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 5 部门

关于转发省工信厅等 6 部门《关于组织实施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的通知》的通知

威工信发〔2022〕7 号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综保区、南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改革、科学技术、

生态环境、城市污水处理、水务主管部门：

近日，省工信厅等 6部门下发了《关于组织实施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的通知》

（鲁工信绿发〔2022〕44 号），提出了全省工业节水工作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现将《通知》转发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抓好落实。

一、高度重视，积极部署。工业用水是全社会节约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推动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减少工业生产用水

量，提高水重复利用率，对于减少工业生产过程的水耗、能耗和碳排放，促进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

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工作，精准把握省通知具体内容，结合当

地实际，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支持力度，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二、突出重点，抓好落实。各部门要紧盯目标责任，推动造纸、纺织、食品

等重点行业废水循环利用，提升工业园区废水循环利用，形成工业废水循环利用

新格局，全面提升工业节水、节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潜能，助力工业企业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全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规模以上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用水指标均控制在省定目标内。

三、注重技改，强化效能。加快落实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工艺、技术和装备改

造，深入挖掘企业节水潜力，加大节水装备技术科技攻关力度，提升工业废水循

环利用技术改造和先进节水技术装备利用水平，形成面向重点行业的通用关键工

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装备体系。要推进节水评价及诊断，并适时登录工信部网站

“水资源节约”专栏对标《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2021 年)》



供需对接指南》相关行业典型案例，查询适合本行业企业的先进装备技术，开展

节水技术改造，不断提高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

威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科学技术局

威海市生态环境局

威海市水务局

2022 年 4月 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 6部门关于组织实施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的通知

鲁工信绿发〔2022〕44 号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局、生态环境局、住房城乡建设（城管）

局、水利（水务）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等 6部委《关于印发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工

信部联节〔2021〕213 号）要求，推进我省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提升工业水资

源集约节约水平，促进工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山东

重要指示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

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以主要用水行业为重点，以试点示范为引

领，以先进节水技术及装备推广应用为抓手，坚持部门联动，统筹推进工业废水



循环利用，加快提升工业企业节水能力，全面提高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工

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二）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底，全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 年下

降 10%，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3%以上。工业再生水利用比例持

续提高，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纺织、食品、药品等行业规模以上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进一步提升，基本形成主要用水行业废水高效循环利用的新

格局。

二、重点任务

（一）健全完善水资源利用约束制度。贯彻“四水四定”原则，坚持节水优

先，高标准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深入落实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强

