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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水务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十三五竞争战略分析报告》
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
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
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
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
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baogao.chinabaogao.com/shuili/277054277054.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7200元    纸介版：72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7500

订购电话: 400-007-6266 010-86223221

电子邮箱: sale@chinabaogao.com

联 系 人: 客服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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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年水资源总量28306亿立方米。全年平均降水量644毫
米。年末全国监测的614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3645亿立方米，与上年末蓄水量基本持平。20
15年我国用水总量为6180亿立方米，需求较上年同期增长1.4%。
2004-2015年我国水资源总量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几年我国水务行业市场运行快速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我国
水务行业主要指标：销售收入835.05亿元，总资产9397.97亿元，行业利润61.36亿元，如
下图所示：
2011-2015年上半年我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经营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全球水资源总量约为13.86亿立方千米，其中咸水占比为97.47%
，淡水占比为2.53%。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地下水资源及咸水还不能大规模开发利用，容
易利用的淡水仅占淡水总量的1%左右，约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0.026%左右。

在全球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自然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自然水资源的供
应则由于污染、地下水的下沉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使人类可利用的自然水资源量正在萎缩。
尽管全球海水资源极其丰富，但目前海水淡化成本较高且技术也不够成熟，尚未形成规模化
生产，若能充分利用海水资源将有效缓解日益萎缩的水资源状况。

尽管水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受世界人口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不足等因素影响，水资源供应可能会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世界水资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世界上的总供水量为大约1,386,000,000立方千米（332,500,0
00立方英里），超过96%都是盐水。并且在全部淡水中，超过68%锁定在冰和冰川中。剩下
的30%淡水在地下。地表的淡水资源，如江河和湖泊，只占有93,100立方千米（22,300立方
英里）的淡水，占全部水量的1/15000。然而，江河湖泊仍然是每天人们用水的最主要来源
。
全球水资源分布（按比例）：%
数据来源：美国EPA全球水资源分布（按量）
数据来源：美国EPA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年水资源总量28306亿立方米。
全年平均降水量644毫米。年末全国监测的614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3645亿立方米，与上年
末蓄水量基本持平。2015年我国用水总量为6180亿立方米，需求较上年同期增长1.4%。
2004-2015年我国水资源总量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水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物质资源，也是人类经济社会系
统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物质资源。水资源是地球生态系统能量、信息、物质的重要载体，是
地球化学循环和物理循环的重要纽带，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水资源为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发
展提供必要的生产和消费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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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我国供水总量为6094.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供应量为4
920.5亿立方米，地下水供应量为1116.9亿立方米，再生水、海水淡化和雨水采集等非常规
水源供应量为57.5亿立方米。2015我国供水总量在6180亿立方米左右。
2000-2015年我国供水总量统计表（亿立方米）

