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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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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部

署，科技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海洋

局共同制定了《国家水安全创新工程实施方案（2015—2020

年）》（国科办社〔2015〕59 号），统筹部署水安全科技创新

工作。根据国家水安全创新工程总体安排，科技部会同有关

部门及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主管部门制定了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专项实施方案。

本专项紧密围绕水资源安全供给的科技需求，重点开展综合

节水、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优化配置、重大水利

工程建设与安全运行、江河治理与水沙调控、水资源精细化

管理等方面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科技成果应用，培育和发展

水安全产业，形成重点区域水资源安全供给系统性技术解决

方案及配套技术装备，形成 50 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当量效益，

远景支撑正常年份缺水率降至 3%以下。

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2~3 年。2019

年拟部署 6 个指南方向。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

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对于典型市场导向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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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资金与中央财政经费

比例不低于 1:1。用于典型应用示范类项目中央财政资金不

超过该专项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0%。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

报，须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每个项目下

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项目所含单位不超过 10 家。

本专项 2018 年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综合节水理论与关键技术设备

1.1 高新区工业废水近零排放及资源化利用

研究内容：针对高新园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纺织印

染、化工材料等典型产业，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降低

工业废水的排放量。重点突破废水回收处理一体化技术，形

成工业废水零排放与资源化利用的成套工程技术和设备；研

究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的技术体系和废水近零排放工程的

补贴政策，选择典型高新区开展工业废水零排放的整体技术

方案与政策集成示范。

考核目标：形成 4~5 个适宜不同产业的废水零排放技术

方案、标准体系及政策体系，建立 4~5 个万吨级/日的科技创

新示范工程，实现高新区典型产业的废水近零排放和资源

化，综合运行成本小于 5 元/吨废水，净化水回用率大于 90%，

高新区内典型产业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下降 90%以上。

有关说明：要求产学研用结合，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

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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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 2:1。

拟支持项目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苏省各 1

个。

2. 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与设备

2.1 太原市高效节水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关键技术与示

范

研究内容：研究太原市多水源供给、多用户分配等特征

的水资源协同配置技术；研究适合太原市气候特征的建筑节

水和智能节水关键技术；调研分析汾河沿线工业区现状和水

资源特征，研发矿井水、煤化工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净化回

用和生态融合技术；系统集成生态环境用水和海绵城市透蓄

水等水质控制关键技术与示范；开发基于水资源协同调控的

安全保障技术，建立监测评价体系，开展政策集成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太原市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形

成协同调配技术方案 1 套；研发适于太原的雨污分流、水系

连通、建筑节水和废水回用的关键技术 5 项以上；构建适合

资源型城市工程应用技术平台 1 个；在太原建成不少于 2 个

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示范工程，污废水利用率达

到 90%以上；所研发的关键技术和示范工程应具有较好的技

术先进性和自主知识产权并能自由实施，形成资源型城市水

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节水回用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3. 流域水循环演变与国家水资源配置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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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长江水资源开发保护战略与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紧密结合长江经济带规划实施的要求，综合

分析和研判长江变化环境条件下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与

水灾害等方面潜在的重大约束性问题，提出长江大保护与长

江经济带发展协调的重大水问题系列性咨询政策建议；研究

多目标多利益主体背景下长江水资源保护与开发技术方略

及管理体制机制，支撑长江大保护与经济带绿色发展国家战

略的实施。

考核指标：定量预测长江流域未来 30~50 年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及水灾害问题的变化趋势，完成 3~5 项国家咨

询政策建议；完成长江水问题重大策略研究报告；完成适应

未来 50 年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长江水资源保护与开发

技术集成体系；上述成果均需被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采纳并

应用。

3.2 长白山区水资源高效利用及其安全保障技术研发与

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长白山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

江水源区）的水资源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开展水源涵养功

能及水资源承载力评估，研发流域水资源调配及地下水资源

合理利用模式及技术，建立跨境流域及地下水资源安全风险

的人工智能识别-评估-预警-管控系统，开展综合示范应用，

为地方水资源优势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政策建议。



5

考核指标：定量解析长白山区水资源演变特征及规律，

提出水资源安全保障方案及水资源调配技术；研发地下水资

源高效利用的模式与技术 3~5 套，建立跨境水资源动态监测

与预警技术平台，示范区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提高 10%以

上，支撑跨境及三江水源区的水资源安全。

4. 江河治理与水沙调控

4.1 内蒙古生态脆弱区“一湖两海”（呼伦湖、乌梁素海、

岱海）等典型湖泊退化机制与生态调控

研究内容：研究内蒙古“一湖两海”（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典型湖泊地区水资源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探明

湖泊时空演变规律、水量水质动态耦合机制及生态退化机

理；辨识湖泊水资源、水生态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响应；

揭示冰封期多介质污染物迁移转化机制与水生态、水环境协

同效应；研发“一湖两海”典型湖泊控源减排技术、农业节

水灌溉和水土资源调控技术、主要污染物深度消减及资源化

技术、水环境治理及生态补水联动调控技术，形成内蒙古典

型湖泊水生态综合治理与水资源安全保障技术体系，并进行

示范应用；建立湖泊水生态综合治理监测评价体系，构建综

合调控决策支持系统。

考核指标：研发内蒙古“一湖两海”（呼伦湖、乌梁素

海、岱海）典型湖泊控源减排、农业节水灌溉和水土资源调

控、主要污染物深度消减及资源化、水环境治理及生态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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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调控等关键技术 5~6 项；提出内蒙古典型湖泊水生态综

合治理方案 3 项及水资源安全利用评估标准 1 项，被国家和

地方政府部门采纳并应用；建立湖泊水生态综合治理监测评

价体系 1 套，构建湖泊流域综合调控决策支持系统 1 套；建

成湖泊水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 3~4 个。

5. 水资源智能调度与精细化管理

5.1 水资源循环利用新技术研究及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生物膜、膜生物反应器、催化氧化技术、

复合肥料、储能技术等一体化技术攻关，研发适合不同规模

人群的饮用水净化、生活污水资源化的撬装式成套设备，实

现项目示范区生活废污水基本全回用的目标。研究城镇生活

节水器具的推广激励机制，创新城乡生活水价和生活节水政

策，加速城镇生活节水器具的普及。选择千人、万人、十万

人规模的乡村、城镇，开展饮用水净化、生活节水和生活污

水再生回用的技术集成应用，实现城镇节水和综合利用的创

新示范。

考核指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节水技术方案，

实现项目示范区用水效率提升 10%，用水总量零增长，新鲜

淡水资源取用量降低 10%。

有关说明：依托科技部、水利部正式公布的节水型社会

创新示范区进行申报，落实《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工作方案》

提出的创新试点科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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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共不超过 2 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