取用水管理，严格落实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节水评价等制度。在开展建设

项目水资源论证时，对具备废水循环利用条件的企业，严格落实节水评价和非

常规水利用相关要求。

（二）推进重点行业废水循环利用。聚焦废水排放量大、改造条件相对成熟、

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石化化工、钢铁、有色、造纸、纺织、食品等行业，综合施

策，分行业推进废水循环利用。推动高耗水企业节水技术改造升级，推进生产废

水分流回用、废水处理分质回用或废水深度处理利用，不断提升用水重复利用率。

石化化工行业。推进炼油和石油化工企业含油废水、含硫废水、含碱废水、

含酸废水以及其他化合物废水处理回用，加强油轮用水、油罐车清洗水、分馆塔

塔顶回流罐切水、蒸汽冷凝水、锅炉排污水、机泵冷却水、循环冷却系统排污水

等处理回用，采取分离法、气浮法、凝聚法、生化法、吸附法、膜分离法等加强

分级处理、分质利用。推进日用化工、精细化工、染料化工、农药化工等产品生

产废水循环利用，根据不同废水特点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利用。加强酸性水脱硫

处理回用，加强化水系统设置浓水反渗透、超滤浓水、反冲洗水回用，采取电吸

附除盐技术，推进高盐废水处理回用。推广应用电化学循环水处理、高浓度有机

废水处理回用、水管网漏损检测、智慧用水管控系统等废水循环利用先进装备技

术工艺，降低废水排放量。



钢铁行业。推进烧结废水、焦化废水、炼铁废水、炼钢废水、轧钢废水、酸

洗废水等循环利用，加强直接冷却水、间接冷却水、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建设，针

对不同工序废水水质特点，进行分散处理和集中处理。推进工序内部净环水与浊

环水的串级利用和新水串级利用，加强预处理、混凝沉淀处理、气浮处理、重金

属离子处理、生物处理，采用超滤、反渗透全膜法处理，实现产品水分质外供和

梯级利用。推广应用高效循环用水处理、生产工艺干法半干法冷却或洗涤、高浓

度有机废水回用、高盐废水减量、智慧用水等废水循环利用先进装备技术工艺。

有色金属行业。根据废水污染程度实施清浊分流循环回用、废水处理生产回

用、废水深度处理利用。采用中和法、生物法、硫化法、铁盐除手中法、吸附法、

膜分离等技术，加强有色金属废水药剂氧化法处理，推进冶炼废水循环利用。推

广应用有色冶炼重金属废水深度处理与回用、高盐废水资源化处理等废水循环利

用先进装备技术工艺，完善串联用水和废水分级分质回用的网络化、智能化调配

系统建设。

纺织行业。加强染整废水、化纤生产废水、洗毛废水和芝麻及丝绢脱胶废水

循环利用，加强退浆、煮练、漂白、丝光、染色、整理等工艺废水处理回用，加

强水刺工艺用水处理和循环使用。推进清浊分流生产回用和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采用臭氧化法、磁分离技术、滤布滤池过滤技术、膜处理技术等进行深度处理。

大力推广洗涤水梯级利用、化纤长丝织造废水高效利用、喷水织造废水处理回用

技术、印染废水膜法深度处理等废水循环利用先进装备技术工艺。

造纸行业。加强生产过程制浆废液、纸浆洗选漂水、纸机白水的循环利用。

推进黑液碱回收工艺流程，推广机内白水回收处理后用于碎浆工序、配浆工序和

湿部工序，采用“多介质过滤＋超滤＋反渗透”工艺，反渗透出水代替新鲜水回

用生产。加强造纸干燥系统尾气排放的水蒸气、冷却塔排水、蒸汽冷凝水回收利

用。推广备料废水循环回用、低卡伯值蒸煮、多段逆流洗涤封闭筛选、氧脱木素、

无元素氯或全无氯漂白、纸机用水封闭循环利用技术，推广高效沉淀过滤白水回

收、漂白洗浆滤液逆流使用、高压喷淋等装备技术工艺。



食品行业。加强肉类、水产品、农副产品等加工企业加工排水、原料设备洗

涤水、地面冲洗水、热力冷凝水、冷却系统排水等环节废水处理回用。加强酿造

行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清浊分流利用和废水处理利用，推进酿造废水厌氧消化

处理及生物脱氮除磷处理，采用膜生物反应器、膜分离等技术对废水进行深度处

理回用。推动高浓度有机废水、高盐废水、发酵高浓废水等处理后用于锅炉用水

或环境清洁绿化等，推进洗瓶水、发酵产物黄水、蒸馆锅底水、酿酒冷却水、配

酒电渗析处理水利用。

主要行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目标

序号 行业
2020年规上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

2025年规上工业用水重

复利用率

1 全省 92% 93%

2 钢铁 97% 98%

3 石化化工 93% 94%

4 有色金属 97% 98%

5 造纸 88% 92%

6 纺织 31% 41%

7 食品 57% 62%

（三）推进工业园区废水循环利用。加强工业园区各类企业排放水水质分析

研究，针对性制定废水处理方案，采用厌氧水解酸化、好氧生物处理、脱氮脱磷、

混凝沉淀、过滤、活性炭吸附、膜处理等技术，保证废水达到回用标准，实现多

途径多层次废水处理回用。鼓励工业集聚区统一规划污水处理配套建设，统一规

划给水管网和中水管网，实现废水统一处理循环利用。坚持将再生水作为工业园

区生产用水的重要水源，推动园区和企业加强内部用水管理，建立健全节约用水

管理制度，完善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园区内企业问用水系统集成优化，

实现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梯级利用。新建园区应统筹供排水及循环

利用设施建设，实现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和分级回用。组织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废水近零排放试点，创建一批生态工业园区和绿色工业园区。



