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水务行业分析 

水务行业主要包括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海水淡化处理以及其

他水的处理、利用与分配等。水务行业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的敏感度较低，属于弱周期性行

业。由于涉及国计民生，行业公益性和区域垄断性特点突出。 

（1）水资源禀赋 

2021 年全国用水量有所增长，生活用水占比进一步增加。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低，水资

源区域分布不均，南水北调成为缓解我国区域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方式。 

我国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地表水，根据《2021 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1 年地表水占水

资源总量（29638.2 亿立方米）的 95.52%。2021 年，全国用水总量和供水总量均为 5920.2 亿

立方米，较 2020 年增加 107.3 亿立方米。2021 年，全国用水总量中生活用水、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分别占 15.36%、17.73%、61.56%，较 2020 年分别增加 0.46 个、增加 0.03 个及减

少 0.54 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人均水资源量水平长期处于低位，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受制于我国

南北地理环境和气候差异因素，全国约五分之四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

水资源区域分布不均，广大北方和部分沿海地区水资源严重不足。其中，部分省份人均水资

源量不足 1000 立方米/人，人均水资源量匮乏。南水北调成为缓解我国南北水资源不平衡问

题的重要举措，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三条调水线路，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相互联接，改

善华北、西北等水资源匮乏区域的供水问题。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一

期）已经完工并向北方地区调水，改善了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区用水问题。 

（2）供水行业分析 

城市化进程推动我国城市用水人口和供水总量增长，城市用水普及率较高，2021年城市

供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提升，供水能力相对稳定。在国家水价改革的政策支持下，

近年来，我国重点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整体呈现小幅上涨趋势，但水价区域差异化明显。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用水人口持续增加。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1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1 年城市用水人口增至 5.56 亿人，同比增长 4.44%。同

期，城市供水能力 3.17 亿立方米/日，较 2020 年下降 1.04%。2021 年，我国城市供水总量达

673.34 亿立方米，较 2020 年增长 6.96%。用水结构中，生活用水占比最高，其次是生产用

水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用水。2021 年，我国城市供水管道长度 105.99 万公里，较 2020 年增长

5.26%；城市供水普及率 99.38%。2021 年，城市供水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770.6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2.82%。我国城市供水行业处于平稳发展状态。 

我国水价主要由自来水费、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构成。目前我国水价仍然由各地物价

部门通过举行价格听证会的方式确定。水费征收范围包含居民生活用水、生产经营用水（工

业用水、行政事业用水、经营服务用水）和特种行业用水三类。其中，居民生活用水水价整

体最低，生产经营用水水价次之，特种行业用水水价最高。 

近年来，国务院、发改委等有关单位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

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等多项文件，要求提高节水意识，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进行水价改革；不断推进居民生活用水阶梯计价制度，并在 2020 年底全面实行非

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要求合理提高征收标准，做到应收尽收。整体看，

在政策指导下，我国居民生活用水水价整体呈现小幅上涨趋势，2022 年 1 月底，我国重点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平均水价为 2.33 元/立方米。从自来水价格排名来看，京津冀、河南、山

东等水资源匮乏区域城市自来水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3）污水处理行业分析 

近年来，我国污水处理能力显著上升，但污水处理费仍处低位，受益于政策支持我国未

来污水处理行业处于发展期。 

污水处理分为工业废水处理和生活污水处理两大类，以生活污水为主。近年来，生活污

水占全国污水排放总量的 60%以上。2021 年，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 625.08 亿立方米，较 2020

年增长 9.40%。同期，全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 2.08 万立方米/日，较 2020 年增长 7.79%，显

著高于同期城市供水能力增速。2021 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增至 97.89%，同比增长 0.36

个百分点，城市污水处理率进一步上升。2021 年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为 893.8 亿元，同比下降 14.34%，但仍保持高位。 

图 1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相关数据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整理 

 

从污水处理价格来看，目前各地污水处理价格仍然由政府决定，价格整体仍然处于低位。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

119 号），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要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的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城市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居民应不低于 0.95 元/吨，非居民不低于 1.40 元/吨。2021 年，全

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污水处理价格保持稳定。近年来，我国重点城市居民生活污水处理

