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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方案

本方案所称的水效领跑者是指同类可比范围内用水效率处于

领先水平的用水产品、企业和灌区。依据《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发〔2015〕17号），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的有关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思路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方针，落实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在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领域开展水效领跑

者引领行动，制定水效领跑者指标，发布水效领跑者名单，树立先

进典型。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范围包括用水产品、重点用水行

业和灌区，遴选程序为自愿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

通过树立标杆、标准引导、政策鼓励，形成用水产品、企业和灌区

用水效率不断提升的长效机制，建立节水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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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综合考虑产品的市场规模、节水潜力、技术发展趋势以及相关

标准规范、检测能力等情况，选择坐便器、水嘴、洗衣机、净水机

等生活领域用水产品实施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逐步扩大到工业、

农业和商用等领域用水产品。

（一）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的基本要求

1、水效指标达到国家标准 1 级以上，且为同类产品的领先水

平，具有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水效检测报告

或获得经批准的认证机构颁发的节水产品认证证书。

2、产品为量产的定型产品，达到一定销售规模。

3、产品质量性能优良，近一年内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和执

法检查中，该品牌产品无不合格、无质量违法行为。

4、生产企业为中国大陆境内合法的独立法人，具有完备的质

量管理体系、健全的供应体系和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

（二）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的遴选和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质检总局

等负责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制定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用水产品生产企业将材料报送所在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省

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初步审核后，推荐给国家发展改

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质检总

局组织专家对上报材料进行评审，专家评审结果在指定媒体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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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产品，国家

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质检总局公告水效领

跑者产品目录、水效指标及其生产企业。

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目录每两年发布一次。

（三）对水效领跑者给予激励

建立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指标与水效强制性国家标准衔接的

机制。根据节水技术发展、市场水效水平变化等情况，适时将水效

领跑者指标纳入水效标准体系。制定激励政策，鼓励水效领跑者产

品的技术研发、宣传和推广。

三、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综合考虑企业的取水量、节水潜力、技术发展趋势以及用水统

计、计量、标准等情况，从火力发电、钢铁、纺织染整、造纸、石

油炼制、化工等行业中，选择技术水平先进、用水效率领先的企业

实施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一）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的基本要求

1、符合相关节水标准，单位产品取水量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

2、有取用水资源的合法手续，近三年取水无超计划。

3、建立健全节水管理制度，各生产环节有配套的节水措施；

建立了完备的用水计量和统计管理体系，水计量器具配备满足国家

标准《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24789）要求。

4、无重大安全和环境事故，无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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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的遴选和发布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水利部、国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质检总局等负责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制定实施细则

并组织实施。

企业将材料报送所在地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水行政主管

部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能源部门、发

展改革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初步审核后，

推荐给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水利部、国

家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质检总局组织专家对上报材料进

行评审，专家评审结果在指定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国家

能源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质检总局公告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

企业名单及单位产品取水量等水效指标。

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企业名单每两年发布一次。

（三）开展水效对标活动

总结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的最佳实践，鼓励企业开展水效对标

活动，广泛开展节水技术、标准、管理体系培训，引导企业实施节

水技术改造。

四、灌区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综合考虑灌区的气候地理条件、水资源状况、农作物种类、灌

区规模等情况，选择灌溉面积 1万亩以上、具有完善的管理机构、

安全运行状况良好的大中型灌区实施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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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灌区水效领跑者的基本要求

1、用水效率处于同类型灌区的领先水平。

2、灌区工程管理和用水管理措施到位，满足《节水灌溉工程

技术规范》（GB/T 50363）要求。

3、灌区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用水计量和调度设施配置完备、

技术先进，水效监测和评价符合《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

算分析技术指导细则》。

（二）灌区水效领跑者的遴选和发布

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灌区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制

定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申报单位将材料报送所在地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展改革

部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初步审核后，推荐给水

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对上报

材料进行评审，专家评审结果在指定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

少于 1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

告灌区水效领跑者名单。

灌区水效领跑者名单每三年发布一次。

（三）发挥示范效应

总结灌区水效领跑者最佳实践，实施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

造，开展现代灌区建设，推广喷灌、微灌、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和水

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加强灌区监测与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

现精准灌溉。形成符合区域水资源条件的规模化农业灌溉节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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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先进经验，适时将灌区水效领跑者指标纳入节水标准体系，并转

化为制定节水目标、开展考核评价的依据。

五、水效领跑者标志及使用

列入水效领跑者的产品、企业和灌区，应使用统一的水效领跑

者标志（样式如下图）。水效领跑者产品可以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

或包装物上加施水效领跑者标志。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灌区在宣

传活动中使用水效领跑者标志。

严禁伪造、冒用水效领跑者标志，以及利用水效领跑者标志做

虚假宣传。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负责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的统筹协调

和综合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能源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引领

行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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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监督管理

加强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的监督管理，确保水效领跑者遴选过

程的客观公正。水效领跑者称号实行动态化管理，开展跟踪调查，

对不符合水效领跑者条件的，撤销称号，三年内不得申报水效领跑

者；加强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的水效、质量等性能的监督检查，将

水效领跑者列入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的重点，加大对违规行为的

处罚力度；对在水效领跑者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企业（单位）和

第三方检测机构，将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信用中国网站

公开曝光，对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三）加强标准引导

根据各领域的节水现状及发展趋势、产业结构、可实现的技术

改进等情况，建立水效领跑者指标持续更新机制，逐步提高水效领

跑者指标要求。建立以国际领先水平为标杆的水效领跑者衡量标

准，并将水效领跑者指标与产品、企业和灌区的节水评价体系相结

合，促进节水标准提升。

（四）加强宣传推广

各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应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发布会、表

彰会或推介会等形式和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对先进的管理经验、

技术方法进行宣传推广。树立标杆，弘扬典型，表彰先进，为引领

行动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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