照时数 2010.2h，无霜

期 233.5天，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790mm；相对湿度 81%；静风频率 8%，多年平均

风速 2.7m/s，实测最大风速 19.0m/s，风向以 SE或 NE为主。

1.1.3河流水系

海宁市地处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东南端，南濒钱塘江。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水

网密布，构成了“六横九纵”河道网络骨架。主要河道涉及上塘河、运河 2个水系。主

干河道有三个排水方向：向北排入太湖，向东排入黄浦江，向南排入钱塘江、杭州湾。

海宁市河道 2151条，长度 1962.73km，水域面积 41.85km2；湖泊 2处，分别为

西湖、鹃湖，水域面积 1.48km2；其他水域 6161处，水域面积 9.82km2，其中池塘 6147

个，水域面积 7.77km2；长水塘、泰山港湿地 2片 10处，水域面积 1.73km2；龙渡湖、

金门湖、天目湖、市民湖水域面积 0.32km2。

（1）上塘河水系（上河水系）

上塘河水系在海宁市境内流域面积共 202.21km2，属沿海高区。沿上塘河及新塘

河建有船闸共 3座，与运河水系、盐仓垦区勾通。1956年以来，先后建有长安、许



海宁市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

2

村、盐官、盐仓、新仓等电力翻水站，分别用于从运河水系翻水补充至上塘河，或从

上塘河水系翻水补充至盐仓围垦区。

上塘河自杭州德胜坝流经临平至海宁市盐官镇。海宁境内自许村吴家堰起，至上

塘河闸。上塘河左右两岸共有支流 39条，通过闸坝与运河水系相连，主要支流有新

塘河、运输河、坝头港、东出盐港、群乐港等河道。

（2）运河水系（下河水系）

运河水系地处海宁市中、北部，流域面积 529.65km2，主干引排河道有盐官下河、

长山河、长水塘、崇长港等 4条。这 4条河道是向运河引水、排水和向钱塘江排水的

主要河道。洛塘河、辛江塘、宁袁塘、袁花支河由西向东，横穿下河地区，与主干河

道相互调节，构成境内引排水系统。在腹部贯通南北水流的有泥坝桥港、斜郭塘、绵

长港、唐家堰港、平阳堰港、麻泾港、袁硖港、木长桥港、黄山港、年长港、六平申

港等河道。

图 1-2 海宁市河流水系图

1.2 经济社会

1.2.1行政区划和人口

（1）行政区划

海宁市全市总面积 862.82km2，辖许村镇、长安镇（高新技术开发区）、周王庙

镇、盐官镇、斜桥镇、丁桥镇、袁花镇、尖山新区（黄湾镇）8个镇，硖石街道、海

洲街道、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马桥街道 4个街道。

图 1-3 海宁市行政区划图

（2）人口

海宁市2020年末户籍总人口70.80万人，常住人口107.62万人，城镇化率69.95%。

近年来，海宁市常住人口整体呈增长趋势，城镇化率逐步上升，城镇人口比例加大。

近 5年海宁市人口变化趋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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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海宁市常住人口变化趋势图

1.2.2国民经济

（1）总体情况

海宁市 2020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30.78亿元，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8.61

亿元，增长 1.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574.81亿元，增长 1.8%，其中工业实现增加

值 509.46亿元，增长 2.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37.36亿元，增长 2.3%，三次产

业结构比为 1.8:55.8:42.4。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生产总值为 95780元。

表 1‑1 海宁市近年生产总值统计表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一产 二产 其中工业增加值 三产 合计

2015 18.81 391.24 338.83 295.63 705.68

2016 17.78 424.84 372.46 331.03 773.64

2017 17.75 492.52 434.58 363.50 873.77

2018 17.81 551.26 485.85 391.19 960.25

2019 18.27 581.06 515.23 427.23 1026.57

2020 18.61 574.81 509.46 437.36 1030.78

图 1- 5 海宁市近年经济发展趋势图

图 1- 6 海宁市 2020年各产业增加值结构分布图

（2）农业

2020年全市有效灌溉面积 43.83万亩，农作物总种植面积 50.24万亩，其中，粮

食种植面积 29.06万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21.18万亩。经济作物中，油菜种植面积

2.13万亩，下降 4%，蔬菜种植面积 16.41万亩，增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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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

海宁市 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 2022.97亿元，下降 1.5%，实现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383.82亿元，比上年增长 2.6%。规模以上主要行业包括纺织业、橡胶和

塑料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

海宁市目前主要有海宁经济开发区、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海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海宁市尖山新区等 9个工业园区。

（4）第三产业

海宁市 2020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437.36亿元，增长 2.3%。全年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486.08亿元，比上年下降 2.3%，年末全市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 54个，

成交额 289.67亿元，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 16个。全年旅游总收入 229.56亿元，

下降 17.4%，共接待国内游客 1867.31万人次，接待海外游客 0.28万人次。

1.3 水资源水环境

1.3.1水资源及开发利用

（1）水资源量

根据海宁市周边水文站长系列资料，分析海宁市降水量，得到海宁市多年平均降

水量为 1259.7mm，采用 P-III曲线分析 20%、50%、75%、90%、95%等频率降水量

见下表。

表 1- 2 海宁市不同频率降水量特征值

年降水量（mm）

多年平均 20% 50% 75% 90% 95%

1259.7 1456.9 1250.6 1061.5 985.5 947.1

根据海宁市降雨量、蒸发量，结合海宁市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分析，海宁市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51158万 m3。海宁市不同频率水资源量见下表。

表 1- 3 海宁市不同频率水资源总量特征值

项目 年均值 20% 50% 75% 90% 95%

水资源总量(万 m³) 51158 70475 50714 31903 27676 21522

海宁市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供需矛盾比较突出，水资源人均（以常住人口计）

占有量 475m3，约为全省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

（2）水资源配置

海宁市建立了完善的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络，供水管网已覆盖了市域各乡镇。目前

生活和重点工业用水由水厂统一供应，一般工业用水和农业水主要由平原河网的河道

水予以供应，尖山新区等部分工业园区的工业企业采用再生水。

海宁市有泵站 1302座（含农业、工业、生活供水等），装机流量 605.95m3/s，

装机功率 3.91万 kw。提水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用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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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4 海宁市 2015年~2020年分用途供水总量 单位：亿m3

年份 向农业供水量 向工业供水量 向生活供水量 向生态环境供水量 合计

2015 1.9722 0.7924 0.5723 0.0780 3.4149

2016 1.7623 0.7493 0.6355 0.2054 3.3525

2017 1.6750 0.8179 0.5813 0.2135 3.2877

2018 1.6118 0.7875 0.5896 0.2028 3.1917

2019 1.5110 0.8279 0.6311 0.0650 3.0350

2020 1.5076 0.8444 0.6437 0.0622 3.0579

（3）供用水量

供水水厂：海宁市现有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为长水塘饮用水水源地、盐官下

河饮用水水源地。海宁市近几年建设了较为完善的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络，供水管网已

覆盖了市域各乡镇，市域范围内共有自来水厂有 2家，分别为海宁长河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和海宁钱塘水务有限公司，合计设计供水规模 60 万 m3/d，2020年实际供水量

11423万 m3。

自备取水工程：据统计，截至 2020年年底，海宁市共有自备取水户 110家，年

许可水量 27695.48万 m3；其中一般工业用水许可水量为 5294万 m3，2020年一般工

业实际取水 2513万 m3。

海宁市 2020年总供水量 3.0579亿 m3，均为地表水。从下表可见，2015年以后

供水量呈下降趋势。

表 1- 5 海宁市 2015年~2020年供水总量 单位：亿m3

年份
地表水源供水量

地下水源供水量 合计
蓄水 引水 提水 小计

2015 / / 3.4149 3.4149 / 3.4149

2016 / / 3.3525 3.3525 / 3.3525

2017 / / 3.2877 3.2877 / 3.2877

2018 / / 3.1917 3.1917 / 3.1917

2019 / / 3.0350 3.0350 / 3.0350

2020 / / 3.0579 3.0579 / 3.0579

2020年海宁市总用水量 3.0579亿 m3，各行业用水结构如下图所示。其中，农业

用水量（含农田灌溉用水及林牧渔畜用水）最大，为 1.5076亿 m3，约占总供水量的

49%；工业用水量 0.8444亿 m3，约占 28%；生活综合用水量为 0.6437亿 m3，约占

21%；生态环境用水最少，为 0.0622亿 m3，约占 2%。

图 1-7海宁市 2020年用水量结构图

根据历年嘉兴市水资源公报成果，海宁市 2015~2020年用水总量、各行业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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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见表 1-9和图 1-8。主要表现为：

（1）用水总量：自 201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后，海宁市严格控制用水总量，2015年至 2020年海宁市年用水总量逐年降低，年用

水总量均控制在考核目标之内。

（2）行业用水量：2013年以来，得益于海宁市率先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开展

了一大批农业、工业节水工程建设，海宁市农业用水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 1-6 海宁市各行业历年用水量 单位：亿m3

年份

农业用水量
工业用

水量

生活综合用水量 生态与

环境用

水量

用水总量农田灌溉

用水量

林牧渔畜

用水量
小计

城镇公共

用水量

居民生活

用水量
小计

2015 1.4902 0.4820 1.9722 0.7924 0.2130 0.3593 0.5723 0.0780 3.4149
2016 1.5368 0.2255 1.7623 0.7493 0.2569 0.3786 0.6355 0.2054 3.3525
2017 1.4810 0.1940 1.6750 0.8179 0.2248 0.3565 0.5813 0.2135 3.2877
2018 1.4405 0.1713 1.6118 0.7875 0.2179 0.3717 0.5896 0.2028 3.1917
2019 1.3390 0.1720 1.5110 0.8279 0.2227 0.4084 0.6311 0.0650 3.0350

2020 1.3300 0.1776 1.5076 0.8444 0.2066 0.4371 0.6437 0.0622 3.0579

图 1-8海宁市不同行业用水量变化趋势

1.3.2水环境

根据统计，海宁市 4个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Ⅲ类水。重点断面（嘉兴市控以上

断面）水质达到三类水比率大幅提升。截至 2020 年年底，全市市控以上断面共 14

个，水质达到三类水标准有 10个，比率达到了 71.4%，比 2019年同期提高 28.6个

百分点， 达到嘉兴市下达的 8个断面的考核要求。

表 1- 7 海宁市 2020年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情况

序号 断面名称 控制类别 水质类别 备注

1 盐官下河排江枢纽 入海国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2 上塘河上河闸 入海国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3 长山河松木漾桥 省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4 长水塘第三水厂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5 盐官下河泰山桥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6 长水塘嘉兴二县渔坝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7 硖石市河由拳桥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8 洛塘河货运中转站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9 上塘河许村大桥 市控 Ⅳ 未达到三类水标准

10 上塘河水泥厂桥 市控 Ⅳ 未达到三类水标准

11 盐官下河杭申公路桥 市控 Ⅳ 未达到三类水标准

12 辛江塘丰士水泥厂桥 市控 Ⅳ 未达到三类水标准

13 长山河双喜桥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14 袁硖港回龙桥 市控 Ⅲ 达到三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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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约用水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节约用水管理现状成效

海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节约用水问题，“十三五”期间，以节水型社会建

设为平台，全面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节水型社会和水生态文明

建设，突出抓好水资源“三条红线”管理。海宁市于 2018年创建成为国家县域节水型

社会、省级节水型城市。海宁市 2016、2017、2018、2019年已经连续四年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考核获得优秀等级。圆满完成了“十三五”初期定下的节水目标，主要完

成指标见下表：

表 2-‑1 海宁市“十三五”期间节水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十三五”规划目标 “十三五”期末完成

1 用水总量（亿 m3） 3.8422 3.0579

2 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亿 m3） 1.6775 1.5503

3
万元 GDP用水量下降率（%） 22 39

万元 GDP用水量（m3） 38 29.7

4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 16 31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3） 20.1 16.6

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59 0.661

6 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3 64

7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2 3

（1）体制机制

海宁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工

作；海宁市节约用水办公室设在海宁市水利局内，负责全社会节水工作；海宁市节水

型社会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浙江省节水型社会、水利部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

海宁市创建节水型城市领导小组负责浙江省节水型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的创建工

作。各部门均出台了水资源管理、节约用水方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

表 2-‑2 海宁市节约用水相关政策制度文件列表

序号 文件名称

1 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

2 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宁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3 海宁市水利局关于印发《海宁市自备取水计划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4 关于印发海宁市用水计划核定和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5 海宁市发改局、海宁市物价局关于执行《浙江省物价局关于海宁市非居民生活用户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

批复》有关事项的通知

6 海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宁市水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7 海宁市亩产效益综合评价 C类企业实施差别水价和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征收管理办法(试行)

8 关于开展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

9 关于开展节水型酒店创建活动的通知

10 关于开展节水型企业创建活动的通知

11 海宁市水利局关于开展节水型灌区创建活动的通知

12 关于切实做好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

13 海宁市市区建设项目节水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2）农业节水

通过小农水项目县、“一高五小”工程、农村水利维修养护等工程的实施，开展灌

区节水改造，提升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2016年海宁市开展第八批中央

小农水项目县（2016-2018年），重点结合“四个百万亩工程”，项目覆盖 9个镇（街

道）33个行政村。2017年，作为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第二批试点县（市、区）

之一，海宁市启动了海宁市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在荆山灌区、双木桥灌区、

上塘河中型灌区和民胜灌区作为试点灌区开展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全面铺开，目前全域

都完成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了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定额、精准补贴机制和

奖惩机制。截至 2020年底，全市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43.83万亩，实际灌溉面积 36.41

万亩，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30万亩，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 9.81%。

（3）工业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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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积极培育引进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一

批亩产效益较好、资源消耗较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实《海宁市发展战略性新性产

业及重点鼓励领域产品导向目录（2013-2015年）》（海政发办[2013] 58号），限制

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进入。积极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2015~2020年共开展

120 家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积极倡导企业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 2015~2020

年共完成 54家企业水平衡测试。

（4）城镇公共与生活节水

海宁市于 2010年完成了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实现城市和乡镇供排水“同网、同

质、同价、同服务”，开展了农村三级管网改造、市区一户一表改造工作，2020年城

镇自来水管网漏损率为 5.98%。

2014年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实施意见

的通知》，开展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统一规范新建项目的二次供水设施建

设，有效理顺了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体制，规范建设、改造、维护和管理行为，改

善了高层住宅居民二次供水水质。

持续推广节水器具，2017年海宁市创建节水型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

于开展海宁市节水型器具推广工作的通知》，市区公共机构、学校、公厕、宾馆、酒

店基本实现节水型器具全覆盖。海宁市行政中心是全国第一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位，建有首个公共机构水资源动态平衡监测系统，系统建成前后实时水平衡流失率从

