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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推进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规范化建设，

切实提高用水统计调查管理水平和能力，根据《用水统计调

查制度（试行）》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统一、完整和规范的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

（以下简称名录库），摸清各类取用水单位（或个人）及其

取用水基本情况，形成“统一标准、一库在线、分级维护、

及时更新、共建共享”的名录库维护管理平台，为用水统计

调查、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水资源管理等提供基础支撑。 

二、工作范围 

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

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利用取水

工程或者设施直接取用地表水源、地下水源、以及其他水源

（雨水利用、海水淡化、再生水等）的取用水单位（或个人）。

具体范围为： 

1.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 万亩及以上的大中型灌区；设

计灌溉面积 1万亩以下的小型灌区选取典型样本灌区。 

2.重点公共供水企业。城镇供水所有公共供水企业，日

供水量 1000 立方米及以上（或供水人口 10000 人及以上）

的乡村供水企业，以及供应原水的各类供水企业（包括向工

业园区、企业供水的供水企业）。 

3.自备水源工业企业。拥有自备水源（非公共供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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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设施的全部工业企业。 

4.自备水源服务业单位。拥有自备水源（非公共供水管

网）取水设施的全部服务业企事业单位。 

5.人工河湖补水工程。以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为目的，

对河流、湖泊、沼泽及湿地实施补水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 

其中，全部用水均从公共供水管网取水的工业企业及服

务业企事业单位，以及日供水量 1000 立方米以下且供水人

口 10000 人以下的乡村供水企业可不纳入名录库，各地可根

据用水统计工作需要，在确保用水量不重复统计的前提下，

自行决定是否纳入。 

三、工作原则 

（一）全面性。大中型灌区、重点公共供水户、自备水

源工业取用水户、自备水源服务业取用水户、人工河湖补水

工程应全部纳入统计调查名录库。 

（二）真实性。名录库中的统计调查对象应是真实存在

的，剔除重组、合并、破产、倒闭等已不存在的单位，基本

信息应真实准确可靠。 

（三）代表性。对于设计灌溉面积小于 1 万亩的小型灌

区，应综合考虑灌区的灌溉面积、水源类型、取水方式、作

物类型、节水灌溉面积等因素选择样点灌区，并在行政区和

水资源分区的同类型灌区中具有代表性。 

（四）在地性。名录库中的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应按其生

产经营所在地确定。如同一法人同时拥有多个产业活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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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产业活动单位按在地原则分别列入当地的统计调查名

录库中。 

（五）规范性。按照统一建设标准、统一工作流程、统

一软件平台，进行名录库的建设、维护、使用与管理。 

（六）兼容性。名录库的建设应与水利及其他部门已有

的统计信息平台对接与共享，提高用水统计的兼容性。 

四、主要任务 

（一）收集基本单位信息。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取用水单位（或个人）取水活动“在地管理”原则，充分

利用取水许可台账（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库）、水资源费改税

税源登记、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灌区单位名录、取水工程

（设施）核查登记、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等已有成果，结合

统计系统基本单位名录库等，收集本行政区域内的用水统计

调查各类取用水单位（或个人）的基本信息。 

（二）建立基本单位名录库。各流域管理机构、地方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管理权限，对各类取用水单位（或个

人）基本信息、生产状况、取水状况等进行比对、复核，通

过全国用水统计直报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直报系统”）逐

级上报、审核，经水利部审核通过后，构建覆盖农业、工业、

生活、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四类取用水户的基本单位名录库。 

（三）加强名录库管理维护。各流域管理机构、地方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的

日常更新和维护，及时收集整理核实新增、变更、注销、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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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含迁出）取用水户情况，定期通过直报系统上报变化情

况。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用水统计基本

单位名录库管理制度，在名录库信息收集、信息审核、使用

管理、维护更新等以及保密管理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切实发

挥名录库在用水统计调查中的基础作用。 

五、工作步骤与要求 

（一）工作步骤 

名录库建设主要采取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的方式进行。 

1.对已经纳入取水许可管理范围的取用水户，由各流域

管理机构、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取水许可台账（取

水许可电子证照库），按照谁发证、谁审核的原则，收集、

整理、审核直管的取用水户信息，形成用水统计基本单位初

始名录，并录入直报系统。 

2.对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范围但尚未取得取水许可证

的取用水户，在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初始名录基础上，按

照在地原则，由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资源税纳税

人名录、取水工程（设施）核查登记成果、统计部门基本单

位名录库、工商登记注册企业名录等，补充有关信息，以县

级行政区为单元建立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并通过直

报系统逐级上报审核。 

3.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名录汇总、审核，全面检查

上报的取用水单位是否满足名录库建设要求，表内信息是否

完整、规范、真实，剔除重复发证的取用水户，完善名录库，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536696&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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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后，通过直报管理系统上报水利部，并同时报送加

