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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重点专项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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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环境保护部、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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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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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部署 3个指南方向，国拨经费总概算约 1.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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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不超过 10家。

本专项 2019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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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套以上高新区废水零排放技术方案、标准

体系及政策体系，建立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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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运行成本小于

6元/吨废水，净化水回用率大于 90%，高新区内典型产业的废水

污染物排放量降低至国家规定中该工业污染物最高排放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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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下。

有关说明：由上海市科委、江苏省科技厅、浙江省科技厅、

安徽省科技厅组织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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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低于 2:1。

拟支持项目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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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关键技术；

研发适合汾河沿线区域城市污水、工业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净化

回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技术；系统集成生态环境用水和海绵城市渗

蓄水等水资源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建立适用于资源型城市

水资源协同调控的技术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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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适用于北方资源型城市节水和水资源

高效利用的关键技术 5项以上；构建海绵城市智慧管控技术平台

1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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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域城市污水 1万吨/日以上、工业废水 5万吨/日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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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自由实施，形成资源型城市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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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节水回用可复制可推广模式。

有关说明：由山西省科技厅组织推荐。

3. 水资源智能调度与精细化管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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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利部分别会同北京市科委、浙江省科技厅推

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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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支持项目数：北京市、浙江省各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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