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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执法检查中存在问题

杨梅 李红刚 袁洁 郑子杰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北京，100045；

摘要：通过对北京市节水法律法规现状和北京市节水取得成效的分析，探讨了《北京市节水条例》实施后节水

执法检查中存在用水主体节水意识不强、节水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非居民用水户浪费水，洗车房中的循环用

水设施未完全启用，景观用水不合规，调查取证难 6 个方面的问题。结合问题提出了加大宣传与培训力度，严

抓反面典型、加强正面引导，严格实施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加强执法水平，依法促改等提高节水

执法效率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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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是中国 111 个特贫水

城市之一。全市多年年人均水资源量在100立方米左右，

南水北调水进京后，年人均水资源量提高到 150 立方米

左右，但仍远低于联合国认定的年人均水资源量 500 立

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北京地处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性

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为 585 毫米，年均形成水资

源量37.4 亿立方米。水资源紧缺是北京的基本市情和

水情，节水始终是解决首都水资源问题的根本路径。

目前，我国水法及相关法律中有关节水条款少、针

对性不强，难以为节水实践提供有力保障。国家层面的

政策、规范性文件因其规范性不足，难以作为节水的适

用依据；而各地的节水地方立法也因专门的上位法欠缺

呈现出宣示性条款过多、强制性条款不足的缺陷。加强

专门的节水立法，是统一和规范节水行为的现实需要；

是解决节水体制中权力有效配置的需要；是节水治理体

系建设的需要；也是发挥法律保障节水独特优势的需要
[1]
。在新的形势下，总结北京市节水执法现状，分析存

在的问题，研究如何做好依法管水治水，推动节水法制

化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

1 北京市节水执法现状与成效

1.1 节水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

北京市节水工作的开展由来已久，节水立法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订实

施后，2004 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办法》，2005 年市政府配套出台了《北京

市节约用水办法》（以下简称《节水办法》），2012

年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 2012 年 7月 1日起施行。《节

水办法》从用水管理、保障措施、监督检查、法律责任

四个方面加强节约用水管理，先后又出台了《关于全面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北京市节水行动实施

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推进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

建设节水型社会。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总书记节水重要讲话精神，积

极应对水资源紧缺，有必要制定本市节水管理方面的地

方性法规。2023年 3 月 1日《北京市节水条例》颁布实

施。《条例》的出台，是北京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紧扣超大城市水情，着力完善具有首都特色的节水法律

制度的重要举措。《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取水、

供水、用水、排水及非常规水源利用全过程节水及其监

督管理活动。条例充分总结本市先进经验，根据实际情

况针对性地作出规范，为推进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

了法治保障。

1.2 北京市节水取得的成效

通过持续加强重点领域节水检查监督与执法，依法

促改，并加强横向联合，实施科技节水，我市重点行业

节水成效显著。农业用水效率显著提升。推行“细定地、

严管井、上设施、增农艺、统收费、节有奖”综合节水

模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751，处于全国领

先水平。工业用水持续负增长。深化推进“疏解整治促

提升”专项行动，落实《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

目录》（简称《目录》），涉及的高耗水项目零审批，

《目录》实施以来，全市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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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累计近 2.4 万件。持续推进一般制造业企业动态调整

退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2021年度，调整退出一般制

造企业 45家。生活节水管理不断加强。重点开展管网

水管理及节水措施落实、生活用水节水宣传等工作，推

进换装居民家庭及公共场所高效节水器具 100 万套，全

市高校公共洗浴等场所全部开展IC 卡计量收费。环卫

绿化节水措施持续完善。利用制度和管理办法倒退节水

设备和措施落实到位，推动再生水管线、集雨设施建设，

加大绿地及道路浇洒非常规水使用力度，2021 年，全市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累计利用再生水2.2万立方

米。五是施工现场节水管理逐渐加强。开展施工降水专

项整治，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并建立施工降水排水许可

制度。

2 节水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水务执法包括节水、排水、水保、水环境、

质量、安全、招投标等 14类，涉及 419 项职权清单。

水行政执法主要包括水行政检查与监督、水行政许可与

水行政审批、水行政处罚、水行政强制执行等 4个方面。

其中节水执法检查还存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2.1 用水主体节水意识不强，节水管理制度落实不

