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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多年努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靴子”终于落地。

1月 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十部门共

同发布《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对全面推进

污水资源化利用进行了部署。

对于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剑平来说，这一

天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但为了这一天，被称为治水界“老炮”

的文剑平已经等了近30年。

“国家在这个时候提出污水资源化，是非常关键之举。”

文剑平说，污水资源化利用，既解决了水污染的问题，又解决

了水资源少的问题，“可以说，用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国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瓶颈上的两把‘锁’”。

每万元GDP需用水60多吨——

水资源开发亟待转型

据测算显示，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 1%，城镇生活用水将

增加 16.7亿立方米。过去十多年，我国城镇化实现了快速发

展，但全国总用水量没有大幅增长，大体维持在 6100亿立方

米左右。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

“基本上是靠农业节水灌溉省出来的！”水利部原副部长

张春园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节水灌溉推广了 20多年，农业节

水空间已十分有限，但经济还要继续发展，其与水资源缺乏

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到 2030年我国人口高峰期，仅城镇生活用水就将增加

250亿立方米。如果加上粮食安全、能源生产、生态建设等用

水需求，估计需新增 800 亿立方米至 900 亿立方米用水量。”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长赵勇说。

一边是很多城市因缺水而“喊渴”，一边是污水量的持续

增加，如何既解决好未来发展的用水需求，又妥善处理好水

环境容量超载、水体功能丧失等日益严峻的问题，已不可

回避。

“我国是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四分之一，这意味着，常规的水资源开发已经走到了尽头！”

张春园坦言，现实状况让中国水资源利用方式不得不转向循

环用水，污水不仅可以就地取材，而且还是不断增长的“资

源”，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将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根本路径之一。

基于对污水资源化的共识及对调研数据的分析，2019

年国庆节前，张春园等 6 位老专家联名向中央提交了一份

调查报告，就当前我国水资源状况及污水资源化利用问题

提出建议。“没想到国庆假期还没结束，就接到中央有关

部门电话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随后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牵头，成立了指导组、工作组和专家组。”张春园回

忆道。

作为专家组唯一的企业界代表，文剑平更愿意用

水资源供求关系来算账：我国每万元 GDP 需要有 60

多吨的用水来支撑，同时每万元 GDP 会排放出一定

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即便我们用水量保持不变，

但 GDP 增长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仍会不断增加，这样

一来可使用的水就会越来越少，推动污水就地资源

化利用，既是理性选择也是现实考量。

再生水利用率不到15%——

“第二水源”潜力巨大

因为在污水资源化方面的率先探索，北京中芯国

际高品质再生水厂最近成了“网红”。这家位于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再生水生产企业，不仅解决了周边地区

生活污水的处理问题，还让高性价比的再生水成了“香饽

饽”。

“周边的生活污水经过我们的净化处理后，可直接用于园

区的工业生产。”北京中芯国际高品质再生水厂运营负责人陈

春生告诉记者，处理后的再生水完全达到

了高标准工艺用水的要求，目前已广泛应

用在循环冷却、芯片冲洗等环节。

陈春生介绍，生活污水的买入价格是

每吨 1.4 元，再生水的出售价格每吨在 6

元到7元之间，远低于当地工业用自来水

每吨 9.5元的价格。在同等品质下，企业

自然更愿意使用再生水。

“这相当于在北京大兴区新建了一个年蓄水量 2亿立方

米的大水库，这也是为何我们强调污水是‘第二水源’的

原因！”文剑平说，北京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污水处理达到

地表水 IV 类标准的城市，2019年北京再生水用量达到 11.5

亿立方米，已超过了新水用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像北京这样重视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城市目前并不

多，特别是一些北方缺水城市仍不惜成本远距离调水或开展

海水淡化，甚至开采深层岩层地下水等，从长远看，这些做法

既不经济也不可持续。

“目前对于污水资源化处理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我国污

水资源化技术起步晚，比别的国家落后，但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在这方面不仅不落后，在某些领域还更先进。”文剑平解

释道，一些国家并不像中国这样缺乏水资源，他们没有需求

也没有必要去进行污水资源化技术的研发，中国污水处

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处在全球领先地位。

虽然技术已较为成熟，但当前我国污水资源

化利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此前接受采访时也坦言，我国污水资

源化利用水平总体不高，利用量不大、利

用率较低。2019 年全国城镇污水排放量

达 750 亿立方米，但再生水利用量不

足 100亿立方米，未来污水资源化利

用潜力巨大。

尽管污水资源化利用前景看

起来很美，但在实际推广中仍

面临重重困难。

“目前，我国污水排放

执行的标准还是 2002 年

发布的 《地表水环境

质 量 标 准 》

（GB3838- 2002），

经处理后的水质

仍 是 劣Ⅴ类 ，

还是实实在

在 的 污

水。”张

春 园

说，如果不提高污水处理标准，污水到水资源的转化就难

以实现，污水资源化的价值也无法体现。

优化水资源配置——

万亿元级市场将开启

“标准之痛”也一直困扰着文剑平。近年来，碧水源公司

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拥有 600 余项专利技术，每

年为国家新增高品质再生水逾 70 亿吨。即便成绩有目共

睹，但文剑平却总有一种“浑身本事施展不出来”的感觉。

“没有评判的依据，就很难去给再生水定价，更谈不上什

么市场了。希望相关细则能尽快出台，让污水资源化利用有

明确的等级标准、技术规范和价格指导。”文剑平说。这不仅

仅是文剑平和碧水源的期待，三达膜公司、金科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津膜科技公司等诸多水处理企业也纷纷摩拳擦