盖公章的纸质材料。 

4.水利部对各省区上报的名录汇总审定后，形成全国用

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 

5.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取水许可管理和取

用水监督检查等工作，对名录库的变化情况及时进行更新维

护，经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后上报水利部。流域管理机

构负责对其管理的取用水户名录信息进行更新维护，交由取

用水户所在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入库。对年内新增的取用水

户，要按照相关要求填报季度或年度用水量数据。 

（二）具体要求 

1.关于灌区名录 

（1）大中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 万亩及以上的大中型

灌区均应纳入名录库。水利部负责下发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

大中型灌区名录及其基本信息；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灌区现状情况对灌区名录和基本信息进行复核、增补，并将

经复核修改后的结果上报水利部，形成大中型灌区名录库。 

（2）典型小型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1 万亩以下的小型灌

区采用选取典型灌区确定小型灌区名录，县域典型小型灌区

的选取和布局，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指导开展。 

①结合已开展的用水总量统计工作，获取设计灌溉面积

1 万亩以下的灌区名录； 

②结合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工作，获取农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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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设计灌溉面积 1 万亩以下的测算样点灌区名录； 

③分析整理两项工作涉及的所有灌溉面积 1万亩以下的

灌区，剔除重复的灌区后，再与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小型灌

区名录进行比对和分析，确定典型小型灌区初步名录； 

④按农业灌溉分区对典型小型灌区名录进行划分，综合

考虑农业灌溉面积、水源类型、取水方式、作物类型、节水

灌溉面积等因素，分析典型灌区的代表性，不满足要求的应

作出调整。原则上，每个建有小型灌区的县级行政区，均应

选取在行政区和水资源分区的同类型灌区中具有代表性的

典型小型灌区，综合确定典型小型灌区名录。 

综合以上工作成果，形成灌区名录库，填报附表 1。 

2.关于重点公共供水企业名录 

（1）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夏、陕西等 10 个试点省份直

接从税改系统获取纳税人名录清单，根据行业类别选取公共

供水企业（包括具有公共供水性质的自来水公司、原水公司、

工业园区供水企业等）纳入公共供水户名录，填报附表 2。 

（2）未实行水资源税改革的省区。利用取水许可台账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库），选择取水用途为公共供水的企业，

包括自来水公司、原水公司、工业园区供水企业等具有公共

供水属性的取水户，对于存在供、受水关系的、嵌套发证的

情况，应剔除重复项。 

其中，从统计、税务、工商部门提供的信息或取用水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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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等渠道获取企业名录，尚未纳入取水许可管理范围的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通过实际调查获取名录信息。日供水

量 1000 吨及以上或供水人口 10000 人及以上的农村饮水工

程，可从水行政主管部门农水管理机构获取名录信息。综合

以上工作成果，形成公共供水企业名录，填报附表 2。 

3.关于自备水源工业企业名录 

（1）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夏、陕西等 10 个试点省份直

接从税改系统获取纳税人名录清单，根据行业类别选取工业

企业名录（不含水力发电等河道内取用水企业），填报附表

3。 

（2）未实行水资源税改革的省区。利用取水许可台账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库）中导出取用水户名录，选择取水用

途为工业用水的企业名录（不含水力发电等河道内取用水企

业）。对存在自备水源工业许可户与上游取水工程同时发证、

上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重复发证等情况，应剔除重复项。 

其中，对从统计、税务、工商部门提供的信息或取用水

监督检查等渠道获取企业名录，尚未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企

业，应进行实地调查或电话核实，纳入名录库。综合以上工

作成果，形成自备水源工业企业名录，并填报附表 3。 

4.关于自备水源服务业单位名录 

（1）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河南、山东、四川、宁夏、陕西等 10 个试点省份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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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从税改系统获取纳税人名录清单，根据行业类别选取服务

业的名录，并填报附表 4。 

（2）未实行水资源税改革的省区。利用取水许可台账

（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库），选择取水用途为服务业用水（生

活用水）的企事业单位名录，剔除存在重复发证的取水户，

作为初始名录。 

其中，对应纳入取水许可管理范围但未取得取水许可证

的学校、宾馆、机关、医院等用水量较大的取水户，通过实

地调查核实取水水源类型，仅保留直接从地表水源、地下水

源、或其他水源取水的企事业单位，纳入名录库。综合以上

工作成果，形成自备水源服务业企事业单位名录，并填报附

表 4。 

5.关于人工河湖补水工程名录 

人工河湖补水工程信息主要结合水利部门年度实施河

湖补水工作渠道获得。此外，有关单位应对本区域内近几年

的河湖补水情况进行调查，增补遗漏的补水河湖工程。综合

以上工作成果，建立河湖补水工程名录，并填报附表 5。 

六、进度安排 

2020 年 6月底前，建立全国统一的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

位名录库。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5 月 20 日前，各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名录库的收