从我国供水结构来看，超过80%的来源为地表水，18%是地下水，1%的供水来自于再
生水、海水淡化和雨水采集等非常规水源。
我国供水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近几年我国水务行业市场运行快速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我
国水务行业主要指标：销售收入835.05亿元，总资产9397.97亿元，行业利润61.36亿元，
如下图所示：
2011-2015年上半年我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经营数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水务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
十三五竞争战略分析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
确把握行业发展动向、市场前景、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
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
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它是业
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
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
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
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
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
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第一部分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章国际水务行业分析
第一节全球水资源状况
一、全球水资源基本情况
二、全球水资源供给情况分析
三、全球水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四、全球水资源产业发展情况分析
五、全球重视对水资源可持续开发
第二节国际水务行业管理概况
一、世界水务市场改革与发展综述
二、国际城市水务管理经验剖析
三、国际水价的形成模式与推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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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自来水行业经营形式分析
第二章中国水资源状况
第一节中国水资源状况
一、中国水资源基本情况
二、中国水资源供给情况分析
三、中国水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四、中国水资源保护情况分析
（一）河流及省界水体质量
（二）主要湖泊水资源质量
（三）主要水库水资源质量
（四）地下水资源质量状况
（五）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状况
六、水资源保护措施与行动
第二节我国水资源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流域性水资源管理困境
二、我国水资源的有效管理机制
三、水资源管理机制的实施要点
四、我国水资源管理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中国水资源利用战略
一、我国水资源利用面临挑战
二、我国水资源利用存在主要问题
三、我国水资源利用战略
第三章中国水务行业分析
第一节中国水务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水务市场主要发展特征
二、中国水务行业的弱周期特征
三、国内水务企业资本运营模式
四、浅析城市水务业国资管理体制
五、试论中国城市水务运营专业化发展
第二节中国水务行业现状分析
一、水务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二、中国水务行业发展状况
三、中国水务市场投资分析
四、中国城市水务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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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务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六、水务行业发展特点分析
七、水务行业经营模式分析
第三节南水北调工程分析
一、南水北调工程介绍
二、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调度分析
三、受水区地下水开采影响及对策
四、东线工程的排污现状与防治措施
五、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进度及目标
第四节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市场分析
一、外资控股下的中国水务市场前景
二、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市场分析
三、2014年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市场分析
四、引入洋水务改革的影响与反思
第五节2014年中国水务区域市场分析
一、2014年广西省水务行业发展分析
二、2014年广西省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第六节水务行业发展问题与建议
一、中国水务行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二、水务业特许经营的认识误区与建议
三、水务行业低收益率问题分析
四、水务市场化改革收支问题刍议
五、中国城市水务的发展模式探析
六、国内的水务管理需要制度创新
七、专业水务运营企业的发展战略
八、水务工程项目市场化运作十种模式
九、推进城市水务市场化改革政策建议
第四章水价状况分析
第一节中国水价的构成及发展
一、水价的分类以及构成
二、中国的基本水价定价目标和原则
三、水价管理机构以及评估程序
四、水价结构与收费
五、中国应建立水权水价制度
第二节中国水价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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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水务产业发展空间分析
二、中国城市水价调整情况分析
三、水价调整对企业的影响分析
四、中国水价调整趋势分析
第三节阶梯式水价分析
一、阶梯式计量水价的概念
二、阶梯式水价的定价目标
三、阶梯式计量水价的优势
四、阶梯式水价的局限性分析
五、制定阶梯式水价的思考
第四节水价改革分析
一、水价改革发展思路分析
二、农业水价改革分析
三、城市供水价格改革问题探究
四、水价改革的四大措施
第五节制定合理的水价及形成机制
一、建立合理水价的面临的问题
二、水价形成机制的探究
三、建立合理科学的水价机制
第六节鼓励性水价体制模式分析
一、改进水费体制的紧迫性分析
二、鼓励性对策的推动作用分析
三、水资源管理中水价问题分析
第五章2011-2015年中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经济运行数据分析
第一节2011-2015年全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11-2015年全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15年全国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产销数据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产销数据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分析
第四节2011-2015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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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六章2011-2015年中国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经济运行数据分析