（四）加强关键核心装备技术科技攻关。根据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

划目标任务，加强污废水资源化与安全利用等领域研发布局。通过省科技计划实

施，整合“产学研金服用”资源要素，推动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协同创新，支

持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高耗水行业节水工艺、智慧型高效节水产品等先进技术

及设备研发，实现一批节约用水、水污染防治、废水深度处理利用关键技术突破。

选择有代表性的园区开展技术综合集成与示范，研发集成低成本、高性能工业废

水循环利用装备技术工艺，打造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工程与服务、管理、政

策等协同发力 的示范样板。

（五）加快推进先进适用装备技术应用。健全节水技术转化推广机制，选择

已有的技术成熟、治理效率高、技术经济性能好的应用技术，加大推广力度。大

力推广高效冷却、洗涤、循环用水、废污水再生利用、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

水工艺和技术， 加快培育和发展高质量节水产品市场，促进节水技术产业化应

用。积极搭建平台，组织行业协会及服务机构加强《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

技术和装备目录（ 2021 年）》以及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推广应用，制定技术

推广应用方案，推广一批先进适用的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及装备产品。

（六）打造废水循环利用节水标杆。推进节水标杆企业和园区创建工作，完

善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加强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管理、评价等标准制（修）

订，引导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对标改造。在重点行业开展水效“领跑者”引

领行动，选一批废水循环利用效果明显、水效指标先进的企业，引导企业对标达

标，推动废水循环利用，提高用水效率。鼓励各高新区探索建设低排水工业园区，

创建节水标杆园区。

（七）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区域污水资源化利用， 加强污水收集

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持续提高污水收集效能。 全面加强城镇污水和再生水

管网改造和配套建设，完善区域再生水资源调配、输送及循环利用工程。落实节

水“三同时”要求，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节水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园区新建项目，结合园区综合管廊建设，按照雨污

分流、“一企一管”标准建设独立的输污管道，对于已建成汇水企业，加大废



水预处理设施的改造提升。推动有条件的工业企业、园区与市政再生水生产运营

单位合作，完善再生水管网，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回用于生产过程，提高再生

水利用比例，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产城融合废水高效循环利用新模式。

（八）培育发展废水循环利用专业服务力量。鼓励建立专业化节水服务企业，

培育发展第三方节水服务机构，打通节水服务产业链，探索建立规范的节水服务

市场。鼓励引导重点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组建工业废水循环利用产业联

盟，通过合同节水管理、委托运行等模式，为 重点用水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提供

信息咨询、技术改造、设施建设、运营及维护等综合服务，系统 提升企业废水

循环利用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园区引进“环保管家”服务，提供定制化、全产

业链的第三方环保服务，实现园区污水精细化、专业化管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节水项目建设和运营，加强商业和运营模式创新，培育一批技术水平高、

带动能力强的专业性节水服务企业。

（九）提高污水排放监管水平。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加强供用水管理系统建设，建立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智慧管理平台，

形成感知、监测、预警、应急等能力，提升废水循环利用的数字化管理、网络化

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强化园区环境风险防范，督导企业严格落实自行监测

制度，推进园区纳管企业废水“一企一管、明管输送、实时监控，统一调度”，

实现对污水处理智能监控和环境事件的实时预警。加强对排污单位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监督检查，提升园 区污水集中治理监管能力。强化节水监督检查，严厉查

处违法取用水行 为。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协调。充分发挥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强化相关部门

职能，压实部门责任，按照职能分工抓好重点任务落实。各地要落实主体责任，

鼓励和支持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结合实际确定本地区推进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具体

实施措施。相关科研机构、行业协会、服务机构等要充分发挥作用，为推进工业

废水循环利用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政策支撑，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利用各级各领域

专项资金、基金、绿色信贷等相关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废水处理建设投入，

支持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相关项目。对节水效果显著的新建项目和技改项目要积极

跟踪储备，鼓励各地建立多元化财政资金投入保障机制，鼓励金融机构为工业节

水企业、产业园区提供便捷、优惠的担保服务和信贷支持，优化完善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落实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

（三）强化指导服务。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搭

建平台，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标准对接和技术交流，推动产业合作。鼓励优势企

业带头组织研究实施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系统解决方案，带动推广一批。各级有关

部门和行业协会飞科研院所、新闻媒体、产业联盟等机构，要利用各类平台和活

动，加强宣传推广标杆单位的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推动企业实施节水技术改造，

不断提高废水循环利用水平。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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