39.5%降至 1.3%，月节水量达 2500吨，月节约水费达 1.1 万元，实践了技术节水和

高效控水的目标。

（5）再生水利用

海宁市尖山污水处理厂于 2011年底投入使用，处理污水能力 5万吨/日。尖山污

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是嘉兴市第一个市政类中水回用项目，项目于 2015年 9月开

工建设，并于 12月建成投运。项目建设规模为 2万吨/日，其中用于工业用水 0.3万

吨/日、市政杂用水 0.7万吨/日、景观环境用水 1万吨/日。尖山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

项目目前用水户主要是万凯新材料，水质满足工业用水要求，用水量约为 600吨/日。

2020年尖山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项目生产中水 548万吨。丁桥污水处理厂四期 5万

吨/日再生水项目已经于 2020年建成，尚未回用于企业。

（6）节水型载体建设

采取“全面发动、重点推进、示范引领”的方式开展节水型载体的建设，优先选择

用水大户加强重点指导。全市累计共建有 7 个节水型灌区、54 家节水型企业、241

家节水型机关（单位）、29个节水型居民小区。

表 2- 3 海宁市现状节水型载体建设情况

节水型载体类别 2015年创建 2017年创建 2018年创建 2019年创建 2020年创建 合计

节水型灌区 3 1 1 1 1 7

节水型企业 3 10 16 22 3 54

节水型公共机构 108 33 9 83 8 241

节水型小区 0 6 6 8 9 29

2.2 现状节水水平分析

2.2.1现状供水情况评价

海宁市生活和部分工业由水厂供水外，其余工业和农业均由提水泵站从河道取水

供水。总体来说，海宁市水源充足，供水工程建设相对完善，能够满足用水需求。

表 2- 4 海宁市 2015年~2020年供水总量 单位：亿m3

年份
地表水源供水量

地下水源供水量 合计
蓄水 引水 提水 小计

2015 / / 3.4149 3.4149 / 3.4149

2016 / / 3.3525 3.3525 / 3.3525

2017 / / 3.2877 3.2877 / 3.2877

2018 / / 3.1917 3.1917 / 3.1917

2019 / / 3.0350 3.0350 / 3.0350

2020 / / 3.0579 3.0579 / 3.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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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现状用水情况评价

根据嘉兴市 2015-2020年水资源公报，可得海宁市近 5年各行业用水量变化趋势，

详见下表。

表 2- 5 海宁市近 5年各行业用水量表 单位：亿m3

年份 农业用水量 工业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 生态用水量 总用水量

2015 1.9722 0.7924 0.5723 0.0780 3.4149

2016 1.7623 0.7493 0.6355 0.2054 3.3525

2017 1.6750 0.8179 0.5813 0.2135 3.2877

2018 1.6118 0.7875 0.5896 0.2028 3.1917

2019 1.5110 0.8279 0.6311 0.0650 3.0350

2020 1.5076 0.8444 0.6437 0.0622 3.0579

从上表知：农业用水量呈现较为明显下降趋势，这是由于近年来农业种植结构进

行了调整，节水灌溉面积和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有所增长，导致农业用水需求有所减少；

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呈现上升趋势，这是由于海宁紧邻沪杭，区位优势显著带来

人口集聚效应，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和生活用水需求增长较快。

2.2.3现状用水效率评价

根据《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19）

136号）和《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要求》，海宁市所在节水评价区域为东南

区。选用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万元 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田灌

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田亩均灌溉用水量、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节水器具普及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占比、非常规水利用水平。

从综合用水效率、工业用水效率、生活用水效率、农业用水效率等四方面共 9

个指标对标评价海宁市现状用水水平，经评价可知，共有 8个指标均达到东南区平均

水平，其中万元 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 6个指标达到东南区先进水

平。总体而言，海宁市现状用水效率一般。各指标评价结果见下表。

表 2- 6 海宁市现状用水效率分析表

评价指标名称及单位
海宁

市

东南区

嘉兴市 浙江省
评价

结论

综合

评价平均

水平

省级

先进水平

城市

先进水平

综合

用水

指标

万元 GDP用水量 m³ 29.7 53 35 15 32.7 26.6 先进

总体

一般

人均综合用水量 m³ 284.1 / / / 333.2 286.2 一般

再生水利用率 % 5.1 15.3 22.8 / 8.7 10.1 一般

工业

用水

指标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
m³ 16.6 47.8 23.4 10 17.2 15.4 先进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

率
% 66.2 87.1 88.9 93.0 75.9 86.5 平均以

下

生活

用水

指标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

率
% 5.98 13.2 10.8 6.6 / / 先进

节水器具普及率 % 100 72.7 100 / / / 先进

农业

用水

指标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系数
/ 0.661 0.565 0.736 / 0.661 0.600 较先进

农田亩均灌溉用水

量
m³ 368 517 516 498 403 325 先进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占比
% 9.8 9.3 38.7 / 34.63 / 一般

备注：东南区涉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对几个重要指标进行了重点分析，具体如下：

（1）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率较低

海宁市全市有效灌溉 43.83万亩，实际灌溉面积为 4.30万亩，高效节水灌溉率仅

为 9.81%，远低于嘉兴市平均水平。

各乡镇中，仅周王庙镇、马桥街道高效节水灌溉率超过 20%，大部分的乡镇高

效节水灌溉率低于 10%，尚有较大的节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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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海宁市各镇（街道）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分布表

镇（街道）名称 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实际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占比

许村镇 7.42 0.09 1.23%

袁花镇 5.71 0.63 11.06%

长安镇 4.90 0.38 7.81%

斜桥镇 4.85 0.45 9.37%

盐官镇 4.39 0.28 6.38%

丁桥镇 4.14 0.65 15.59%

周王庙镇 4.02 0.88 21.88%

黄湾镇 2.82 0.19 6.86%

马桥街道 2.11 0.60 28.55%

海昌街道 2.03 0.14 6.72%

硖石街道 1.11 0 0.00%

海洲街道 0.33 0 0.00%

海宁市 43.83 4.30 9.81%

嘉兴市 266.4 88.725 33.31

（2）部分乡镇工业用水水平较低

海宁市总体节水水平较高，全市非农万元 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均优于嘉兴市平均水平，但受制于产业布局，区域间用水不平衡的矛盾依旧存在。经

济开发区（海昌街道）、许村镇、长安镇（高新区）的非农万元 GDP用水量、非农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劣于嘉兴市平均水平。

表 2-8 海宁市各镇（街道）2020年主要用水效率指标分析表

乡镇 非农万元 GDP用水量（m3/万元）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3/万元）

硖石街道 8.45 3.97

海洲街道 10.29 0.8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22.42 24.57

马桥街道 11.05 16.07

许村镇 20.45 17.95

长安镇（高新区） 21.01 19.02

周王庙镇 12.89 12.34

盐官镇 13.74 11.82

斜桥镇 11.55 9.27

丁桥镇 13.94 16.35

袁花镇 12.20 11.89

尖山新区（黄湾镇） 15.62 15.15

海宁市 15.32 16.57

嘉兴市 15.9 17.7

经分析，海宁经济开发区工业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偏高的最大的原因在于浙江钱江

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年用水量多，其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超过 1000m3，拉低了

整体水平。因此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是重点节水对象。马桥街道、长安镇、

许村镇、丁桥镇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偏高的最大的原因在于这四个地方以纺织后整理为

主，用水较大，因此纺织后整理企业是重点节水对象。

2.2.4用水量及效率与嘉兴市对比情况

将海宁市用水总量、工业和生活用水量、海宁市万元 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等指标与嘉兴市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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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海宁市用水总量及效率指标现状统计表

控制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海宁 嘉兴 海宁 嘉兴 海宁 嘉兴 海宁 嘉兴 海宁 嘉兴 海宁 嘉兴

用水总量

（亿 m3）
3.41 18.96 3.35 18.81 3.29 18.89 3.19 18.76 3.04 17.85 3.06 18.00

工业和生活

用水量（亿

m3）

1.36 7.61 1.38 7.56 1.40 7.90 1.38 8.13 1.46 8.14 1.55 8.57

万元GDP用
水量（m3）

48.8 53.9 45.1 50.03 38.0 43.37 33.6 43.1 29.6 33.2 29.7 32.7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m3）

23.9 25.7 22 24.23 18.1 20.56 16.7 19.1 16.1 17.2 16.6 17.7

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

数

0.656 0.655 0.657 0.658 0.658 0.658 0.659 0.660 0.660 0.661 0.661 0.662

（1）海宁市用水量变化与嘉兴市对比分析

2015-2020年海宁市用水总量逐年递减，2020年较 2015年下降 10.26%，下降幅

度远大于嘉兴市；2015-2020年海宁市生活和工业用水量呈增长趋势，2020年较 2015

年增长 13.97%，增长幅度高于嘉兴市。

（2）海宁市用水效率变化与嘉兴市对比分析

2015-2020 年海宁市万元 GDP 用水量指标逐年递减，2020 年较 2015 年下降

39.14%，下降幅度嘉兴市接近；2015-2020年海宁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也呈

现逐年递减趋势，2020年较 2015年下降 30.54%，下降幅度小于嘉兴市。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海宁市在水资源双控管理方面已经做出一定努力并取得成

效，在充分利用水资源保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除生活和工业用水量增长率大

于嘉兴外，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指标下降幅度均比嘉兴市要大。

2.3 节水潜力分析

2.3.1节水目标与指标

（1）节水目标

围绕海宁市大力实施高质量改革发展、创新引领、城乡品质提升、环境提升行动

的目标，以节水优先方针为指导，以水资源“双控”指标管理为核心，突出水资源、水

环境承载能力约束作用，以节水要求和问题为导向，围绕体制机制、管理制度、行业

节水、非常规水利用等方面，通过强化节水机制、强化管理制度、强化节水基础、强

化节水示范、促进节水创新，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制度创新和公众参与

相结合、节水动力以行政手段为主向市场手段为主转变、节水管理从要我节水向我要

节水转变，推动海宁市节约用水的社会行为规范逐步形成，促使全社会用水更加高效

合理，水资源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提高。

（2）节水指标

节水指标分为用水总量指标、用水效率（定额）指标、其他指标三种类型共 11

项指标。

依据东南区用水指标先进值，以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的 2022年、2025年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控制指标，并考虑规划年发展指标的可达性，制定规划年

节水目标，详见下表。

表 2- 10 海宁市不同规划水平年节水目标指标

类别 指标名称及单位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用水总量指标
用水总量控制指标 亿 m³ 3.0579 3.3200 3.7200

工业和生活用水量控制指标 亿 m³ 1.5503 1.6500 1.8000

用水效率（定额）

指标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 m³ 29.7 26.4 23.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m³ 16.6 16.0 14.1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80 91 91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 5.98 8 8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m³ 368 355 350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0.661 0.662 0.665

其他指标

再生水利用率 % 15 20 20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 10 11 12

节水器具普及率 %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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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现状节水潜力分析

现状节水潜力是在现状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人口、经济量和实物量，按照近远期水

平年（2022年、2025年）的节水标准计算出的需水量与现状用水量的差值。分析计

算如下：

（1）农业节水潜力分析

 0 0n m mtdW A Q Q 

式中： ndW —农田灌溉节水潜力； 0A —现状灌溉面积（有效灌溉面积）； 0mQ 、 mtQ —

分别是平水年（50%）情况下基准年和 2022年（或 2025年）毛灌溉需水定额。依据

相关资料，海宁市现状有效灌溉面积为 43.83万亩，平水年（50%）下基准年和 2022

年、2025 年毛灌溉定额分别为 368m3/亩和 355m3/亩、350m3/亩，则 2022 年、2025

年农业节水潜力为分别为 570万 m3、789万 m3。

（2）工业节水潜力分析

 ZtZg WWZdW  00

式中： gdW —工业节水潜力； 0Z —基准年工业增加值； 0ZW 、 ZtW —分别是基准年

和 2022年（或 202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海宁市基准年工业增加值为 509.46

亿元，基准年和 2022 年、202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分别为 16.6m3和 16.0m3、

14.1m3，则 2022年、2025年工业节水潜力分别为 306万 m3、1274万 m3。

（3）城镇生活节水潜力分析

主要有供水管网节水和节水器具节水两部分组成，供水管网节水潜力用下式计

算：

   tgwgwgw WWdW   1/1 000

式中： gwdW —供水管网节水潜力； gwoW —自来水厂供出的城镇生活用水量； 0 、

t —分别是基准年和 2022年（或 2025年）供水管网漏失率。海宁市城镇生活用水量

为 7060万 m3，基准年和 2022年、2025年供水管网漏失率分别为 5.98%和 5.5%（力

争达到）、5.0%（力争达到），则 2022年、2025年供水管网节水潜力分别为 34万

m3、69万 m3。

节水器具节水潜力可采用下式估算：

 01000/365 PPJRdW tZqj 

式中： qjdW —节水器具节水潜力；R—城镇人口； ZJ —，采用节水型器具的日可

节水量，取 28； 0P 、 tP—分别是基准年和 2022年（或 2025年）节水器具普及率。

由于海宁市供节水器具普及率已经达到 100%，城镇生活节水水平较高，因此节水器

具方面节水潜力较小，暂不予以考虑。

（4）节水潜力分析成果

根据农业、工业和城镇生活节水潜力分析成果，海宁市 2025年节水潜力为 2132

万 m3，其中工业节水潜力为 1274万 m3，农业节水潜力为 789万 m3，城镇生活节水

潜力为 69万 m3。

表 2-11 海宁市各行业节水潜力成果表

分类
节水量（万 m3）

2022年 2025年

农业节水潜力 570 789

工业节水潜力 306 1274

城镇生活节水潜力 34 69

合计 910 2132

海宁市在 2022、2025年节水目标下现状节水潜力仅占现状年用水总量的 3.0%、

7.0%，总体来看，海宁市现状节水水平较高，农业、工业、生活间节水潜力不一，

其中工业、农业是节水的主要方向。

2.4 节水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

从外部看，国家和浙江省的治水战略部署都对节水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党的

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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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自然资源和物质基础，在新时代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节水优先。

生态文明建设为节水提供了新的机遇，坚持节水优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促进形成绿色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国

家节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

度认识节水的重要性，要求坚持节水优先方针，把节水作为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

的重要举措，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浙江省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节水行动“168”工作体系和政策体系，通过实施“一项行动”、推进“六大工程”、完

善“八项机制”，努力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发力、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节水新格局。

《嘉兴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嘉兴将通过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强化

水资源的刚性约束，落实目标责任，实施节水工程，强化监督管理，创新制度、政策、

技术、机制，加快建立节约集约型用水方式，提高全社会用水效率，为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和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