集、复核及确认工作，并上报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6 月 10 日前，各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名录库的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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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确认工作，并上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6 月 20 日前，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完成名录库的复核及确认工作，并上报水利部； 

6 月 30 日前，形成全国统一的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

录库。 

七、组织实施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统一管理全国用水统计调查基本

单位名录库建设工作。 

水资源管理中心负责全国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

库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及日常维护管理。 

各流域管理机构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灌溉

排水发展中心、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按工作分工，负责全国

用水统计调查基本单位名录库有关业务指导。 

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的用水统计调

查基本单位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并做好管理维护。市、县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开展本辖区用水统计调查

基本单位调查、基础数据采集、审核和信息报送等工作。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组织。各有关单位要按照《用水统计调

查制度（试行）》和本工作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做好名录

库的建立工作，明确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加强对基层

名录库建设工作的指导，确保按期完成名录库建设任务。 

（二）严把成果质量。各有关单位要按照名录库建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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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认真组织做好有关数据信息填报，确保真实、可靠。省

级、地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数据审核把关。 

（三）保证工作进度。各有关单位要按工作进度安排，

完成名录库建设各阶段任务，提交工作成果，保证用水统计

调查制度顺利实施。 

（四）密切协作配合。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工作协同与配

合，及时解答基层工作面临的问题，加强技术指导，为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 

（五）遵守保密规定。名录库使用仅限于用水统计和水

资源管理工作，不得转给第三方使用。对在名录库工作中知

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依法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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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 1  灌区名录表 

序号 
灌区 

名称 

灌区 

代码 

行政 

区划 

名称 

行政

区划 

代码 

区县 

个数 
类型 

取水 

许可证 

编号 

许可 

取水量 

（万方） 

水源取水方式 水源类型 
灌区管

理单位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名称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编码 

所属农业 

灌溉分区 

设计 

灌溉面积 

（万亩） 

有效 

灌溉面积 

（万亩） 

直管类型 

联系人

及联系

方式 

1      
□大型 
□中型 
□典型小型 

  
□自流 
□提水 
□自流与提水 

□地表水源 
□地下水源 

□地表水源 
地下水源结合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2      

□大型 

□中型 
□典型小型 

  
□自流 

□提水 
□自流与提水 

□地表水源 
□地下水源 
□地表水源 
 地下水源结合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                   

注： 

1.灌区名称：按照灌区日常运行管理的现行名称填写。如没有灌区名称，以灌区水源工程名称作为灌区的名称，或以所在乡镇、村组名称作为灌区名称； 

2.灌区代码：名录库建立后，由水利部统一编码，可不填； 

3.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对于跨县不跨地市的灌区，填写灌区所在地级行政区的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对于跨地市的灌区，填写灌区所在省级行政区的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对

于其他灌区，填写灌区所在县级行政区的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 

4.区县个数：应填写灌区受益范围所跨县级行政区的数量； 

5.取水许可证编号：按照取水许可证上的编号填写；如办理多个取水许可证，按照实际发证数分别填写取水许可证编号。 

6.灌区管理单位：有管理单位的按管理单位名称填写，没有管理的单位填写乡镇水管站或村委会； 

7.所属水资源三级区名称和编码：按《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采用分区填写。对于跨水资源分区的灌区，可按照灌区大部分受益面积所在水资源分区填写； 

8.所属农业灌溉分区：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农业用水定额》划分的农业灌溉分区填写。对于没有划分农业灌溉分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不填写； 

9.设计灌溉面积：指灌区按规定的灌溉设计保证率设计的灌溉面积。按照灌区上级主管部门最新批准的规划设计文件数据填写。如无规划设计文件，可填写灌区最近 5年最大年

实际灌溉面积； 

10、有效灌溉面积：指在现有水源、工程等条件下能正常灌溉的面积总和。包括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和林地、园地、牧草地有效灌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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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共供水户名录表 

序号 
区县 

名称 

行政区划 

代码 
单位全称 

单位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类型 

取水许可

证编号 

许可取水量 

（万方）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名称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编码 