第一节2011-2015年全国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主要经济指标
一、2011-2015年全国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主要经济指标
二、2015年全国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产销数据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产销数据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产销数据分析
第三节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资产负债分析
第四节2011-2015年全国及中国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规模分析
第五节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盈利能力分析
一、2011-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2015年全国及各省市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二部分细分行业分析
第七章供排水行业
第一节供水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一、中国供水行业发展分析
二、浅析21世纪供水企业的市场化模式
三、民企进入供水产业投资仍存障碍
四、供水行业专营的适用性及发展方向
五、供水行业的改革要符合其产业特征
第二节中国供排水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一、供排水行业景气情况分析
二、供排水行业产品价格情况
三、供排水行业投资情况分析
四、供排水行业经营情况分析
（一）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
（二）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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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
第三节自来水供应行业发展分析
一、行业宏观情况及国家有关产业政策
二、自来水净化业异军突起
三、自来水企业增值税的政策变化
四、中国自来水行业改革的新取向
五、自来水行业服务化经营分析
第四节城市排水行业发展概况
一、中国城市排水行业的沿革
二、中国城市排水的管理体制与政策
三、未来中国城市排水的规划与目标
四、扩建和改造城市排水管网的难题
五、中国城市排水行业的发展对策
第五节新农村供排水情况分析
一、农村供排水建设现状分析
二、农村供排水建设标准分析
三、农村饮用水供给问题分析
第六节供水工程市场化改革分析
一、供水工程市场化改革的意义
二、供水工程市场化改革的原则
三、供水工程市场化改革的重点
四、城市供水改革存在问题和方向分析
第七节供排水行业发展建议与对策
一、供水企业体制改革的建议
二、供水行业应全力打造服务品牌
三、城市供排水改革发展建议
第八章城市供水
第一节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成就
二、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现状
三、城镇供水的技术基础和展望
四、中国城市给水工程发展特点
五、国内给水处理热点技术简析
六、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态势
七、城市供水行业综合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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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城镇供水总体安全水质不断提高
九、“十二五”供水行业发展优势明显
十、城市供水改革应考虑的两个战略层面
十一、中国供水行业相关政策的出台情况
第二节城市供水行业的改革进程
一、中国城市供水市场改革逐步深化
二、中国城市供水行业改革发展的成就
三、继续推进城市供水行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四、中国城市供水行业的主要改革方向
五、中国城市供水行业改革的措施分析
第三节城市供水企业改制典型模式分析
一、兰州城市供水企业改制模式
二、连云港城市供水企业改制模式
三、厦门市城市供水企业改制模式
四、深圳市城市供水企业改制模式
第四节城市供水行业出现的问题与建议
一、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城市自来水市场亟需整顿
三、中国城市供水管网老化问题渐显
四、城市供水企业资金问题及对策分析
五、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五节城市供水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对中国城市供水企业改制的反思
二、影响城市供水企业效益的因素及对策
三、降低供水企业投资风险策略分析
第六节城市供水行业的前景与趋势分析
一、城市供水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中国城市供水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产权制度与经营模式改革
（二）城市供水行业市场化
（三）公众福利与经济效益双赢
（四）区域化与城镇一体化
（五）管理制度的升华
三、城市供水产业体制改革基本思路
四、中国城市供水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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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污水处理
第一节污水处理行业现状
一、污水处理行业概况
二、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分析
三、国内污水排放量分析
四、中国污水处理费用分析
五、医院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六、污水处理业垄断专营分析
七、加快城镇污水处理发展的重点
八、污水处理建设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九、污水处理产业发展与运营整合趋势
十、外资企业抢滩中国的污水处理市场
十一、污水处理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污水处理行业的问题分析
（二）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策略
第二节中国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一、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综述
二、污水处理费征收现状分析
三、污水处理行业投资情况
四、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
五、污水处理行业的特点分析
第三节城市污水处理概况
一、中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分析
二、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发展的必要性
三、中国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问题分析
四、针对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的对策建议
五、国内城市污水处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四节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及对策
一、城市污水处理新技术分析
二、污水处理技术开发应用情况
三、重点领域废水治理技术分析
四、污水处理技术研究热点及趋势
五、污水处理厂技术工艺应用探究
六、对城市污水处理技术问题的思考
七、城市污水处理技术发展思路及对策