窗口”中的“最精彩板块”提供有力支撑。

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海宁市“十四五”期间需要在国家和浙江省、嘉兴市的框

架下，全市统筹谋划，体现国家意志，强调刚性约束，树立绿色、健康节水观念。

从自身看，海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节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四五”

时期，海宁市将打造成长三角国际化时尚科创新城与文化旅游名城、杭州湾拥湾产业

高地、深度融杭的品质新城。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绿色发展动能的要求更加迫切，不断加快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进展给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与水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对水资源支撑和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2020年 11月，《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印发，方案提出了三大节水管

理、六大节水工程，到 2025年，全市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水平走在嘉兴市前列，万

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15年分别降低 45%和 41%以上，

用水总量控制在 4.10亿立方米以内。节水行动的印发，倒逼海宁加大节水力度，确

保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相协调。

2.5 节水工作存在的问题

对照新时期国家节水行动要求和现状实际，海宁节水方面还存在着下述问题：

（1）可利用水资源不足尚未深入人心。海宁市属于资源型短缺地区，供需矛盾

比较突出。根据《嘉兴市水资源公报（2020年）》，全市多年平均总水资源量 3.8413

亿 m³，水资源人均（以常住人口计）占有量 360m3，约为全省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

一。与此对应的，海宁市属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现有河道 2151条，河流纵横交错，

水网密布，迄今为止尚未发生河道水位大幅度下降的干旱事件，与浙南地区水资源不

足要停水这种显性水资源不足相比，海宁市属于隐性水资源不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

无法切身体会海宁市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城市这一严峻的现状，造成部分人员对节水

工作不理解、不认同、不支持。

（2）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存在压力。根据《海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目标，经预测海宁市 2022年、

2025年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为 1.78、1.98亿 m3（详见附件 1），与嘉兴市下达的指标

相比 2022年、2025年缺口分别为 0.09、0.18亿 m3。为顺利完成“十四五”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针对存量开展内部挖潜是必须开展的工作。

（3）总体用水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海宁市部分用水指标处于省市领先地位，

但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等指标

与东南区最先进指标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说海宁市节水水平已经相对较高，可挖潜

空间不多，未来主要针对工业企业开展节水改造、针对农业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

设。

（4）区域间用水水平差异较大。海宁市总体节水水平较高，但受制于产业布局，

区域间节水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许村镇、长安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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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的非农万元 GDP用水量、非农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劣于海宁市、嘉兴市

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马桥街道、长安镇、许村镇、丁桥镇以印染为主，用水量较大，

且效率不高。

（5）重要监测断面水质尚未全部达标。根据统计，海宁市 4个出境断面水质全

部达到Ⅲ类水。重点断面（嘉兴市控以上断面）水质达到三类水比率大幅提升。2020

年，全市市控以上断面共 14个，水质达到三类水标准有 10个，比率达到了 71.4%，

比 2020年同期提高 28.6个百分点，达到嘉兴市下达的 8个断面的考核要求，但尚有

上塘河许村大桥、上塘河水泥厂桥、盐官下河杭申公路桥、辛江塘丰士水泥厂桥未达

到三类水标准。

（6）再生水利用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海宁市目前建有盐仓污水处理厂、丁桥污

水处理厂、尖山污水处理厂等三座污水处理厂，三厂承担着海宁市全市污水处理任务，

日污水处理能力达 41万吨，均已实现一级 A标准排放。虽然海宁市尖山污水处理厂

已开展再生水利用，且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01%，但受限于海宁市盐仓污水处理厂、

海宁市丁桥污水处理厂暂未开展再生水利用工程，全市再生水利用率仅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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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目标和主要任务

3.1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3.1.1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和“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总基调，

以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为统领，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调节作用，强化水

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严控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落实目标责任，聚焦重点领域

和典型地区，实施重大节水工程，加强监督管理，提升全社会节水意识，把节水贯穿

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创新节水政策、制度、技术、机制，加快建

立节约集约型用水方式，提高用水效率，大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努力以最

小的水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示范表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提供水安全保障。

3.1.2 基本原则

坚持总量控制、效率优先。以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及嘉兴市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三条红线”及双控行动确定的用水指标为基准，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开展

县域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实施用水全过程管理，建立节水评价机制，严格控制用水

总量，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大幅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全面分析评价海宁市不同区域水资源条件、产业结

构及不同产业的用水水平，立足于现状，抓住节约用水工作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

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市节水降损、非常规水利用、节水标杆示范和

节水装备制造等六大工程。

坚持突出重点、示范推广。以海宁市节水标杆酒店、节水标杆校园、节水标杆

小区、节水标杆企业、水效领跑者灌区创建为抓手，形成示范，引领节水管理各项工

作的落实，推广应用节水科技和先进节水技术。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加强政府对节水的引导作用，落实目标责任，完善

监督考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对水资源的配置作用，引导和推动合同节水管理，不断

增强全社会节约用水的内生动力。

坚持全民参与、自觉节水。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加强节水及“洁水”

宣传，增强全民水忧患意识，形成节约用水的社会风尚。

3.2 规划范围及水平年

3.2.1规划范围

规划工作范围为海宁市全市域，涉及 4个街道 8个镇。

3.2.2规划水平年

根据现状海宁市可以获取的经济社会数据以及现状用水量情况，以及满足未来一

段时期内指导全市节约用水工作，拟定水平年如下：

规划基准年：2020年；

近期水平年：2022年；

远期水平年：2025年。

3.3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浙江省水资源条例》；

（2）政策文件类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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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

《关于印发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6〕876号）；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水政法〔2016〕156号）；

《关于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9]695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意见》（浙政发〔2012〕107号）；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2014年 5月 23日中

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 11月 19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

八次全体会议通过）；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浙政发〔2016〕

12号）；

《浙江省发改委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关于在有关规划编制中开展水资源论证工作

的通知》（浙发改规划〔2015〕297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通过节水型社会建设验收县（市、区）

和启动第二批县（市、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政办发〔2016〕47号）；

《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省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2年）的通知》（浙水保[2017]45号）；

《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做好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浙节水办〔2020〕4号）。

（3）规范标准类

《工业企业水量平衡测试方法》；

《工业用水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

《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

《用水审计导则（试行）》；

《取水许可技术考核与管理通则》；

《节水型社区评价导则》；

《浙江省用（取）水定额（2019年）》。

（4）其他相关资料

《海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海宁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海宁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美丽海宁建设规划纲要（2020-2035）》

《海宁市现代农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海宁市水资源综合规划》等相关规划；

《嘉兴市水资源公报》（2015~2019）；

《海宁市统计年鉴》（2015~2019）；

《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

海宁市水利普查统计资料。

3.4 规划目标与任务

（1）总体目标

贯彻落实“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补短板、强监管”总基调，实施“创新驱动、融

杭接沪、城乡融合、绿色发展、现代治理”五大战略，持续引领创新潮、时尚潮、人

文潮和幸福潮，加快建设现代中等城市、国际品质潮城，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市，

着眼于进一步提升市域水资源承载力和支撑力，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通过体制机制深化健全、管理制度强化完善，加快推进节水工程建设，力

争在全省节水工作中处于领先水平。



海宁市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

17

到 2022年，重点领域节水取得快速突破，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初步建立，节

水产业初具规模，非常规水利用占比进一步增大，用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全社会

节水意识明显增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降

低 1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1%以上，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控制在 8%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661以上，用水总量控制在 3.32

亿 m3以内。

到 2025年，节水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市场机制基本完善，技术支撑能力不断

增强，用水效率指标持续向好，全社会形成良好节水风尚，全市水资源节约循环利用

水平走在嘉兴市前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

分别降低 20%和 15%以上，用水总量控制在 3.72亿 m3以内。

（2）分类目标

根据《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和《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

做好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浙节水办〔2020〕4号），海宁市节

约用水“十四五”规划目标分为 I类目标和 II类目标。

I类目标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确定的控制

指标要求。

II类目标为在海宁市节约用水围绕制度建设、基础工作、工程建设、标杆创建、

非常规水利用等五大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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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海宁市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目标与任务表

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Ⅰ类

1 用水总量（亿 m³） 3.0579 3.3200 3.7200

2 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亿 m³） 1.5503 1.6500 1.8000

3 万元 GDP用水量（m³） 29.7 26.4 23.3

4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m³） 16.6 16.0 14.1
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661 0.662 0.665

II类

农业节水增效

1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个） / 1 1
2 新增节水型灌区（个） / 2 5
3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 0.4 1

4 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万亩） / 0.2 0.5

5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条） / 4 10

6 规模养殖场节水改造与建设（个） / 1 1

7 规模化养殖场节水设施设备安装率（%） / 100 100

8 省级美丽牧场（个） / 1 3

9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个） / 9 17

10 省级星级农村公厕（个） / 30 60

工业节水减排

11 高耗水工业企业水效达标率（%） / 90 90

12 高耗水工业企业节水改造（个） / 1 1

13 新增节水型企业建设（家） / 9 20

14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绿色升级（家） / 1 1

15 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91 91

16 清洁生产审核（个） / 20 50

城镇节水降损

17 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用水量（m³/年） 49 48.5 48

18 新改建供水管网（公里） / 89 101

19 公共场所及公共建筑节水器具普及率（%） 100 100 100
20 节约型公共机构创建率（%） 75 80 95
21 节水型单位创建（个） / 6 15
22 节水型小区建设（个） / 6 15

非常规水利用
23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15 20 20
24 城市再生水利用项目建设（个）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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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25 雨水集蓄利用（个） / 20 50

节水标杆引领

26 新增节水标杆酒店（个） / 2 3

27 新增节水标杆校园（个） / 2 5

28 新增节水标杆企业（个） / 5 8

29 新增节水标杆小区（个） / 5 12

30 新增省级节水宣传教育基地（个） / 1 1

31 新增水效领跑者灌区（个） / 1 1

32 合同节水（个） / 1 2

备注：用水总量、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万元 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十四五”目标以上级下达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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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节水工程建设

4.1 实施“双控行动”

4.1.1 实行总量强度控制

实行总量强度控制。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强化节水约束性指标管

理，将市级非农指标分解到各乡镇，严格落实年度用水控制目标管理。开展县域水资

源承载能力评价，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和发展规模。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对超载、临界

超载和不超载地区实施差别化管控措施，对开发利用接近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区域，依

法限制或暂停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倒逼落实节水责任，严控用水总量。

表 4-1 海宁市各镇（街道）2025年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控制目标表

序号 镇（街道）
2025年非农业万元GDP用水量

（m3/万元）

2025年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下

降率（%）

1 硖石街道 6.27 25.80%

2 海洲街道 7.65 25.66%

3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16.66 25.69%

4 马桥街道 8.21 25.70%

5 许村镇 15.19 25.72%

6 长安镇（高新区） 15.60 25.75%

7 周王庙镇 9.57 25.76%

8 盐官镇 10.22 25.62%

9 斜桥镇 8.59 25.63%

10 丁桥镇 10.37 25.61%

11 袁花镇 9.06 25.74%

12 尖山新区（黄湾镇） 11.60 25.74%

全市 11.38 25.72%

备注：详细计算过程见附件 2。

实施用水全过程管理。完善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执行节水评价制

度，控制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把水资源作为刚性约束，从严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坚

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全面实施“区域水资源论证+水耗标准”制度，简化取水许可

程序，强化取用水事中事后监管。加强对重点用水户、特殊用水行业用水户的监督管

理，依法将用水户违法取水等不良信息和建成水效领跑者、节水标杆等守信信息纳入

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4.1.2 重点区域节水布局

根据海宁市区域发展布局，规划对全市划分为西部板块、东部板块、中部通廊和

南部农业带四部分进行节水布局。

西部板块：包括许村镇、长安镇（高新区）、周王庙镇等，共同接受杭州都市圈

产业辐射。规划该区域以农业和工业等产业为主，根据前述分析，许村镇、长安镇（高

新区）高效节水灌溉率低于 10%，非农万元 GDP用水量、非农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劣于嘉兴市平均水平，因此该区域以农业节水、工业节水为重点，辅以城镇生活节

水。

东部板块：包括海宁中心城区、斜桥镇、丁桥镇、袁花镇、尖山新区等，以中心

城区为核心带动周边发展，构筑创新产业发展轴线。规划该区域以工业和服务业等产

业为主，根据前述分析，斜桥镇、尖山新区（黄湾镇）高效节水灌溉率低于 10%，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马桥街道、丁桥镇非农万元 GDP用水量、非农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劣于或接近海宁市平均水平，因此该区域以工业节水、城镇生活节水为

重点，辅以农业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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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通廊：包括盐官古镇和盐官镇区，加速海宁融入区域大旅游格局，做大旅游

产业。规划该区域以农业和旅游等产业为主，根据前述分析，盐官镇高效节水灌溉率

为 10.22%，因此该区域以农业节水、城镇生活节水为重点。

南部农业带：主要为海宁南部沿钱塘江走向的一条狭长的农业发展带，主要涉

及长安镇、周王庙镇、盐官镇、丁桥镇、黄湾镇南部靠钱塘江一带，该区域以农业节

水为重点。

图 4- 1 海宁市节水布局图

4.2 重点领域节水工程

4.2.1 农业节水增效工程

推进中型灌区节水改造。推进上塘河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完善渠

首工程和骨干工程体系，改造或衬砌干支渠道，推进管道输水。2021-2022年，共改

造渠沟 37.96km，渠系建筑 30处，机耕桥 9座；改建管理房 970m²，管护道路 23.19km；

建设信息采集设备 70套，智慧化平台提升拓展等。

实施农业节水灌溉。继续实施灌区节水改造，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推广水肥一

体化技术，加大田间节水设施建设力度。加快种植结构优化调整，发展精品化、高效

化、集约化农业，在持续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现代农业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

中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持续开展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到 2025年，

全市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 0.5万亩以上，新建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 10条，新

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万亩以上，新建节水型灌区 5个。

发展节水畜牧业渔业。结合高标准现代猪场、美丽牧场和国家畜禽养殖标准化

示范场等建设，开展规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与建设，规范取水用水和计量监测，鼓励

采用节水型自动饮水装置和干清粪工艺。推进渔业健康养殖，规模（30亩）以上水

产养殖区实现养殖尾水零直排或达标排放。到 2025年，创建为省级渔业健康养殖示

范县，累计创建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30家，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

节水设施设备安装率达到 100%。

推进农村生活节水。加强农村生活用水设施改造，持续推进村镇生活供水设施

及配套管网建设与改造。深化农村“厕所革命”，依托省级星级农村公厕创建、公共厕

所对标改造、旅游厕所建设，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到 2025年，累计创建省级星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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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厕 60家。