到位

用水主体对水情认识还不到位,节水意识有待进一

步提高。各用水单位均能够建立基本的节水管理制度，

但节水制度执行与落实参差不齐，主要是管理人员履职

不到位，制度的任务指标分解不够详细、责任不清、可

操作性不强，导致制度落实难度大。还有就是执法检查

监督作用发挥不到位、强制力不够，进而导致节水动力

不足。

2.2 非居民用水户浪费水严重

2023 年 3月 1日《北京市节水条例》实施以来，北

京市水务综合执法总队加大了节水执法检查力度，发现

非居民用水户存在跑冒滴漏，未保障节水设施正常运行，

造成浪费用水比较严重，有的水龙头关不紧、有的水龙

头没有起泡器（限流阀）、餐饮等行业后厨解冻食品存

在长流水现象等。

2.3 洗车房中的循环用水设施未完全启用

洗车行业发展迅猛，洗车企业几乎遍布城区各个角

落。但部分洗车企业节水意识淡薄，缺乏有效的节水措

施和设备，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以北京市区门头沟区

为例，通过北京市水务综合执法总队门头沟分队的集中

检查，发现部分洗车房存在循环用水设施不能正常使用

或未按照规定向水务部门报送已建成循环用水设施的

登记表。

2.4 景观用水不合规

一些单位和小区的景观用水没有使用再生水，而是

使用自来水或地下水，属于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节

水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园林绿化部门应当选择节水耐

旱植物品种，优先使用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逐

步减少使用地下水、自来水。

2.5 调查取证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执法

程序已经有了比较严密的规定，切实起到了维护公民合

法权利的目的，同时，执法过程中也存在着取证难的问

题，束缚着行政执法机关正常的行政执法。在水行政执

法过程中，在查处违法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一些违法当

事人或避而不见或不予理睬，有的态度蛮横阻碍执行公

务，有的不予配合给调查取证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当水

行政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取证时，有时会碰到当事人带有

抵触情绪，不配合调查取证。虽然法律比较详细地规定

了取证措施，也规定了相对人、证人的配合义务，但并

未规定不尽义务之惩戒措施，无效强制措施的保障，束

缚着行政执法机关正常的行政执法
[3]
。

3 提高节水执法效率的策略

3.1 加大节水宣传力度与人员培训

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宣传周等特殊

意义时期，采取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进机关、部队、

企业、学校、社区、村庄、家庭开展节水条例宣介活动，

并依托北京市水务综合执法总队与北京电视台知名节

目“法治进行时”建立合作机制，在电视、抖音等平台

介绍节水执法成效及节水知识；利用市水务局“水润京

华”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小兵说法”“曝光台”专栏

开展以《北京市节水条例》为主的法律法规宣传，边执

法边普法，多方位多渠道开展节水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
[4,5]

。

同时，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公共场所管理者、学校、

新闻媒体等节水宣传责任，鼓励和支持供水单位、非居

民用水户、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农

村管水组织、城镇供水协会、排水协会等组织开展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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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教育和培训等活动，健全节水社会化服务体系。加

强对用水单位管理及技术人员的节水法律法规的解读

与培训，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打破“重节水技术、

轻节水管理”的局面，多措并举，引导全社会形成节水

良好风尚。

3.2 严抓反面典型，加强正面引导

建立节水信用管理制度，依法将对单位和个人的行

政处罚信息等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对严重浪费

用水或违法用水的社会单位，将从严处罚并进行曝光，

下大力气抓反面典型，释放出严加惩处的强烈信号，例

如按照《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提供洗车服务的用

水户未建设、使用循环用水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再

生水的，由水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

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同时，对在

节水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也将按照国家

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3.3 严格实施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近年来，一些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出台了非居民用

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非居民用水

占全国城镇供水总量的比例约 50%，提高非居民用户节

水意识，引导非居民用户，特别是高耗水行业和用水大

户节水，严格实施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根

据实际情况加大加价标准，充分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

有利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

对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水减排，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3.4 提高素质，加强执法水平

做好节水条例培训，将《北京市节水条例》作为各

级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并对水务执法人员开展培训考

核。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经常化、制度化，建立定期

执法培训制度
[4]
，保障《条例》及配套政策措施发挥最

大节水治理效能。

3.5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促改

针对建筑工程、特殊行业、用水大户、园林绿化及

景观等重点行业加密巡查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执

法总队采取了“横向协同+纵向联动”形式，对全市洗

车、高档洗浴以及重点监控用水单位，按照不低于 20%

的比例进行抽查，结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全

时段、全方位整顿高耗水行业浪费水资源行为。在“横

向”上与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消防等公共用水设施管

理部门和取供用排环节的管理部门强化管执协同；在

“纵向”上与市、区、镇街三级执法队伍分工联动，加

强全市执法监督和指导工作。

按照“总量控制、以量计征”的原则，通过监督检

查与执法，积极推进应用科技监管手段，督促以水为原

料的生产企业、人造滑雪场、高尔夫球场、洗车房、洗

浴场所等高耗水单位以及年用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用

水户安装用水数据远程传输设备，确保用水总量控制严

格、计量收费科学准确。重视园林绿化事业节水管理，

加强绿地林地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设施建

设。通过执法检查，依法促改，确保重点行业科学用水、

依法用水。

4 结语

为推动《北京市节水条例》实施，北京市出台了相

关配套文件，加快健全节水工作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市区两级节水专门机构的作用，建立市、区两

级节水联席会议制度和节水工作联动机制，加强节水工

作的协调联动，推动各项措施尽快落实，将为节水执法

工作的的保驾护航。节水执法作为水行政执法的一部分，

其执法效能的提升对首都水务执法的高质量发展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春业.我国节水立法的不足与完善路径[J].深圳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05):87-94.

[2]赵志刚.基于法规约束的北京节水成效及政策建议

[J].中国水利,2019,3(03):13-14.

[3]于淑坤.浅析当前水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J].水利发展研究,2010,4(1):3.

[4]刘雪.北京市水行政执法队伍改革和执法经验借鉴

[J].水利发展研究,2023,23(4):53-57.

[5]王天淇.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市民义务[J].北京日报,

2023,2(2):02.

作者简介：杨梅，（1975—）女，汉族，13581909796，

北京市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硕士，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主要从事水务执法工作，代表性论文《北

京市建筑中水运行现状及管理策略》、《北京市（高

校用水变化趋势及用水需求分析））》等。


	节水执法检查中存在问题杨梅  李红刚  袁洁  郑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