掌，希望从污水资源化利用的“蓝海”里掘金。

在赵勇看来，污水资源化将催生一个万亿元级的

新产业，产业链的上游涉及污水处理利用科研、规

划设计等，中游涉及污水处理利用产品的设备制

造、工程建设，下游涉及污水设施的服务外

包、委托运营等。同时，污水资源化具有鲜明

的公益性特征，国家一方面要在融资、财政

补贴等方面予以扶持，另一方面要建立合

理的水价机制。

“破解水资源短缺矛盾需要节流开

源并举，一方面要坚持‘节水优先’的

治水方针，持续推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另一方面要把再生水纳入水

资源统一开发管理，推动水资

源优化配置。”中国城镇供水

排水协会会长章林伟表

示，要在坚持公用事业

属性的基础上，通过

引入市场竞争机

制，不断提高污

水资源化利用

水平。

污水变污水变““清流清流”” 需需迈几道坎迈几道坎
本报记者 顾 阳

与开发新的水资源相比，污水资源化利用具有不影响生

态环境、不争水、不筑坝、就地利用、成本低等优点。随着人口

增长及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污水排放量仍会持续增加，污水

资源化利用潜力巨大，将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水源。

实施污水资源化利用需要高站位、高标准、高效率持续

推进。

要多部门协同推进实施。污水资源化利用涉及多部门，

需要加强协调，构建完善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支撑体系，分步落

实、强化监管。

要政府和市场相结合推动。污水资源化具有鲜明的公益

性特征，国家应在项目融资、收费制度、财政补贴等方面予以

扶持，同时建立合理的水价机制，发挥水价的杠杆作用。

要实施差异化处理与利用。污水来源不同、利用对象不

同，需要根据差异性用户需求分类提升污水处理标准，分类制

定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城市绿化、水体景观、生活杂用等不同

用途的水质控制标准与实施办法，分级分类进行污水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

要重视科技创新。要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建立与不

同回收利用目标和不同区域特点相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

可负担的多层次污水资源化技术供给体系，完善针对各类目

标的水质标准、技术工艺标准、建设与

施工标准等标准体系。

（作者系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
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破坏是目前制约我国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之一。污水资

源化利用是破解上述问题的有效措施和多赢途径，是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要求。

污水资源化利用包括再生水利用、资源回收利用和能源

转化利用，需要整体研究、统筹规划、协同推进。再生水利用

应坚持“节水优先、统筹推进”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等基本

原则。

再生水利用是节水工作的重要内容，应将再生水纳入水

资源统一配置，形成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和激励政策，统筹

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与饮用水系统按统一水质供水不同，

再生水利用应坚持依质定用、依用定质、按需定供、按质管

控。不同地区应根据各自的水资源状况、水环境禀赋、发展需

求和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科学、精准确定重点领域、利用途

径和利用模式。

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要加快推动城镇污水生态环

境利用，积极推动污废水工业循环利用，在强化科技支撑的同

时不断完善标准体系。生态补水是水环境治理的关键措施之

一。再生水就近可得，是当前最现实的补水水源，应重点推

进。与此同时，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可实现水资源、水环境和

水生态“三水共治”，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值得大力

推广。 （作者系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

以《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简

称《指导意见》）发布为标志，我国污水资源化利用上

升为国家战略。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目标是什

么？未来该从哪些地方发力？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

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记者：未来我国污水资源化利用的具体目标是

什么？

答：《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国污水

收集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

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

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

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尾水资

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

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 2035 年，形成系统、安全、

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

为完成目标任务，要坚持“节水优先、统筹推进，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科技引

领、试点示范”等基本原则。

记者：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主要涵盖哪些领域？

答：污水资源化利用主要在城镇、工业和农业农

村等领域系统开展，以缺水地区和水环境敏感区域

为重点，以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为突破口，以工

业利用和生态补水为主要途径，全面推动我国污水

资源化利用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推进城镇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丰水地

区实施差别化分区提标改造和精准治污；缺水地区

特别是水质型缺水地区优先将达标排放水转化为可

利用的水资源就近回补自然水体，推进区域污水资

源化循环利用；资源型缺水地区以需定供、分质用

水，推广再生水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和生态补偿

利用。

要积极推动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完善工业企

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开

展工业废水再生利用水质监测评价和用水管理。

要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积极探

索符合农村实际、低成本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

和模式，推广工程和生态相结合的模块化工艺技术，

推动农村生活污水就近就地资源化利用。

记者：如何建立健全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体

制机制？

答：污水资源化利用具有较强公益性，既需要市

场积极参与，也需要政府规范引导。

一是健全法律标准。推进制定节约用水条例，

将再生水纳入城市供水体系，推动制定修订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

二是构建政策体系。制定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

试点、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工业废水循环

利用、国家高新区工业废水近零排放科技创新试点

等实施方案，形成污水资源化利用“1+N”政策体

系。研究制定“十四五”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规划。研究污水资源化利用统计方法与制度。

完善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中非常规水源利用指标考核

相关规定。完善取水许可管理制度。

三是健全价格机制。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放

开再生水政府定价。

四是完善财政资金政策。加大中央财政资金对

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投入力度，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用于符合条件的污水资源化利用建设项目，鼓励

地方设计多元化的财政性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五是强化科技支撑。部署相关重点专项开展污

水资源化科技创新。引导组建污水资源化利用创新

战略联盟。

分级分类资源化利用
赵 勇

科学合理定价再生水
胡洪营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将达 25%以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谈污水资源化利用

本报记者 熊 丽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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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县蠡山漾的美丽景色清县蠡山漾的美丽景色。。德德

清县通过清淤清障清县通过清淤清障、、水系沟通和水水系沟通和水

文化保护等措施文化保护等措施，，将蠡山漾变为一将蠡山漾变为一

条河畅条河畅、、水清水清、、岸绿岸绿、、景美的景美的““幸福幸福

河河””。。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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