表 4-2 海宁市农业节水增效工程项目表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中型灌区节

水改造（个）

2021
1

12810

市水利局
市发改局、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
2022 6824

小计 1 19634

节水型灌区

建设（个）

2021 1 10

市水利局

市发改局、财政局、农

业农村局

2022 1 10

2023 1 10

2024 1 10

2025 1 10

小计 5 50

高效节水灌溉

工程（万亩）

2021 0.2 7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水利局

2022 0.2 700

2023 0.2 700

2024 0.2 700

2025 0.2 700

小计 1.0 3500

推广水肥一

体化技术（万

亩）

2021 0.1 2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水利局

2022 0.1 200

2023 0.1 200

2024 0.1 200

2025 0.1 200

小计 0.5 1000

农田氮磷生

态拦截沟渠

系统建设

（条）

2021 2 2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水利局

2022 2 200

2023 2 200

2024 2 200

2025 2 200

小计 10 1000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规模养殖场

节水改造与

建设（家）

2021 1 500
市农业农村局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小计 1 500

省级美丽牧

场（个）

2022 1 20

市农业农村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2023 1 20

2024 1 20

小计 3 60

渔业健康养

殖示范县创

建（个）

2021 1 /
市农业农村局

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小计 1

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

（家）

2021 5 25

市农业农村局

2022 4 20

2023 3 15

2024 3 15

2025 2 10

小计 17 85

省级星级农

村公厕（家）

2021 15 750

市农业农村局、

市综合执法局

市发改局、市财政

局、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海宁分局、市卫生

健康局、市住建局、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

2022 15 750

2023 10 500

2024 10 500

2025 10 500

小计 60 3000

合计 28829

4.2.2 工业节水减排工程

实施工业节水改造。及时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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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取水管理，禁止引进高耗水、高污染工业项目。促进各类企业向节水型方向转变，

新建的企业必须采用节水技术，优化企业的产品结构和原料结构，通过增加优质、低

耗、高附加值、竞争力强的产品种类和数量，优化工业产品结构，逐步加大低耗水原

料的比重，优化原料结构，提高用水效率。大力推广高效冷却、洗涤、循环用水、废

污水再生利用、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水工艺和技术，支持企业开展节水技改及中

水回用改造。鼓励支持在 2022年和 2025年前分别对年用水量超过 80万立方米、30

万立方米单位产品用水单耗超《浙江省用（取）水定额（2019年）》通用值的企业

开展节水改造。

开展水平衡测试及水效对标。大耗水工业用水户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及水效对

标，超过取水定额标准的企业限期实施节水改造。组织实施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等重点用水行业企业节水改造项目，到 2025年，高耗水工业企业水效达标率

达到 90%以上。

推进节水型企业及节水标杆企业创建。对年用水 10万方以上尚未开展水平衡测

试及节水型企业创建的企业开展水平衡测试及节水型企业创建，在节水型企业创建的

基础上，以省级节水型企业为对象，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引导工业企业加强节水

管理和技术进步，开展节水标杆企业创建，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动、社会互动的节

约用水良好工作局面。

推进现代纺织后整理产业集聚提升。全力推动现代纺织后整理印染企业集聚一

批、提升一批、退出一批，到 2025年，在许村镇和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高标准

建成 3个现代纺织产业园，分期分批推进有条件有实力的现代纺织后整理企业向产业

园搬迁集聚；在马桥街道的经编园区和丁桥镇的钱江园区分别布局 2个提升区，提升

区内现代纺织后整理企业分期分批实施整治提升，全部达到产业园的标准要求。在许

村镇和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企业入园时候，严格企业用水标准，加大中水回用力

度，以《浙江省用（取）水定额》（2019年）先进值、《节水型企业评价标准》中

相关指标为准入条件，以《节水标杆工业企业评价标准》（试行）、《节水型工业园

区评价导则》为目标条件，力争创建成为节水标杆园区。

推行水循环梯级利用。推进海宁经编园区水资源循环利用项目，支持企业开展

节水和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

到 2022年力争完成海宁经编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验收工作。新建工业园区对标节水

标杆园区标准建设。

推进清洁生产审核。高耗水、高废水排放企业，都要积极实施清洁生产。在实

施清洁生产过程中，要将节约用水和减少污水排放作为重要内容。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标准应当包括工业用水重复利用和废水排放等相关指标。积极推动企业申报绿色企

业、绿色工厂、绿色产品。

表 4-3 海宁市工业节水减排工程项目表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高耗水工业企

业节水改造

（家）

2021 10 400

市经信局、

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海宁分局

市发改局、市水利局、

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住建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10 400

2023 10 400

2024 10 400

2025 10 400

小计 50 2000

节水型企业建

设（家）

2021 5 100

市经信局

市发改局、市水利局、

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住建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4 80

2023 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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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024 4 80

2025 3 60

小计 20 400

工业园区循环

化改造绿色升

级（家）

2021
1

27000 市经信局、

市发改局、

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海宁分局、海宁

经编园管委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住建局、市水利局、

经编产业园管委会

2022 6000

小计 1 33000

清洁生产审核

（家）

2021 10 100

嘉兴市生态环境

局海宁分局、市经

信局

2022 10 100

2023 10 100

2024 10 100

2025 10 100

小计 50 500

合计 35900

4.2.3 城镇节水降损工程

深化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节水工作系统性，将节水落实到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各环节，实现优水优用、循环循序利用。将非常规水纳入城市供排水规划进

行统一配置，不断提高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利用量。从严控制洗车等行业用水，

积极推广循环用水技术、设备与工艺，优先利用非常规水源。

控制供水管网漏损。优化水厂制水工艺，降低制水损失率。持续推进实施城乡

供水管网改造，降低原水输水损失率和制成水供水管网漏损率。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

行监督管理，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完善精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管控体系，

协同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专业化管理，建立全省领先的城乡清洁高效供水管网。

到 2025年，完成城镇供水管网新改建 101公里，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8%

以内。

推行分质供水。以域外引水工程即将建成通水为契机，建设分质供水管网工程，

将全市主要的工业集聚区（开发区）进行分离，形成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供水系统，

统一供应现状本地水。剩余的居民生活用水、公建用水及少量零散工业用水等形成一

个供水系统，统一供应千岛湖优质水，做到优水优用。

开展公共领域节水。公共机构率先开展供水管网、绿化浇灌系统节水诊断，推

广应用节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全面使用节水器具。开展海宁中国皮革城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等年用水 10万方以上用水单位定额对标。大力推广绿色建筑，新建公

共建筑要安装节水器具。对于新建服务业项目，在项目准入时明确要求需按节水型小

区、节水型酒店等要求建设。在节约型机关创建过程中结合水利行业节水机关建设标

准开展，到 2022年全市确保 70%力争 80%以上的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到 2025

年力争全市所有的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关。到 2025年，公共场所及公共建筑节水

器具普及率达到 100%，全市节水型机关建成率达到 95%以上。

推动城镇居民家庭节水。提升居民节水意识，普及推广节水型用水器具，减少

沐浴耗水，鼓励使用水效标识洗碗机、坐便器、节水型洗衣机等节水设备。

表 4-4 海宁市城镇节水降损工程项目表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节水型城市建

设

2022
国家县域节水

型社会复查
200

市水利局、市住建

局

市发改局、市经信局、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2024

国家节水型城

市复查
200

小计 / 400

供水管网建设 2021 61 16630 市水务集团 市发改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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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km） 市水务集团、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
2022 28 3800

2023 4 1000

2024 4 1000

2025 4 1000

小计 101 23430

节约型机关创

建率（%）

2021 75 120

市机关事务管理

中心
市级各机关和事业单位

2022 80 120

2023 85 120

2024 90 120

2025 95 120

小计 95 600

节水型单位建

设（个）

2021 3 30

市住建局 市级各机关和事业单位

2022 3 30

2023 3 30

2024 3 30

2025 3 30

小计 15 150

节水型小区建

设（个）

2021 3 30

市住建局

2022 3 30

2023 3 30

2024 3 30

2025 3 30

小计 15 150

合计 24730

4.2.4 非常规水利用工程

推进非常水利用规划编制，规划并逐步实施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不断

提高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利用比例。新建小区、城市道路、公共绿地等因地制宜

配套建设再生水和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加快推进以尖山污水处理厂、丁桥污水处理厂

再生水利用为代表的污水处理厂尾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和工业再生水利用，创造条件

鼓励周边工业企业利用再生水，扩大再生水利用的覆盖面。结合许村镇印染企业集聚

及盐仓污水处理厂搬迁时机，研究建设盐仓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车间的可行性，再

生水可回用于许村印染企业。到 2025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力争达到 20%以上。

表 4-5 海宁市非常规水利用工程项目表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城市再生水利

用项目建设

（个）

2022 前进研究 200 市住建局

市经信局

市水务集团

市发改局、市财政局、

市水务集团、市水利局、

市农业农村局

2025 1 1000

小计 1 1200

雨水集蓄利用

（个）

2021 10 100

市住建局

2022 10 100

2023 10 100

2024 10 100

2025 10 100

小计 50 500

合计 1700

4.2.5 节水标杆引领工程

打造节水标杆。在中小学中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普及节水知识，增

强节水意识。聚焦工业、服务业、公共机构等领域建立重点用水户名录，打造节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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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示范。推进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到 2025年，打造

3个节水标杆酒店、5个节水标杆校园和 12个节水标杆小区，培育 8家节水标杆企业，

建成 1个节水宣传教育基地。

推行水效领跑者引领。推进重点用水行业、用水产品、灌区、公共机构和节水

型城市水效领跑者建设工作。到 2022年，争创 1家水效领跑者灌区，探索推进水效

领跑者公共机构、水效领跑者工业企业、水效领跑者城市创建。

表 4-6 海宁市节水标杆引领工程项目表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节水标杆酒店

建设（个）

2021 1 20

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
市水务集团、市水利局

2022 1 20

2023 1 20

小计 3 60

节水标杆校园

建设（个）

2021 1 20

市教育局 市水务集团、市水利局

2022 1 20

2023 1 20

2024 1 20

2025 1 20

小计 5 100

节水标杆企业

建设（个）

2021 3 150

市经信局
市水利局、市水务集团、

市水利局

2022 2 100

2023 1 50

2024 1 50

2025 1 50

小计 8 400

节水标杆小区

建设（个）

2021 3 60
市住建局 市水务集团、市水利局

2022 2 40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023 3 60

2024 2 40

2025 2 40

小计 12 240

节水宣传教育

基地建设（个）

2021 1 200
市水利局

小计 1 200

灌区水效领跑

者建设（个）

2021 1 500
市水利局 市农业农村局

小计 500

合计 1500

4.2.6 节水科技支撑工程

研发节水技术和装备。支持节水产品和设备制造，鼓励使用节水技术和设备。

引导节水装备制造企业开发产业关联度高、市场潜力大的节水装备及产品，提高研发

和制造水平，提升中高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力。

推广节水技术转化与应用。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力度，重点支持用水

精准计量、非常规水利用、精准节水灌溉控制、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水资源高效循

环利用等先进技术及装备的推广应用，依托节水科研项目，加快推进节水科研成果转

化。

表 4-7 海宁市节水科技支撑工程项目表

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农业用水计

量监测能力

建设（套）

2021 10 10

市水利局 各相关乡镇
2022 10 10

2023 10 10

2024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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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实施年份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2025 10 10

小计 50 50

工业用水计

量监测能力

建设（套）

2021 5 25

市水利局

2022 5 25

2023 5 25

2024 5 25

2025 5 25

小计 25 125

节水数字化

平台建设

（个）

2022 1 200

市水利局

市住建局、嘉兴市生

态环境局海宁分局、

市水务集团、市统计

局、市政务服务和数

据资源管理办
小计 1 200

合计 375



海宁市节约用水“十四五”规划

28

5 节水体制机制建设

5.1 政策制度建设

5.1.1 健全管理体制机制

（1）健全节水管理机构

建立健全“县级节约用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推进多部门间协作配合，及时协调

解决节约用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以乡镇或工业园区为单元，建立健全职能明确、布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

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全面提高基层节约用水服务能力。积极培育专业性社会节水服

务机构，鼓励和引导节水服务机构参与公共机构、公共建筑、高耗水工业、高耗水服

务业、农业灌溉等领域开展合同节水管理，扩大基层节水管理和服务队伍规模。推广

用水户协会等用水者组织形式，鼓励社会公众广泛参与节水管理。

（2）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

坚持以水定需、量水而行，以规划水资源论证、节水评价、区域水资源论证+水

耗标准等制度为抓手，针对存量取用水户和新增取用水户，以区域用水总量和用水强

度为约束，实施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

（3）落实取用水管控制度

科学核定取水户许可水量，实施取水户“一户一档”标准化管理，加强日常水资源

监督检查，严格水资源有偿使用，规范水资源规费征缴流程，深化计划用水管理，从

严实施定额管理，建立自备水与管网水联合下达用水计划的机制，确保企业用水既不

超计划有不超定额。

（4）深化水价改革

建立健全城乡供水价格形成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落实城镇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和

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合理确定分档水量和加价标准。继续深化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在全域实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基础上，常态化推进农业用水总量控

制、农业用水定额管理、农业供水成本测算、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激励等机制，

确保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持续推进。理顺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价格体系，建立非常规水

利用补偿机制，促进工业企业的非常规水利用。

5.1.2 完善节约用水政策法规

（1）贯彻落实法律法规

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浙江省水资源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

法规宣传，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规范社会用水行为，推进节水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2）完善节水投入政策

积极争取上级节水奖励，研究集成促进节水的政策措施，完善节水奖励细则，扩

大节水奖励范围，对再生水回用、雨水集蓄利用、节水技改等节水项目给予政策激励，

对获得全国“水效领跑者”、“省级节水标杆”、“省级节水型企业”称号的企业、单位（小

区）进行奖励。对在节水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等给予表彰奖励。通过节

水奖励机制的建立，激发节水内生动力。

（3）拓展节水融资模式

鼓励金融资本进入节水领域，依法合规支持节水工程建设、节水技术改造、非常

规水利用等项目。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有一定收益的节水项目建设和运营，积极

探索合同节水管理试点工作，公共机构因产生节水效益支付给节水服务机构的合同费

用在其公用经费预算中列支。到 2025年，完成 2个合同节水试点项目。

5.1.3 严格节约用水监督考核机制

（1）严格节水监督考核

结合“五水共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等平台，市人民政府对责任部门的各项工作

推进情况和成效进行考核，将节水工作纳入政府对部门单位的考核指标体系，有年度

下达任务、年中督查、年底总结报告等运行记录文件和台账，严格问责制，切实保障

责任落实到位，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建立常态化协调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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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用水户节水监管

严格实行计划用水监督管理，对重点区域、领域、行业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引导

重点用水单位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和用水效率评估，探索建立水务经理制度，鼓励年