观研报告网 www.chinabaogao.com

第五节污水处理设备情况
一、国产污水处理设备的发展概况
二、2014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
三、2015年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
四、国产污水处理设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五、实现国产污水处理设备现代化的措施
六、城镇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备及其展望
第六节部分省市排污处理分析
一、2015年北京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二、2015年天津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三、2015年上海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四、2015年广东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五、2015年湖南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六、2015年山东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七、2015年贵州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八、2015年江苏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九、2015年浙江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十、2015年云南污水处理状况分析
第七节污水处理行业市场化发展建议
一、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对策
二、政府对城市污水处理市场的监管
三、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管理市场化分析
四、污水处理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及防范
第八节“十三五”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目标规划
一、“十三五”污水处理行业将飞速发展
二、“十三五”将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三、“十三五”浙江省污水处理行业规划
四、“十三五”河北污水处理业发展目标
五、“十三五”安徽省污水处理行业规划
第十章中水回用
第一节中水回用发展概况
一、中水回用发展历程分析
二、全方位推进中水回用发展
三、中水回用缓解水资源短缺状况
四、中水回用投资与需求不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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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主要地区中水回用状况
一、沈阳市中水回用状况分析
二、上海市中水回用发展分析
三、深圳市中水回用发展分析
四、天津再生水回用水源工程
第三节中水回用技术状况
一、中水回用技术概述
二、中水回用处理方法简介
三、建筑中水回用技术分析
第四节中水回用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一、国内中水回用发展的主要问题
二、国内发展中水回用需要政策扶持
三、国内城市发展中水回用的若干建议
第三部分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第十一章水务行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中国水务行业竞争局势分析
一、中国水务市场的竞争格局
二、上市公司纷纷进入水务市场
三、国内外资本竞相涉足水务市场
四、中国水务业竞争趋近于白热化
第二节来自国外的竞争
一、中法水务加快国内市场布局
二、柏林水务中标滁州水处理工程
三、威立雅征战国内水务市场
四、水务行业四巨头逐鹿海口
五、外商投资城镇水务新趋势
第三节2011-2014年水务行业竞争分析
一、资本市场促进民营环保企业上市
二、区域争夺战全面打响
三、环境企业在快跑中拉开差距
四、新兴产业领域引起市场关注
第十二章水务行业上市公司分析
第一节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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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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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节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节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部分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十三章水务行业政策
第一节水务行业监管机构及体制
一、水务行业主管部门
二、水务行业监管体制
第二节水务行业相关政策
一、水务行业相关法规及政策
二、工业废水处理相关政策
第三节水务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五、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
六、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七、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第十四章2017-2022年水务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
第一节2017-2022年中国水务行业发展相关规划
一、中国水资源“十三五”规划
二、中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分析
三、水务产业五年发展战略白皮书
四、水利“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分析
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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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第二节2017-2022年水务行业前景与趋势展望
一、2017-2022年水务行业景气度分析
二、2017-2022年水务行业有望快速增长
三、2017-2022年水务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四、2017-2022年供水行业的发展趋势
五、节能环保成绿色主流
六、终端水处理行业的崛起
七、合作应是水务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2017-2022年水务市场前景与趋势展望
一、水务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二、中国水务市场发展趋势
三、水务行业提价趋势分析
四、水务行业发展方向分析
五、“十三五”水务市场投资将有突破
第五部分行业投资策
第十五章2017-2022年投资水务产业的BOT模式分析
第一节概念与运营形式
一、BOT模式的定义
二、特点与运行模式
三、项目投产回报模式
四、BOT模式的法律性质
五、BOT模式中股东利润分配方法
六、BOT模式主要形式比较
七、项目管理模式BOT与PFI比较
第二节BOT模式中的风险问题
一、BOT项目中的风险与规避
二、BOT模式在环保行业中的风险
三、BOT项目中融资风险控制问题
第三节BOT模式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BOT在国外实例分析
二、BOT模式在中国的典型
三、BOT模式成为中国环保产业的出路
四、BOT投资模式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五、污水处理行业发展机遇期BOT模式依然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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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BOT模式在中国发展应用
一、中国环保项目准BOT融资模式
二、BOT模式特许协议的法律制度和适用冲突
三、BOT投融资模式在中国应注意的法律问题
第十六章2017-2022年水务行业投融资策略探讨
第一节水务行业投融资问题剖析
一、浅析城市水务投资渠道
二、发展小城镇供水产业及BOT融资方式
三、浅析污水处理领域投融资机制问题
四、对我国城市供水行业的发展与利用外资分析和建议
第二节投资机会
一、水务产业将成投资亮点
二、未来供水投资仍需加大
三、进军国际水务市场投资机会
第三节投资风险及策略
一、水务业投资风险
二、城市自来水项目贷款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三、自来水经营的潜在市场及投资战略
第四节从水务改革到水务产业链的商业模式创新
一、中国的水务企业的发展机会
二、中国水务产业价值链分析
三、中国的水务企业业务模式创新的原则及策略
四、中国的水务企业业务模式创新的全新服务商概念
五、中国的水务企业基于发展战略下的全新的品牌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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