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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政办发〔2021〕22 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

划》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6 月 25 日 

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四五”规划 

前言 

水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资源安全、生态

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水安全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

久安的大事，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把水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作出了一

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和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水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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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本市高度重视水资源保障、水灾害治理、水环境保

护、水生态修复等工作，陆续建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及配套、海河

口泵站等一批重大水安全基础设施，逐步建立了河（湖）长制、

成立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一系列治水管水兴水的良性体制机

制，全市水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 

“十四五”时期（2021—2025 年），是本市在全面建成高

质量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

程的第一个五年。根据全市的总体安排，天津市水安全保障“十

四五”规划为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重点

专项规划之一。本规划汇集并涵盖了水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规划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应急、卫

生健康等多部门涉水职责和任务，纳入了 16 个区主要水安全保障

项目。规划以水安全保障为总体目标，积极转变治水思路，准确

把握形势要求，统筹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退化、水

灾害损失等新老水问题，重点突出工程补短板、行业强监管、改

革促发展，全力打造供水、防汛、水生态、水治理保障体系，为

加快实现“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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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三五”水安全保障现状 

一、建设项目完成总体情况 

“十三五”时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资源保障、水生

态修复、水灾害防御等水安全保障工作，共安排了水资源配置及

城乡供水、水环境治理及水生态修复、防洪除涝减灾、农村水利、

水务综合管理等 5 方面、41 个项目、94 个子项，总投资 907.51

亿元。至 2020 年底共实施了 64 个子项；受上位规划调整、投融

资渠道收窄等原因影响，共计 30 个子项未实施。同时，按照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应急供水、生态补水等新要求新情况，及时实施

了引江向尔王庄水库供水联通工程、北水南调完善工程、农村饮

水提质增效工程等 14 个项目。经统计，“十三五”时期实际完成

总投资 445.09 亿元，占规划投资的 49.0%，年均投资强度 89.02

亿元。 

与“十二五”时期投资结构比较，水资源配置及城乡供水、

农村水利投资比重均略有增长，由 10%至 15%提高到 15 至 20%；

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投资比重在“十二五”的基础上继续大

幅增长，由 17%提高到约 44%；防洪减灾投资比重大幅度减少，

由 35%下降到 8%。综上，本市水安全保障建设已呈现以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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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水生态修复为主，水资源配置及城乡供水、防洪减灾、农

村水利均衡协调发展的治水新特点。 

二、规划目标指标完成情况 

对“十三五”规划目标指标主要评估 17 项，其中用水总量

控制、供水保证率、城市供水水质、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城市

新建及改造区域排水标准、中心城区污水管网普及率、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率、深层地下水开采量、农村安全饮水提质增效完成人

口、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农村坑塘水系综合整治面积共 11

项指标已完成；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沿海防潮标准、

河系防洪标准、农田排沥标准 4 项指标未能全面达标；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2 项指标，由于本市经

济发展处于回归本源、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和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阶段，加之与本市经济发展指标

密切关联，没有完成预期目标。 

三、水安全保障主要成就 

“十三五”时期，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重点工程为依

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集中建成了一大批重大水安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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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形成了一系列治水管水兴水的良性体制机制，水安全保障水

平稳步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节水型社会建设不断深化 

坚持“节水优先”的原则，积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大力挖掘节水潜力，全面推进节水行动各项工作。继续对居民用

水实行阶梯水价，洗浴、高尔夫、滑雪场等高耗水行业用水实行

特业水价，城镇生活和工业节水不断深入。深入推进水资源税和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出台了《天津市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

法》、《天津市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管理制

度，初步建立全市农业水价形成机制、成本核定、定额管理和超

限额累进加价制度，同时完成了宝坻区大钟庄镇等灌区节水配套

改造工程建设，有力促进了农业节水。不断推动节水型企业（单

位）和居民小区建设，其覆盖率分别达到 51.14%和 41.76%，创

建完成 13 个节水型系统（行业），全社会节水意识显著增强。9

个区完成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本市继续保持南水北调东中

线节水型社会示范区和全国节水型城市两个荣誉称号。 

（二）水资源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