用水总量超过 10 万 m3的企业或园区设立水务经理。建立倒逼机制，将用水户违规

记录纳入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3）强化节约用水执法检查

加大节水执法检查力度，把执法检查作为节水工作的重要内容，严厉查处违法取

用水行为，杜绝水资源浪费。强化高耗水行业用水监管，定期对火电、纺织等高耗水

工业和高档洗浴、洗车等服务业开展节水执法专项检查，严厉查处浪费用水行为。定

期组织开展用水计量执法检查，确保计量设施规范安装、正常运行、计量准确。

5.2 能力建设

5.2.1 健全节水技术标准与科技创新体系

（1）执行节水技术标准体系

严格执行国家、省级节水标准，在取水许可审批、节水型载体创建等工作中严格

落实用水定额管理，落实节水标准执行情况跟踪、评估和监督机制，定期开展重点行

业、用水户节水标准执行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2）落实水效标识管理制度

落实《水效标识管理办法》，强化市场监督管理，加大专项检查抽查力度，逐步

淘汰水效等级较低产品。加强水效标识制度的宣传，积极引导用水户选择高效节水产

品。推动节水认证工作，鼓励产品生产者申请使用节水产品认证标志，促进节水产品

认证逐步向绿色产品认证过渡，完善相关认证工作采信机制。完善绿色产品流通渠道，

鼓励公众优先购买节水绿色标志产品。完善绿色采购制度，落实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

采购节水产品制度。

（3）推进节水器具认证和市场准入

积极推行节水产品认证，加强认证监管，鼓励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按照自愿原

则申请使用节水产品认证标志，进一步规范节水产品市场生产和销售。建立健全节水

器具准入制度，明确准入的用水效率指标，适度提高准入门槛，严禁不符合标准的用

水器具产品进入市场。

（4）加快节水器具推广

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力度，重点支持用水精准计量、非常规水利用、精

准节水灌溉控制、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等先进技术及装备的推

广应用，依托节水科研项目，加快推进节水科研成果转化。

5.2.2 提高计量统计水平

（1）健全用水监测统计制度

建立用水节水统计监测制度，全面推进并严格取用水计量统计，提高农业灌溉、

工业和城镇用水计量率。加强用水计量器具管理，强化对取用水统计数据质量的控制，

定期检定计量设施，确保取用水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建立节水监测统计制度，严

格实行工业企业用水情况监测统计，建立取用水台帐，定期发布区域工业企业用水情

况。 做好节水数据收集、统计和复核工作，组织对全市节约用水统计工作进行有效

跟踪和技术指导。

（2）提高水资源监管信息化水平

全面完善水资源监控体系， 全面推进水利感知网和水利信息网建设，建立水资

源数字化平台，将各部门节水信息公共平台建设与水利信息网相结合，促进节水部门

及用水户的用水信息公开化，实时上报用水数据。强化取、供、用、 排等全过程用

水计量监控设施管理，对重点用水监控单位实行用水在线监测和动态管理，定期开展

水平衡测试、节水诊断和用水效率评估。

（3）推进非常规水源监测统计

统一非常规水源利用等数据统计口径，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制度，提高非常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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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水量监测覆盖率，逐步将非常规水源利用量监测建设纳入到水资源监控信息系统

中，动态跟踪监测非常规水源利用状况。

5.3 宣传教育

（1）加强节水“洁水”宣传

建立节水长效宣传机制。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和“城市节水宣传周”等宣

传活动，借助网络、微信、节水教育基地等开展多种形式节水宣传活动。通过新闻发

布会、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及时宣传重大的水资源保护活动和重要的法律法规的

颁布。利用典型调查、专题采访等形式，大力弘扬先进典型，公开曝光违法行为，提

高公众的节水意识和法律观念。建立“点面结合”的节水宣传机制，充分发挥节水宣传

基地“点”上节水和各镇（街道）、各行政村（社区）的科普宣传栏“面”上节水宣传。

（2）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依法公开水资源信息，及时发布水资源管理政策。健全听证、举报等公众参与制

度，对涉及群众用水利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

构筑以节水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责任意识，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节水型社会创建活动，创建节水型城市、节水型学校、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小区

等，倡导文明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增强公众参与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3）重视节水教育培训

重视学校节水教育。由市教育局牵头，水利局协助指导，通过推动各学校组织活

动、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将水资源节约的知识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使中小学生从

小养成节水的行为习惯。重视节水人员培训。实时组织主要用水单位、高耗水企业的

相关人员开展节水培训工作，邀请节水领域专家宣传先进的节水技术、工艺，提高对

节水的认识，拓宽节水产品、技术和工艺的推广使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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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估算和效果评价

6.1 投资估算和实施计划

6.1.1 投资估算

经估算，海宁市“十四五”期间节约用水需投入 9.32亿元，其中 2021~2022年投

入 7.50亿元，2023~2025年投入 1.82亿元。

所开展节水措施投入中，工程措施占 99.8%、非工程措施占 0.2%；其中农业节

水增效工程占 31%，工业节水减排工程占 39%，城镇节水降损工程占 27%。

新增节水投资 0.49亿元，主要集中在节水型载体建设和节水标杆创建上。

对于已经列入各级政府部门“十四五”规划或投资责任主体明确的工作内容，直接

采用其投资规模，各项任务的投资详见附表 1，汇总于表 6-1。

图 6-1 海宁市“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投资分布图

表 6-1 海宁市“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投资计划表

类别 建设项目 计划投资（万元）
年度投资（万元）

2021~2022年 2023~2025年
*政策制度建设 100 50 50
*市场机制创新 100 50 50

农业节水增

效工程

中型灌区节水改造 19634 19634 /
*节水型灌区建设 50 20 30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3500 1400 2100
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1000 400 600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 1000 400 600
规模养殖场节水改造与建设 500 500 /

省级美丽牧场 60 20 40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85 45 40
省级星级农村公厕 3000 1500 1500

工业节水减

排工程

*高耗水工业企业节水改造 2000 800 1200

*节水型企业建设 400 180 220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绿色升级 33000 27000 6000
清洁生产审核（家） 500 200 300

城镇节水降

损工程

*节水型城市建设 400 200 200
供水管网建设 23430 20430 3000

*节约型机关创建 600 240 360
*节水型单位建设 150 60 90
*节水型小区建设 150 60 90

非常规水利

用工程

城市再生水利用项目建设 1200 200 1000

雨水集蓄利用建设 500 200 300

节水标杆引

领工程

*节水标杆酒店建设 60 40 20

*节水标杆校园建设 100 40 60

*节水标杆企业建设 400 250 150

*节水标杆小区建设 240 100 140

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建设 200 200 /
灌区水效领跑者建设 500 500 /

节水科技支

撑工程

*农业用水计量监测能力建设 50 20 30

*工业用水计量监测能力建设 125 50 75
*节水数字化建设 200 200 /

合计
93234 74989 18245

其中新增投资 4916 2260 2665

注：新增投资前面加*（已被列入其他相关规划的项目，不计入新增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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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实施计划

统筹考虑投资规模、轻重缓急、资金来源与保障措施等方面，拟定规划期间重点

任务、实施方案及分期实施计划。

（1）近期水平年（2022）

以落实国家节水行动为主线，完成《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规定的各项任务，

主要是：

农业节水增效：到 2022年，全市水肥一体化面积保持在 0.75万亩以上，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累计达到 5.7万亩以上，建成节水型灌区 7个；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生猪规

模养殖场节水设施设备安装率达到 100%。

工业节水减排：组织实施一批重点用水行业企业节水改造项目，到 2022年，高

耗水工业企业水效达标率达到 90%以上；力争完成经编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验收工

作，探索推进工业园区节水标杆园区创建。

城镇节水降损：到 2022年，完成城镇供水管网新改建 60公里，城镇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率控制在 8%以内；全市节水型机关建成率达到 80%以上。

节水标杆示范：到 2022年，打造 2个节水标杆酒店、2个节水标杆校园和 5个

节水标杆小区，培育 5家节水标杆企业，建成 1个节水宣传教育基地。

（2）远期水平年（2025）

以“节水工程补短板，控总量挖潜力”为主线，对照“十四五”最严格水资双控管理

目标，找差距、补短板、走前列。

农业节水增效：到 2025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0万亩以上，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率达到 12%以上。

工业节水减排：到 2025年，力争年用水 50万方以上工业全部完成水平衡测试及

创建成节水型企。

城镇节水降损：到 2025年，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8%以内；全市节

水型机关建成率达到 95%以上。

非常规水利用：到 2025年，争取推进尖山污水处理厂、盐仓污水处理厂、丁桥

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以上。

根据海宁实际情况、资金安排计划、节水型社会建设领导小组的责任分工和具体

项目运作方式，将各项工作内容，逐一分解到各年度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具体实施计

划详见第 4章。

6.2 效果评价

（1）农业节水效果评价

农业节水工程作为一项重大的用水工程，采取措施解决灌溉节水问题，通过农业

灌溉，有效利用水资源，可以有效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实施，

可以有效提高农田节水，增加效益，减少不合理的农田灌溉和施肥造成的农业面源污

染，减少农业种植对农村水环境和农村饮水安全造成危害，为确保农业生产和粮食安

全提供科技支撑，具有极大的经济收益、广泛的社会效益以及良好的生态 环境效益。

（2）工业和生活节水效果评价

大力发展工业节水有利于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是缓解水资源环境压

力、提升水环境质量、巩固水安全的重要举措。加强工业企业再生水循环利用，监管

高耗水行业生产和工序用水过程，以及提高工业废水处理回用率，可以大大减少废水

产生量。 生活节水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其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更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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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量的。节水器具的普及不仅可以降低用水户用水量进而减少用水支出，而且可以

使节约用水深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降低生活污水排放量。城市用水管网的更换和改

造，降低了城市管网漏损率， 也有效地减少老旧供水管网重金属和有害物质二次污

染的风险，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用水质量。

（3）非常规水利用评价

大力开展非常规水源利用，一方面可有效节约水资源，减少新鲜水的利用量，促

进水资源循环利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改善

区域和城市的水环境质量。

表 6-2 海宁市规划节水效果分析表

类别 节水效果
规划节水能力（万 m3）

2022年 2025年

农业节水

工程

开展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提高灌溉水利用系数和粮食生产能

力，减少用水量和农业面源污染。
275 290

工业节水

工程

开展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贯流水改造，推进经济开发

区、许村镇、长安镇的印染业高标准入园，提高单位用水效益和水

重复利用效率。

140 350

城镇节水

工程
降低管网输水损失，提高居民节水意识 34 72

非常规水

利用

充分利用尖山污水处理厂、丁桥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减少污染物

总量排放，提高了水环境宜居能力，增加了供水能力
1000 1460

合计 1449 2172

其中非农节水量 1174 1882

6.3 效益评价

（1）社会效益评价

通过本规划对于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增强节水减排能力，提升海宁市综合竞争

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不断健全节水管理体制，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水

资源费征收，加强节水工作的监督考核，建立健全水市场，加快推进合同节水管理模

式建设，促进社会各行各业和人民群众重视水资源、保护水资源、节约水资源。通过

5年时间切实转变全社会对水资源的粗放利用方式，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以节水促发展方式升级，通过倒逼产业升级和转型，改变高耗水、高污染的传统经济

模式，发展绿色生态型、集约循环型新型经济模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降低发展成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效益评价

节水工作的核心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节水直接的经济效益表现为减

少了水资源的需求量和消耗量，存量节省的水资源量可以用来引进新产业，实现经济

的增长。通过对农业节水、工业节水、生活节水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的实施，并强化

节水相关制度建设，到 2025年，海宁市每年可节约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

达到 700万 m3，利用非常规水资源量约 1500万 m3。目前海宁市一般工业供水价格

为 2.7元/吨，一般工业污水费为 2.2元/吨，海宁市规划 2025年全市节水量约 2200

万 m3，减少排水量按节水量的 70%计算，则年节水效益约为 9300万。

（3）生态效益评价

通过水资源的节约，可有效地抑制不合理的需水增长，缓解生产需水与生态环境

需水的矛盾，逐步退还被挤占的生态环境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环境用水，有利于流域

水生态系统的修复和生存条件的改善，还可有效减少污水排放量，改善生态环境，促

进区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按每节省 1m3水能少排 0.7m3污水，稀释 1 m3污水需 20 m3

清水来计，2025年节水潜力达到 2200万 m3，能减少排污 1500万 m3污水，从而减

少了约 3.0亿 m3清水进行稀释。节水就是减排，能增加一定的水环境容量，这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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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自净能力不强的平原水乡来说，弥足珍贵。

节水措施的开展，有利于缓解城市用水紧张状况的同时，减少污水排放，减轻污

水处理设施压力，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

改善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其远期效益不可估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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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障措施

7.1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党对节水工作的领导，统筹推动节水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辖区节水工

作负总责，组织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落实规划的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抓好各

项措施落实，协同推进各项节水工作。

在机构健全职责明确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节水型社会建设领导小组的作用，逐

项落实成员单位职责，明确各单位的责任和考核目标，建立运转高效的领导小组工作

制度，包括联络员制度、工作例会制度、考核评估制度等。按照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理顺节水管理体制，提高水资源管理机构能力建设，

落实人员和工作经费，建立岗位责任制、人员专业培训制度，确保机构能力与节水型

社会建设的要求相适应、相匹配。

7.2 加强科技支撑

加强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在水资源节约、水资源保护、重大工程建设等领域

进行关键技术科技攻关，加快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加强科技成果、

适用技术的转化和推广应用。

推动节水技术与工艺创新，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节水技术、管理及产品的深度

融合，加强节水重大课题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加大先进技术引进和推广应用力度。

积极开展重点节水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如高灵敏度检漏仪器、工业废水治理和污

水回用的新工艺、新设备、低压节能型的滴灌、喷灌技术、IC卡式水表等，组织节

水技术交流，建立节水技术跟踪、分类、评价信息系统。努力提高节水管理、技术人

员的技术水平，积极培训节水管理人才，加强与省内先进节水地区的技术交流，建立

完善节水技术推广和服务网络。

7.3 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投资体系，努力拓展新的投资渠道，建立长期稳

定的水利建设财政投入机制。

公益性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投入

为主体，要按照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要求，充分发挥政府对水利工程建设投资主渠道

作用，在积极争取中央、省支持的同时，增加县级财政的投入。经营性为主的开发利

用项目，要制定有利于水利工程建设的投融资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手段，吸引

社会各界资金对水利的投入，为民营资本进入水利建设和经营市场创造良好环境，鼓

励和支持社会资金投向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程建设，鼓励各类投资主体以独资、

合资、承包、股份制、BOT等多种形式参与投资，拓宽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开发利用