是否向区 

县外供水 
直管类型 

联系人

及联系

方式 

1       
□城镇 
□乡村 

    
□是 
□否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2       
□城镇 

□乡村 
    

□是 

□否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3       
□城镇 

□乡村 
    

□是 

□否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               

注： 

1.公共供水户单位全称：应填写产业活动单位公章名称。产业活动单位是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能够掌握收入

和支出等业务核算资料的单位，是法人单位的附属单位； 

2.单位地址：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地、州、盟）、县（区、市、旗）、乡 （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

号码； 

3.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领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4.利用自备水源向本单位的生产区和居民区供水的不作为公共供水户；对于市区或镇区供水同时供水管网延伸到农村的均作为城镇类型统计；乡村仅统计日供水量 1000吨及以上

（或供水人口 10000人及以上）的供水户； 

5.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取用水户，填写许可取水量；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取用水户填写近 3年最大的年取用水量； 

6.对于一户多证的情况，取水许可证编号应填写多个编号，许可取水量应为各个取水许可证许可水量之和； 

7.所属水资源三级区名称和编码：按《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采用的分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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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自备水源工业取用水户名录表 

序号 
区县 

名称 

行政区划 

代码 
单位全称 

单位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类型 

行业 

代码 

取水许可证 

编号 

许可取水量 

（万方）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名称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编码 
直管类型 

联系人

及联系

方式 

1       

□重点 

□非重点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2       

□重点 

□非重点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               

注： 

1.自备水源工业取用水户单位全称：应填写产业活动单位公章名称。产业活动单位是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能

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业务核算资料的单位，是法人单位的附属单位； 

2.单位地址：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地、州、盟）、县（区、市、旗）、乡 （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

号码； 

3.行业代码：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 4754—2017）中的中类代码，分别填写大类（2位）、中类（1位）代码，共 3位； 

4.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领到法定代码的单位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5.仅统计有自备水源取水的工业企业；“重点”是指年取水许可量 5万吨及以上的自备水源工业取用水户（供水企业除外），“非重点”是指年取水许可量 5万吨以下的自备水源工

业取用水户（供水企业除外），未办理取水许可但有自备水源取水的工业企业也应统计在内； 

6.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取用水户，填写许可取水量；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取用水户填写近 3年最大的年取用水量； 

7.对于一户多证的情况，取水许可证编号应填写多个编号，取水许可量应为各个许可证许可水量之和； 

8.所属水资源三级区名称和编码：按《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采用的分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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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自备水源服务业取用水户名录表 

序号 
区县 

名称 

行政

区划 

代码 

单位

全称 

单位 

地址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 

代码 
类型 

行业 

代码 

取水许可

证编号 

许可取水量 

（万方）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名称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编码 
直管类型 

联系人

及联系

方式 

1       

□重点 

□非重点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2       
□重点 

□非重点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               

注： 

1.自备水源服务业取用水户单位全称：应填写产业活动单位公章名称。产业活动单位是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相对独立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

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业务核算资料的单位，是法人单位的附属单位； 

2.单位地址：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要求写明单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地、州、盟）、县（区、市、旗）、乡 （镇）以及具体街（村）的名称和详细的门牌

号码； 

3.行业代码：填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 4754—2017）中的中类代码，分别填写大类（2位）、中类（1位）代码，共 3位； 

4.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领到法定代码的单位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5.仅统计有自备水源取水的服务业单位；“重点”是指年取水许可量 5万吨及以上的自备水源服务业取用水户，“非重点”是指年取水许可量 5万吨以下的自备水源服务业取用水户

（供水企业除外），未办理取水许可但有自备水源取水的服务业也应统计在内； 

6.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取用水户，填写许可取水量；未办理取水许可的取用水户填写近 3年最大的年取用水量； 

7、对于一户多证的情况，取水许可证编号应填写多个编号，取水许可量应为多个许可水量之和； 

8、所属水资源三级区名称和代码：按《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采用的分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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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人工河湖补水工程名录表 

序号 
工程 

名称 

行政 

区划 

名称 

行政区

划代码 

工程管理 

单位 

补水 

对象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

码 
类型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名称 

所属水资源 

三级区编码 
直管类型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1        
□补水 
□换水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2        
□补水 
□换水 

  

□流域管理机构 
□省级 
□市级 
□县级 

 

……             

注： 

1、工程管理单位名称可填写为组织实施河湖补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2、已经领取了法定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代码；未领到法定代码或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

的单位，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 

3、“补水型”是指引水入河湖后在原地蒸发、渗漏的大型湿地、沼泽等需要人工补水的河湖；河湖；门颁发指引水进入水体停留一定时间，并进行定期换水的河湖，只考虑蒸发

渗漏、改善水质等消耗水量； 

4、所属水资源三级区名称和代码：按《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23598-2009）采用的分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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