项目的投资渠道。

市财政要落实节水技术投资资金，充分发挥节水技术科技发展的效用，为节水设

备、设施、器具的研制开发提供保障。同时依托社会科技力量进行节水科研项目的研

制开发，为节水先进设施的研制和节水先进技术的推广提供经济保障，扶持节约用水

科技发展。

鼓励企业自筹部分资金上节水项目，通过节水技术改造节省下来的能源费用收

回成本。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拓宽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投向城市节水、污

水处理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对节水工作成绩突出的有关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对再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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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用、雨水集蓄利用、节水技改等节水项目给予政策激励。制定有利于节水事业和节

水产业发展的制度，争取优惠政策，如节水科技改造投资抵减当年新增所得税、以废

水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减免所得税等。

7.4 加强监督考核

结合“五水共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等平台，市人民政府对责任部门的各项工作

推进情况和成效进行考核，建立各级政府节水目标责任制，明确责任单位、分管领导

和责任人，将节水工作纳入政府对部门单位的考核指标体系，有年度下达任务、年中

督查、年底总结报告等运行记录文件和台账，严格问责制，切实保障责任落实到位，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各项工作的开展，建立常态化协调运作机制。

1、年初制定并下达年度工作计划。按照已经确定的实施计划，由领导小组通过

例会制度分解明确各责任单位每年度的工作任务，并以文件形式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

2、年中督办落实。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每一年度年中工作任务建设进度进

行督查，确保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及时顺利推进；

3、年终考核总结。根据年初下达的工作任务计划，按照考核评估要求，由领导

小组办公室组织年终考核评估工作和年度总结工作，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各成员单

位。

7.5 加强宣传教育

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地宣传节约用水，引导全社会增强水资源

忧患意识，建立公众参与的管理和监督制度。节水型社会建设期间的宣传教育形式主

要包括：

加强宣传教育，把节约用水相关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充分发挥主流新闻媒体

的舆论导向作用，提高公众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节约用水客观规律的认识。倡导绿色消

费新风尚，鼓励购买使用节水产品。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节水知识，增强

全民节水意识。

深入推进节约用水工作宣传，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不断创新丰富宣传的内容、

形式和方法，提高公众水资源节约保护意识，树立水资源有偿使用观念，积极营造各

级组织主动参与和社会各界支持节约用水工作的良好氛围。以“世界水日”、“中国水

周”和“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为契机，通过海报张贴、设摊宣传、到各企业签署

守法取水承诺书和举办知识竞赛等活动，开展水资源管理、节约、保护等相关主题公

益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各类新型媒体进行节水宣传，建立节水宣传的长效机制，提升

全社会、全民的节水、护水、惜水意识。加强节水型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开展常态化

节水宣传活动，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节水的重大意义、普及节水知识、倡导节水生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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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评审意见 附件 2 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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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发展需求及水资源保障能力分析

3.1 发展需求分析

3.1.1分析方法

农业用水量一般采用单位面积净灌溉用水量和灌溉水利用系数法计算；非农水量

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法、相关系数法、单位建设面积用水指标法、

万元 GDP耗水量指标法、用水量递增法等。一般来说，单独预测一个城镇的水量，

几种方法均可计算，当预测区域供水水量时，以规划人口为基础计算需水量相对较为

准确，因此，本次拟采用人口综合用水量法、相关系数法和用水量递增法三种方法计

算海宁市 2022年、2025年的非农需水量。

3.1.2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分析

根据《海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力争到 2025 年，海宁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600 亿元以上，常住人口突破 110

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5%。

表 1 不同水平年海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分析表

水平年
常住人口 地区生产总值

总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农村人口（万人） （亿元）

2020年 107.62 75.28 32.34 1031

2022年 108.57 78.17 30.40 1258

2025年 110 82.5 27.5 1600

备注：2022年数据采用内插法计算。

3.1.3需水量计算

本次需水量计算时设置原则如下：

根据 2015~2020 年经济指标，海宁市 GDP、非农 GDP 呈增长趋势，农业 GDP

呈减小趋势，本次假定 2022年、2025年农业 GDP维持 2020年水平，则可推算得到

2022年、2025年非农 GDP。

根据 2015~2020年用水量，海宁市用水总量、农业用水量呈减少趋势，非农用

水量呈增长趋势，本次假定 2022年、2025年农业用水量维持 2020年水平。

（1）人口综合用水量法预测

根据 2015~2020 年非农人均用水量可知，海宁市非农人均年用水量介于

144~190m3之间，本次取非农人均年用水量 170、180m3测算海宁市 2022 年、2025

年的非农用水量。

表 2 人口综合用水量法测算表

年份
常住人口

（万人）

非农用水量

（万 m3）

非农人均用水量

（m3）

农业用水量

（万 m3）

用水总量

（万 m3）

总用水效率

（m3）

2015 82.95 14427 174 19722 34149 48.4

2016 83.5 15902 190 17623 33525 43.3

2017 84.36 16127 191 16750 32877 37.6

2018 85.85 15799 184 16118 31917 33.2

2019 87.83 15240 174 15110 30350 29.6

2020 107.62 15503 144 15076 30579 29.7

2022 108.57 17372 160 15076 32448 25.8

2025 110 19800 180 15076 34876 21.8

经计算，海宁市 2022年需水总量为 3.25亿 m3，生活和工业需水量为 1.74亿 m3；

2025年需水总量为 3.49亿 m3，生活和工业需水量为 1.98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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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水量递增法预测

“十三五”期间，海宁市非农用水量年均增长率为 1.5%，“十四五”期间按年增长

率 2%测算需水量。

表 3 用水量递增法测算表

年份
非农用水量

（万 m3）

非农用水量

增长率（%）

农业用水量

（万 m3）

用水总量

（万 m3）

总用水效率

（万 m3）

2015 14427 19722 34149 48.4

2016 15902 10.22 17623 33525 43.3

2017 16127 1.41 16750 32877 37.6

2018 15799 -2.03 16118 31917 33.2

2019 15240 -3.54 15110 30350 29.6

2020 15503 1.73 15076 30579 29.7

2022 16123 4 15076 31199 24.8

2025 17053 10 15076 32129 20.1

经计算，海宁市 2022年需水总量为 3.12亿 m3，生活和工业需水量为 1.51亿 m3；

2025年需水总量为 3.21亿 m3，生活和工业需水量为 1.71亿 m3。

（3）相关系数法

以 2015年数据为基数，建立非农 GDP增长率和非农用水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进而可以测算出 2022年、2025年的非农用水量。

表 4 相关系数法测算表

年份
GDP

（亿元）

非农 GDP
（亿元）

农业 GDP
（亿元）

非农用水效率

（万 m3）

农业用水效率

（万 m3）

总用水效率

（万 m3）

2015 705.68 686.88 18.81 21.0 1048.5 48.4

2016 773.64 755.87 17.78 21.0 991.2 43.3

2017 873.77 856.02 17.75 18.8 943.7 37.6

2018 960.25 942.44 17.81 16.8 905.0 33.2

2019 1026.57 1008.29 18.27 15.1 827.0 29.6

2020 1030.78 1012.17 18.61 15.3 810.1 29.7

2022 1258 1239.39 18.61 13.1 810.1 24.9

2025 1600 1581.39 18.61 11.0 810.1 20.3

年份
非农 GDP增长率

（%）

非农用水量增

长率（%）

用水总量

（万 m3）

非农用水量

（万 m3）

农业用水量

（万 m3）

2015 / / 34149 14427 19722

2016 / / 33525 15902 17623

2017 / / 32877 16127 16750

2018 / / 31917 15799 16118

2019 / / 30350 15240 15110

2020 47.36 7.46 30579 15503 15076

2022 80.44 12.67 31331 16255 15076

2025 130.23 20.51 32462 17386 15076

经计算，海宁市 2022年需水总量为 3.13亿 m3，生活和工业需水量为 1.63亿 m3；

2025年需水总量为 3.25亿 m3，生活和工业需水量为 1.74亿 m3。

（4）预测结果分析

根据预测结果，三种方法计算对海宁市近、远期需水量的预测结果相差较大，本

次取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法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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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海宁市近、远期需水量预测结果一览表

序号 预测方法
近期（2022年） 远期（2025年）

用水总量 生活和工业用水量 用水总量 生活和工业用水量

1 人口综合用水量法(万 m3/a) 32448 17372 34876 19800

2 相关系数法(万 m3/a) 31331 16255 32462 17386

3 用水量递增法(万 m3/a) 31199 16123 32129 17053

3.2 水资源保障分析

由于海宁市境内地下水已全面禁采，海宁市可利用的水资源主要为域内地表水

源、境外引水，部分行业可考虑非常规水的利用。

（1）地表水可供水量

海宁地表水可供水水量来源包括域内地表水可供水量和过境水资源可利用水量。

本地地表水可供水量

采用 1965-2016年水文系列资料，结合海宁市河网水系容积，经粗略估算得到全

市河网不同保证率下的可供水量，详表 3-3。

过境水资源可利用量

海宁市过境水资源的来源一是上游河网水系来水，二是太湖、黄浦江来水，根据

《海宁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成果，年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为 3.3亿 m3，详见下表。

表 6 海宁市地表水资源可供水量成果表

保证率 本地水可供水量（亿 m3） 过境水可利用量（亿 m3） 合计（亿 m3）

50% 3.5979 3.30 6.6279

75% 2.8500 3.20 5.6374

90% 2.2970 3.10 5.3970

95% 1.6920 3.10 4.7920

（2）境外引水可供水量

嘉兴市域外引水工程是利用杭州市千岛湖引水的输水隧洞和管道，将千岛湖原水

引入嘉兴全市的重大工程。工程从杭州市闲林水库配水井接入，通过输水隧洞和管道

重力自流进入嘉兴境内，然后通过泵站加压向嘉兴市全境提供优质千岛湖原水。工程

供水范围为嘉兴市五县市二区。

参照《嘉兴市水资源（引杭州方向优质水）配置专题》相关成果，根据嘉兴市和

杭州市达成的框架协议，嘉兴市域外配水工程（杭州方向）引水规模为 2.3亿 m³/年,

其中分配海宁市水量为 4143万 m³/a；远期 3.2亿 m³/年。同时提出嘉兴市近期主要以

大分质供水为主，逐步推行小分质供水，最终在远景 2050年完全实现小分质供水。

表 7 海宁市境外引水可供水量

分区 年配水量（亿 m3） 设计配水规模（万 m3/d） 设计流量（m3/s）

海宁市 0.4143 14 1.6

（3）非常规水可供水量

海宁市非常规水利用包括再生水利用、雨水利用等形式。

结合《海宁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规划成果，规划增加海宁市内非常规水利用量，

非常规水利用率达到 15%以上，预测规划 2022 年可增加非常规水可利用量为 1000

万 m3，规划 2025年可增加非常规水可利用量为 1500万 m3，主要利用途径为污水处

理厂再生水利用。

（4）总可供水量

根据地表水、域外引水、非常规水可供水量分析成果，海宁市 2022年、2025年

可供水量分别为 5.3亿、5.4亿 m3，满足海宁市经济发展所需的水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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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海宁市水可供水量总表

序号 水源 2022年可供水利量（万 m3） 2025年可供水利量（万 m3）

1 本地水 1.6920 1.6920

2 过境水 3.1000 3.1000

3 域外水 0.4143 0.4143

4 非常规水 0.1000 0.1500

合计 5.3063 5.3563

3.3 上级下达指标分析

根据《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嘉兴市“十四五”用水总量预分解方案》，

海宁市 2022年（采用内插法）、2025年的用水指标如下：

表 9 海宁市用水量考核指标表

指标名称
2022年考核目标 2025年考核目标

市下达 节水行动 市下达 节水行动

用水总量（亿 m3） 3.32 3.8 3.72 4.10

农业用水量（亿 m3） 1.67 / 1.92 /

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亿 m3） 1.65 / 1.80 /

根据上表可知，《嘉兴市“十四五”用水总量预分解方案》下达给海宁市的用水指

标均小于《海宁市节水行动实施方案》中的确定的指标，因此本规划以最严格的要求，

用水总量、生活和工业用水量均以《嘉兴市“十四五”用水总量预分解方案》下达给海

宁市的用水指标为准。

根据海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发展预测，海宁市 2022年、2025年需水总量为 3.24、

3.49亿 m3，均小于嘉兴市下达的用水总量指标。

根据总量控制原则，总量又包括用水总量、生活和工业用水量，既不仅用水总量

要满足上级控制指标要求，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也要满足上级控制指标要求，且生活和

工业用水量与农业用水量不能相互调剂。根据海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发展预测，海宁市

2022 年、2025 年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为 1.74、1.98 亿 m3，与嘉兴市下达的指标相比

2022年、2025年缺口分别为 0.09、0.18亿 m3。

因此，生活和工业节水是海宁市“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其中工业节水是重中之重。

表 10 海宁市规划用水量与考核指标对比表

指标名称
2022年
需水预测

2025年
需水预测

2022年
考核目标

2025年
考核目标 2022年

缺水量

2025年
缺水量

市下达
节水

行动
市下达

节水

行动

用水总量（亿 m3） 3.24 3.49 3.32 3.8 3.72 4.10 / /

农业用水量（亿 m3） 1.51 1.51 1.67 / 1.92 / / /

生活和工业用水量（亿 m3） 1.74 1.98 1.65 / 1.80 / 0.09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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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镇（街道）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控制目标分析

以各镇（街道）2020年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为基数，根据嘉兴市水利局下达

的海宁市 2025年度控制目标，采用同比例分摊法分解至各镇（街道）。

（1）根据海宁市水利局提供的各乡镇 2020年度非农自备水量、海宁市水务集团

提供的各乡镇 2020年度自来水量、海宁市统计局提供的 2020年度各乡镇非农 GDP，

可计算得到各乡镇 2020年度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非农用水量占比、非农 GDP

占比。

表 1 海宁市各镇（街道）2020年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表

序号 镇（街道）

2020年非农用水量

（万 m3）

2020年非农 GDP
（亿元） 2020年非农业万元GDP用

水量（m3/万元）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1 硖石街道 496.53 3.20% 58.75 5.81% 8.45

2 海洲街道 1637.00 10.56% 159.01 15.72% 10.29

3
经济开发区

（海昌街道）
2407.09 15.53% 107.37 10.61% 22.42

4 马桥街道 1047.55 6.76% 94.78 9.37% 11.05

5 许村镇 2942.25 18.98% 143.89 14.22% 20.45

6 长安镇（高新区） 2609.62 16.83% 124.23 12.28% 21.01

7 周王庙镇 418.56 2.70% 32.46 3.21% 12.89

8 盐官镇 599.56 3.87% 43.64 4.31% 13.74

9 斜桥镇 599.88 3.87% 51.92 5.13% 11.55

10 丁桥镇 583.73 3.77% 41.87 4.14% 13.94

11 袁花镇 858.85 5.54% 70.41 6.96% 12.20

12 尖山新区（黄湾镇） 1302.88 8.40% 83.40 8.24% 15.62

全市 15503.49 100% 1011.73 100% 15.32

（3）根据嘉兴市水利局下达的控制指标，可得到海宁市 2025年度全市非农用水

量、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控制目标值。

（3）根据预测，2025年 GDP为 1600亿元，暂定 2025年农业 GDP维持 2020

年水平（18.61亿元），则 2025年非农 GDP为 1581.39亿元。

（4）以各乡镇 2020年度非农用水量占比、非农 GDP占比乘以海宁市 2025年度

全市非农用水量目标值、非农 GDP目标值可得到各乡镇 2025年度非农用水量、非农

GDP的控制目标值，经计算可得到各镇（街道）2025年度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控

制目标值。

表 2 海宁市各镇（街道）2025年非农业万元 GDP用水量控制目标表

序号 镇（街道）

2025年非农用水量

（万 m3）

2025年非农 GDP
（亿元） 2025年非农业万元 GDP用

水量（m3/万元）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1 硖石街道 3.20% 576 5.81% 91.88 6.27

2 海洲街道 10.56% 1900.8 15.72% 248.59 7.65

3
经济开发区

（海昌街道）
15.53% 2795.4 10.61% 167.79 16.66

4 马桥街道 6.76% 1216.8 9.37% 148.18 8.21

5 许村镇 18.98% 3416.4 14.22% 224.87 15.19

6 长安镇（高新区） 16.83% 3029.4 12.28% 194.19 15.60

7 周王庙镇 2.70% 486 3.21% 50.76 9.57

8 盐官镇 3.87% 696.6 4.31% 68.16 10.22

9 斜桥镇 3.87% 696.6 5.13% 81.13 8.59

10 丁桥镇 3.77% 678.6 4.14% 65.47 10.37

11 袁花镇 5.54% 997.2 6.96% 110.06 9.06

12 尖山新区（黄湾镇） 8.40% 1512 8.24% 130.31 11.60

全市 100% 15600 100% 1581.39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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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海宁市“十四五”期间节约用水重点项目表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预期节水量（万 m³） 责任单位

农业节水

增效工程

1
海宁市上塘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

改造渠沟 37.96km，渠系建筑 30处，机耕桥 9座；改建管理房 970m²，管护道路 23.19km；建设信息采

集设备 70套，智慧化平台提升拓展等
19634 270 市水利局

2 节水型灌区创建 5个 50 市水利局

3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1万亩 3500 20 市农业农村局

4 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0.5万亩 1000 市农业农村局

5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 10条 1000 市农业农村局

6 规模养殖场节水改造与建设 1个 500 市农业农村局

7 省级美丽牧场 3个 60 市农业农村局

8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17家 85 市农业农村局

9 省级星级农村公厕 60家 3000 市农业农村局

工业节水

减排工程

10 高耗水工业企业节水改造
鼓励支持对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 51家企业年用水量超过 30万立方米的企业进行节水评估，

单耗超《浙江省用（取）水定额（2019年）》通用值的进行节水改造。
2000 300 市经信局、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

11 节水型企业建设 浙江富邦汽车内饰科技有限公司等 20家 400 50 市经信局

12
海宁经编园区水资源循环利用项

目

新建一座 3万吨/日的染整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及污水收集和中水回用管网等配套工程，其中配套中水回用

2.5万吨/日。
33000 800

市经信局、市发改局、嘉兴

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

海宁经编园管委会

13 清洁生产审核（家） 50家 500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

局、市经信局

城镇节水

降损工程

14 节水型城市建设 开展国家县域节水型社会、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 400 市水利局、市住建局

15 供水管网建设
新建分质供水配套管网项目 55km 和供水配套管网提升工程 34km，老旧管网改造 12km，公共供水管网

漏损率控制在 8%以内。
23430 69 市水务集团

16 节约型机关建设 60家 600 1 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7 节水型单位建设 15个 150 1 市住建局

18 节水型小区建设 15个 150 1 市住建局

非常规水

利用

19 城市再生水利用项目建设
推进非常水利用规划编制，研究建设盐仓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利用车间的可行性。充分利用尖山污水处理

厂 2万吨/日再生水利用能力。到 2025年，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0%及以上。
1200 660

市住建局、

市经信局、

市水务集团

20 雨水集蓄利用 预计 50个房地产项目的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 500 市住建局

节水标杆

引领工程

21 节水标杆酒店建设 3家 60 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2 节水标杆校园建设 5家 100 市教育局

23 节水标杆企业建设 8家 400 市经信局

24 节水标杆小区建设 12家 240 市住建局

25 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建设 海宁市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建设 200 市水利局

26 灌区水效领跑者建设 上塘河水效领跑者灌区建设 500 市水利局

节水科技 27 农业用水计量监测能力建设 预计开展农业用水计量试点 50套 50 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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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万元） 预期节水量（万 m³） 责任单位

支撑工程 28 工业用水计量监测能力建设 预计开展工业用水计量 25套 125 市水利局

29 节水数字化建设 开发节水数字化平台 200 市水利局

合计 93034 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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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海宁市“十四五”期间高耗水工业企业项目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经济开发区（园区）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经济开发区（园区）

1 海宁市新万年染整有限公司 丁桥镇钱江工业园 19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2 浙江佳力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丁桥镇钱江工业园 20 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3 海宁德赛尔染整有限公司 丁桥镇钱江工业园 21 浙江荡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4 浙江荣鑫纤维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2 海宁市陈氏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5 海宁东山热电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3 海宁市孙桥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6 海宁广源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4 海宁伟龙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7 浙江德俊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5 浙江金能达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8 浙江得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6 浙江恒生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9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7 海宁市振海针纺染整有限公司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10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海宁经济开发区 28 浙江华德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11 万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尖山新区 29 海宁市恒励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12 浙江联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尖山新区 30 海宁市利得宝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13 海宁百丽丝染整有限责任公司 经编园区 31 浙江宝峰热电有限公司 许村镇工业园区

14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32 浙江雅昌染织有限公司 长安高新区

15 浙江华昌纺织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33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 长安高新区

16 海宁马桥大都市热电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34 海宁华翔漂染科技有限公司 长安高新区

17 海宁顺龙染整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35 海宁市万盛丝绸喷织有限公司 周王庙镇

18 海宁中龙印染有限公司 经编园区

备注：列入《浙江省水利厅 浙江省节约用水办公室关于印发高耗水行业企业名录的通知》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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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海宁市年用水 10万吨以上企业名单

序号 所在镇（街道） 单 位 名 称 2019年总用水量（万立方米）

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73.42

2 许村镇 浙江华德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415.86

3 许村镇 浙江恒生印染有限公司 291.96

4 袁花镇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229.80

5 长安镇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 186.86

6 许村镇 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147.27

7 马桥街道 海宁马桥大都市热电有限公司 138.33

8 尖山新区 海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6.57

9 许村镇 海宁伟龙印染有限公司 132.71

10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德俊新材料有限公司 109.04

11 周王庙镇 浙江泰亿能源有限公司 105.00

12 长安镇 浙江雅昌染织有限公司 88.99

13 尖山新区 浙江万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87.31

14 长安镇 浙江映山红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7.08

15 马桥街道 海宁中龙印染有限公司 83.40

16 盐官镇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2.58

17 许村镇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1.79

18 丁桥镇 浙江佳力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74.08

19 丁桥镇 海宁市新万年染整有限公司 72.53

20 长安镇 海宁长安皮革有限公司 69.44

21 马桥街道 海宁市伟伦经编毛绒有限公司 59.47

22 许村镇 海宁市振海针纺染整有限公司 55.68

23 马桥街道 浙江华昌纺织有限公司 55.61

2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54.35

25 许村镇 浙江荡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53.34

26 长安镇 海宁华翔漂染科技有限公司 51.62

27 马桥街道 浙江万方安道拓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50.01

28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得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49.07

29 尖山新区 浙江联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48.74

序号 所在镇（街道） 单 位 名 称 2019年总用水量（万立方米）

30 长安镇 浙江华元纺织品有限公司 48.19

31 马桥街道 海宁市欧师达染整有限公司 47.00

32 马桥街道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6.61

33 许村镇 浙江宝峰热电有限公司 46.28

3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 45.42

35 长安镇 浙江森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45.27

36 马桥街道 海宁牛仔织造有限公司 44.79

37 长安镇 浙江泛太平洋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43.30

38 马桥街道 海宁众恒经编染整有限公司 42.35

39 斜桥镇 浙江新创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0.00

40 丁桥镇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39.10

4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荣鑫纤维有限公司 38.05

42 许村镇 海宁市利得宝印染有限公司 36.28

43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显昱纤维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35.77

44 许村镇 浙江金能达印染有限公司 35.30

45 马桥街道 海宁顺龙染整有限公司 35.18

46 许村镇 海宁市孙桥印染有限公司 35.09

47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东山热电有限公司 35.05

48 丁桥镇 海宁德赛尔染整有限公司 33.49

49 尖山新区 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86

50 马桥街道 浙江彩燕新材料有限公司 32.52

51 许村镇 海宁佳龙织染有限公司 31.50

52 袁花镇 晶科能源科技（海宁）有限公司 27.78

53 马桥街道 海宁百丽丝染整有限责任公司 27.42

54 盐官镇 海宁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27.02

55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 26.66

56 丁桥镇 浙江富邦汽车内饰科技有限公司 25.00

57 周王庙镇 海宁市万盛丝绸喷织有限公司 24.88

58 许村镇 海宁市陈氏印染有限公司 22.56

59 许村镇 海宁市恒励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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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镇（街道） 单 位 名 称 2019年总用水量（万立方米）

60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八方科技有限公司 20.97

61 周王庙镇 海宁兄弟皮革有限公司 19.21

62 长安镇 浙江米赛丝绸有限公司 19.13

63 周王庙镇 海宁市富升裘革有限公司 18.89

6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18.68

65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华府光电有限公司 18.60

66 海洲街道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7.30

67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敦奴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4

68 许村镇 海宁鼎顺纺织有限公司 16.62

69 许村镇 海宁市建利纺织有限公司 16.55

70 长安镇 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第七分公司 16.50

7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15.67

72 长安镇 浙江银梭织染有限公司 14.89

73 周王庙镇 浙江富邦集团有限公司 14.59

7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海泰建材有限公司 14.32

75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海派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3.31

76 袁花镇 海宁市依晟纺织有限公司 13.13

77 许村镇 海宁市中胜建材有限公司 13.00

78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阿波罗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12.93

79 丁桥镇 海宁市金茂经编有限公司 12.92

80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雷福针织有限公司 12.51

8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4

82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30

83 长安镇 浙江纪鸿包装有限公司 11.86

84 长安镇 浙江西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11.85

85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 11.16

86 长安镇 浙江兴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1.15

87 马桥街道 浙江明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11.09

88 马桥街道 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2

合计 5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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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海宁经编园区水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企业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2019年总用

水量（万立方

米）

2019年工

业增加值

（亿元）

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

（立方米）

目前已经采取节水措施 2021-2025年期间计划采取的节水措施

1 海宁众恒经编染整有限公司 42.35 0.1120 378.21 中水回用，投资 321万元

根据规划，拟在海宁经编产业园区内新建一

座 3万吨/日的染整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及污

水收集和再生水利用管网等配套，对涉及染

整企业生产污水进行专门收集和集中处理，

并统一输送至丁桥污水厂进行深度处理，深

度处理后的尾水通过拟建的再生水利用管

网输送至各需求企业，实现再生水利用。根

据数据统计，目前 14 家企业平均中水回用

比例在 39%左右，通过水资源循环利用项

目，再生水利用比例可达到 50%。

2 海宁市欧师达染整有限公司 47.00 0.1301 361.22 中水回用、蒸汽冷凝水回用，投资 500万，节水 8万吨

3 海宁中龙印染有限公司 83.40 0.2656 313.94 中水回用投入 180万，节水 53.51万吨

4 海宁市新万年染整有限公司 72.53 0.2820 257.18 中水回用，年节水 50万吨

5 浙江彩燕新材料有限公司 32.52 0.1324 245.50 中水回用、冷却水回用，投资 298万元

6 海宁市伟伦经编毛绒有限公司 59.47 0.2677 222.18 中水回用、蒸汽冷凝，投资 366万，节水 18万吨

7 海宁德赛尔染整有限公司 33.49 0.1922 174.30 投资 219.5万元、节水 23万吨

8 浙江万方安道拓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50.01 0.3115 160.54 中水回用、蒸汽冷凝水回用；年节水量约 20万吨

9 浙江佳力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74.08 0.5383 137.63 中水回用，投资额 810万，年节水 92万吨

10 浙江华昌纺织有限公司 55.61 0.4267 130.32
中水回用，投资 2000万，年节水量 60万吨；蒸汽冷凝水回用投资 300万元，年节水

量约 5万吨，年节汽约 5千吨。

11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39.10 0.3176 123.13 中水回用

12 海宁顺龙染整有限公司 35.18 0.2900 121.31 中水回用、雨水利用、蒸汽冷凝水回用；投资 200万；年节水 70万吨

13 海宁百丽丝染整有限责任公司 27.42 0.2508 109.32 中水回用，投资 550万元，年节水量 18万吨

14 海宁牛仔织造有限公司 44.79 0.8323 53.82 中水回用，蒸汽冷凝水回用

合计 696.95 4.3492 1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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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海宁市“十四五”期间现代纺织后整理产业集聚提升节水情况表

序号 所在镇 单 位 名 称
2019年总用水量

（万立方米）
主要产品

2019年实际用水单耗

（立方米/吨、立方米/百米）

省定额先进值

（立方米/吨、立方米/百米）
节水型企业级别 集聚区位置

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亚润袜业有限公司 3.65 /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2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圣麦斯针织有限公司 9.13 袜子 45.65 5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3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耐尔袜业有限公司 /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八方科技有限公司 20.97 经遍布 28.03 10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5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 45.42 经遍布 44.73 10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6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德俊新材料有限公司 109.04
经遍布 137.69 10

市级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坯布 50.99 10

7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显昱纤维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35.77 化纤布 1.02 0.3 省级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8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荣鑫纤维有限公司 38.05
化纤布 0.44 0.3

省级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筒子纱 52.17 40

9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54.35 化纤布 1.32 0.3 县级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10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得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49.07
经遍布 60.33 10

省级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化纤布 0.81 0.3

1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雷福针织有限公司 12.51 / 经济开发区光耀区块

12 许村镇 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147.27 关停 省级 /

13 许村镇 海宁市团结炼染股份有限公司 6.77 经遍布 11.97 15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14 许村镇 海宁市宏洲纺织摇粒有限公司 /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15 许村镇 海宁伟龙印染有限公司 132.71 针纺织品 1.23 0.8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16 许村镇 海宁市孙桥印染有限公司 35.09 纱线 19.29 40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17 许村镇 浙江恒生印染有限公司 291.96
经遍布 57.68 10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纱线 54.46 40

18 许村镇 海宁市陈氏印染有限公司 22.56
印染布 35.07 10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纱线 41.19 40

19 许村镇 浙江金能达印染有限公司 35.30
纺织品 0.74 0.8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化纤丝 0.85 0.5

20 许村镇 浙江荡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53.34 经遍布 0.81 0.8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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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镇 单 位 名 称
2019年总用水量

（万立方米）
主要产品

2019年实际用水单耗

（立方米/吨、立方米/百米）

省定额先进值

（立方米/吨、立方米/百米）
节水型企业级别 集聚区位置

21 许村镇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1.79
针织纺织 75.35 12

省级 许村镇沈士工业园区
汽车内饰面料 588.03 /

22 许村镇 浙江华德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415.86

装饰布 1.42 0.5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里子布 1.46 0.3

纱线 68 40

经编布 21 10

23 许村镇 海宁市利得宝印染有限公司 36.28
装饰布 1.16 0.5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经遍布 33.8 10

24 许村镇 海宁市振海针纺染整有限公司 55.68 印染布 33 10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25 许村镇 海宁市恒励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21.18 装饰布 0.77 0.3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26 长安镇 浙江泛太平洋针织印染有限公司 43.30 / 市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27 长安镇 海宁华翔漂染科技有限公司 51.62 纱线 256 40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28 长安镇 浙江映山红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7.08 纱线 50.65 40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29 长安镇 浙江米赛丝绸有限公司 19.13
筒子纱 54 40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绞纱 62 20

30 长安镇 浙江雅昌染织有限公司 88.99 /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1 长安镇 浙江华元纺织品有限公司 48.19 色纱 142 40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2 长安镇 浙江银梭织染有限公司 14.89 围巾 106 40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3 长安镇 浙江森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45.27 /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4 长安镇 浙江万紫千红印染有限公司 8.01 /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5 长安镇 浙江宝石蝶围巾有限公司 /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6 长安镇 海宁鑫港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119.05 /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7 长安镇 浙江赛芙纺织品有限公司 21.15 /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38 周王庙镇 海宁市万盛丝绸喷织有限公司 24.88 停产 省级 许村镇许巷工业园区

合计 2285.31

预期节水量 节水率在 30%~50%左右 6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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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海宁市“十四五”期间节水型企业创建项目库

序号 所在镇 单位名称 2019年用水量（万 m3） 序号 所在镇 单位名称 2019年用水量（万 m3）

1 丁桥镇 浙江富邦汽车内饰科技有限公司 25.00 24 许村镇 海宁佳龙织染有限公司 31.50

2 丁桥镇 海宁市金茂经编有限公司 12.92 25 许村镇 海宁鼎顺纺织有限公司 16.62

3 海洲街道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7.30 26 许村镇 海宁市建利纺织有限公司 16.55

4 尖山新区 浙江德西瑞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86 27 许村镇 浙江宝峰热电有限公司 46.28

5 尖山新区 海宁正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36.57 28 许村镇 海宁市中胜建材有限公司 13.00

6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八方科技有限公司 20.97 29 盐官镇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2.58

7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路宝经编有限公司 45.42 30 盐官镇 海宁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27.02

8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雷福针织有限公司 12.51 31 袁花镇 海宁市依晟纺织有限公司 13.13

9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凌通磁业科技有限公司 11.16 32 袁花镇 晶科能源科技（海宁）有限公司 27.78

10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海橡鞋材有限公司 18.68 33 长安镇 浙江映山红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87.08

11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海泰建材有限公司 14.32 34 长安镇 浙江米赛丝绸有限公司 19.13

12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阿波罗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12.93 35 长安镇 浙江森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45.27

13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15.67 36 长安镇 浙江纪鸿包装有限公司 11.86

1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海派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13.31 37 长安镇 海宁长安皮革有限公司 69.44

15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17 38 长安镇 浙江兴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1.15

16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浙江敦奴联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4 39 长安镇 浙江西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11.85

17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华府光电有限公司 18.60 40 长安镇 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混凝土第七分公司 16.50

18 马桥街道 海宁众恒经编染整有限公司 42.35 41 周王庙镇 浙江富邦集团有限公司 14.59

19 马桥街道 海宁市欧师达染整有限公司 47.00 42 周王庙镇 海宁市富升裘革有限公司 18.89

20 马桥街道 浙江彩燕新材料有限公司 32.52 43 周王庙镇 浙江泰亿能源有限公司 105.00

21 马桥街道 海宁市伟伦经编毛绒有限公司 59.47 44 周王庙镇 海宁兄弟皮革有限公司 19.21

22 马桥街道 海宁牛仔织造有限公司 44.79
合计

小计 1372.08

23 马桥街道 浙江明士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11.09 节水率在 10%左右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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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海宁市“十四五”期间大耗水节水单位项目库

序号 管辖单位 单位名称

1 海洲街道 海宁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2 海洲街道 海宁康华医院有限公司

3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普宁物流有限公司

4 经济开发区（海昌街道） 海宁恒耀投资有限公司

5 皮管委 海宁中国皮革城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6 市公安局 海宁市看守所

7 市教育局 海宁市教育园区管理中心

8 市教育局 海宁市第一中学

9 市教育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宏达高级中学

10 市教育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浙江宏达学校

11 市教育局 海宁市紫微高级中学

12 市教育局 海宁市高级中学

13 市卫健局 海宁市人民医院

14 市卫健局 海宁市中医院

15 市文广旅体局 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有限公司

16 市综合执法局 海宁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17 浙江大学海宁国际校区

备注：年用水 10万方以上非工业用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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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海宁市“十四五”期间节水标杆项目库

类别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镇（街道） 类别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镇（街道）

绿色酒店

1 海宁海洲大饭店 海洲街道

省级节水型小区

9 好旺角 硖石街道

2 海宁花园酒店 海洲街道 10 东欣佳苑 硖石街道

3 海宁龙祥大酒店 海洲街道 11 百合新城小区 海洲街道

4 海宁皮都锦江大酒店 海洲街道 12 紫薇花园小区 海洲街道

5 海宁市凯元国际酒店 海昌街道 13 洛洲小区 海洲街道

6 海宁假日国际大酒店 海昌街道 14 时代广厦 海洲街道

7 海宁宾馆 硖石街道 15 洛川小区 海洲街道

8 海宁市玉龙国际商务酒店 许村镇 16 流星花园 海洲街道

省级节水型单位

（学校）

1 海宁市马桥中心小学 马桥街道 17 康桥名城 海洲街道

3 海宁市硖石中学 硖石街道 18 金色家园 海洲街道

2 海宁市紫微高级中学 海洲街道 19 铜锣湾 海洲街道

4 海宁市南苑小学 海洲街道 20 中朝御锦园 海洲街道

5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宏达高级中学 海洲街道 21 金桂苑 海洲街道

6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浙江宏达学校 海洲街道 22 都谷花苑 海昌街道

省级节水型小区

1 风和丽苑小区 硖石街道 23 盈都牡丹城小区 海昌街道

2 浅水湾小区 硖石街道 24 地中海公馆 海昌街道

3 丽都水岸 硖石街道 25 玫瑰园 海昌街道

4 上城蝶园 硖石街道 26 香湖名邸小区 马桥街道

5 东方艺墅 硖石街道 27 翡翠园 马桥街道

6 依山蝶院 硖石街道 28 经都珑庭 马桥街道

7 东湾花苑 硖石街道 29 桐溪社区五区 马桥街道

8 海城名家 硖石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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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镇（街道） 类别 序号 单位名称 所在镇（街道）

省级节水型企业

1 海宁市新万年染整有限公司 丁桥镇

省级节水型企业

24 海宁市孙桥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2 浙江佳力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丁桥镇 25 浙江金能达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3 海宁德赛尔染整有限公司 丁桥镇 26 浙江恒生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4 海宁东山热电有限公司 海昌街道 27 海宁市振海针纺染整有限公司 许村镇

5 浙江钱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海昌街道 28 浙江华德利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6 浙江得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海昌街道 29 海宁市恒励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许村镇

7 浙江荣鑫纤维有限公司 海昌街道 30 海宁市利得宝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8 浙江皮意纺织有限公司 海昌街道 31 海宁市团结炼染股份有限公司 许村镇

9 浙江显昱纤维织染制衣有限公司 海昌街道 32 海宁联丰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盐官镇

10 浙江万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尖山新区 33 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袁花镇

11 浙江港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34 浙江雅昌染织有限公司 长安镇

12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35 海宁市红宝热电有限公司 长安镇

13 浙江华昌纺织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36 海宁华翔漂染科技有限公司 长安镇

14 海宁马桥大都市热电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37 浙江万紫千红印染有限公司 长安镇

15 海宁顺龙染整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38 浙江银梭织染有限公司 长安镇

16 海宁中龙印染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39 浙江华元纺织有限公司 长安镇

17 浙江超纶新材料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40 海宁凤鸣叶绿素有限公司 周王庙镇

18 浙江万方安道拓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马桥街道 41 海宁市万盛丝绸喷织有限公司 周王庙镇

19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许村镇 42 浙江大众皮业有限公司 关停

20 海宁市陈氏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43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停

21 海宁伟龙印染有限公司 许村镇 44 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 关停

22 浙江荡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许村镇 45 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关停

23 浙江新创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斜桥镇

备注：以上为截止 2020年年底创建节水型载体名录，2021~2025年期间根据新创建节水型载体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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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省用水定额（2019年）纺织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通用值 先进值 备注

C1711 棉纺纱加工 棉纱 立方米/吨 30 10 棉、以及棉混纺纱

C1712 棉织造加工 棉布 立方米/百米 2.5 0.5
棉、麻、化纤及混

合织物

C1713
棉印染精加

工

纱染 立方米/吨
80 40 筒子纱

65 20 绞纱

布染
立方米/百米 1.6 0.8 棉机织布

立方米/吨 80 15 棉针织布

灯芯绒 立方米/百米 3 1.6 灯芯绒布染色

色织提花布 立方米/百米 1.9 1

C1721
毛条和毛纱

线加工

洗净毛 立方米/吨 22 10 原毛→洗净毛

炭化毛 立方米/吨 25 15 洗净毛→炭化毛

色毛条 立方米/吨 140 50 白毛条→色毛条

色毛和其他

纤维
立方米/吨 120 50 洗净毛→色毛

色纱 立方米/吨 100 40 白纱→色纱

C1722 毛织造加工

羊绒制品 立方米/吨 400 300 原绒→羊绒制品

毛针织品 立方米/吨 80 40 整理

粗梳毛织物 立方米/百米 17.25 12
洗净毛→粗梳毛织

物

精梳毛织物 立方米/百米 15 10
白毛条→精梳毛织

物

C1723
毛染整精加

工

散毛染色 立方米/吨 90 70

精梳毛织物 立方米/百米 20 15 精梳毛织物印染

C1731
麻纤维纺前

加工和纺纱

亚麻纱 立方米/吨 150 100

黄麻纱线 立方米/吨 4.5 3.5

亚麻布 立方米/百米 1 0.5

麻纱（干纺） 立方米/吨 150 50
麻纤维→干纺→麻

纱

麻纱（湿纺） 立方米/吨 300 150
麻纤维→湿纺→麻

纱

C1732 麻织造加工 麻机织坯布 立方米/百米 0.8 0.5
麻纱→织造→麻机

织坯布

C1733
麻染整精加

工

麻机织物 立方米/百米 3 1 麻机织物染色

麻针织物及

纱线
立方米/吨 150 50

麻针织物及纱线染

色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通用值 先进值 备注

C1741 缫丝加工

白厂丝
立方米/吨 900 600 产量 100吨以上

立方米/吨 1200 900 产量 100吨以下

生丝 立方米/吨 700 240
桑蚕茧→生丝（含

双宫丝）

绢丝 立方米/吨 1200 800 绢纺原料→绢丝

C1742
绢纺和丝织

加工

绢纺 立方米/百米 0.3 0.2 绢纺布

真丝绸机织

物
立方米/百米 0.3 0.2 真丝绸机织布

真丝绸针织

物
立方米/吨 30 10 真丝绸针织布

C1743
丝印染精加

工

色丝 立方米/吨 300 150
生丝、绢丝→染色

→色丝

印染真丝绸

针织物
立方米/吨 300 100

坯绸→印染针织

（含练白绸）

印染真丝绸

机织物
立方米/百米 2.2 2

坯绸→印染机织

（含练白绸）

C1751
化纤织造加

工

喷水机织坯

布
立方米/百米 2.5 1.5 ——

其他机织坯

布
立方米/百米 1.5 0.4 ——

涤纶长丝织

物
立方米/百米 1.6 0.3

涤纶丝→浆丝（或

加捻）→织物

锦纶长丝织

物
立方米/百米 1.5 0.2

锦纶丝→浆丝→织

物

人造丝织物 立方米/百米 0.4 0.2
人造丝→浆丝（或

加捻）→织物

C1752
化纤织物染

整精加工

化纤（涤纶） 立方米/百米 1.5 0.3 机织布印染

印染布 立方米/吨 80 10 针织布印染

混纺针织印

染布
立方米/吨 80 12 针织布印染

混纺机织印

染布
立方米/百米 1.6 0.5 机织布印染

C1761
针织或钩针

编织物织造
针织坯布 立方米/吨 30 10

经编、纬编、横编

及钩针编针织物

C1763
针织或钩针

编织品制造

针织手套、

帽、巾
立方米/万件 30 10 ——

针织羊毛衫 立方米/万件 100 50 ——

袜子 立方米/万双 20 5 ——

C1771 床上用品制 阔幅床单 立方米/万条 2500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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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通用值 先进值 备注

造 棉毯 立方米/万条 950 750

C1772
毛巾类制品

制造
毛巾 立方米/万米 200 30

C1773
窗帘、布艺

类产品制造
窗帘、布艺 立方米/百米 0.5 0.25 窗帘、布艺织造

C1779
其他家用纺

织制成品制

造

丝光棉

立方米/吨 200 80 丝光棉线

立方米/百米 3 1.5 丝光棉布

C1781
非织造布制

造

水刺无纺布 立方米/吨 30 10

针刺无纺布 立方米/百米 2 0.5 针刺无纺布

C1789
其他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

制造

医用纱布 立方米/万米 4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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