平均价格虽呈上升趋势，但该价格仅基本满足国家规定收费标准最下线，并且居民生活污水

处理费排名靠后的城市例如拉萨、长春等地，污水处理价格处于 0.80 元/吨~0.90 元/吨，尚

未满足国家规定最低收费标准 0.95 元/吨。整体看，污水处理费仍处低位，部分城市尚有较

大上调空间。 

根据《“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主要在补齐

城镇污水管网短板，提升收集效能；强化城镇污水处置设施弱项，提升处理能力以及推进污

水资源化利用三方面推进设施建设；计划新增和改造污水收集管网 8 万公里，新增污水处理

能力 2000 万立方米/日，新建、改建和扩建再生水产生能力不少于 1500 万立方米/日，新增

污泥无害化处置设施规模不少于 2 万吨/日。随着“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体系的基本

建立，“十四五”规划设施建设目标较“十三五”期间显著减少，建设内容更加注重“补短

板”，预计相关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会有所下降，而随着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的投资并投

入运营，城镇污水处理能力预期将进一步提升，行业仍处于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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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政策 

水务行业是典型的公用事业，为确保水务行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

一系列政策和规划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2020 年以来，水务行业政策重点体现在用水

提质增效，实施严格节水制度；加快城镇污水设施建设和污水排放检测，进一步释放污水处

理产能；推进水费改革提升水务行业盈利空间；通过中央，地方和外部融资等方式保证项目

建设资金等方面。 

表 2 水务行业相关的主要政策、法规情况表 

序号 名称 颁布单位 

1 《水利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

建部 

2 
《“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发改环资〔2016〕2849

号）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3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 年）》（环水体〔2017〕142 号） 环境保护部 

4 《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环水体〔2017〕18 号） 环境保护部、财政部 

5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2017 年 6 月

27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6 
《关于政府参与的污水、垃圾处理项目全面实施 PPP 模式的通知》（财建〔2017〕

455 号） 
财政部 

7 《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三五”规划》（发改环资〔2017〕128 号）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

建部 

8 《城镇污水处理工作考核暂行办法》（建城〔2017〕143 号） 住建部 

9 
《生态环境部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实施方案》（环厅〔2018〕70 号） 
生态环境部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建城〔2018〕104 号） 
住建部、生态环境部 

11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处理（试行）》（HJ 978-2018） 生态环境部 

12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发改环资规〔2019〕695 号 国家发改委、水利部 

13 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方案（2019－2021 年）的通知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 

14 《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中农发〔2019〕14 号） 
中央农办、发改委等九部

门 

15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发改环资〔2020〕1234 号） 国家发改委 

16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 号） 国家发改委 

17 《“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827 号）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18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1 年 10 月） 国家发改委 

19 《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2021 年 10 月） 国家发改委 

20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21 年 12 月）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六

部门 

21 《关于加强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的通知》（2022 年 1 月）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改委 

22 《2023 年水利系统节约用水工作要点》（2023 年 2 月） 水利部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5）行业竞争和发展趋势 

水务行业准入条件和行业壁垒较高，目前呈现区域垄断和行业龙头集中度提升并存的

竞争格局。受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政策以及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不断增长影响，未来，我

国污水处理行业投资规模和处理产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未来，水务衍生业务及相关配套设

施还不健全的区县及乡镇地区或将成为实力较强的水务企业拓展业务及异地扩张的机会，

但水务行业涉及国计民生，预期竞争格局仍将保持基本稳定。 



水务行业涉及国计民生，行业准入须满足相应资质，后期运营模式、收费标准及环保标

准等方面均须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和监督，市场化程度较低。目前，我国行业内分布的

水务企业按照业务区域范围大致可分为跨区域运营水务企业和区域专营水务企业。其中，区

域专营的国有地方水务企业最为普遍，区域垄断性突出，是水务行业的主力军。部分实力较

强的区域（北京、深圳、成都、重庆等地）地方国有水务企业和央属水务企业，通过并购、

合资、参控股、BOT 和 PPP 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或国外异地扩张，获取供水和污水处理业

务特许经营权，并通过拓展水务衍生业务成为跨区域投资型综合水务企业，企业竞争力突出。 

未来竞争方向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治理和环保力度加大，出现黑臭水体治理、

水环境综合治理，污泥处置等水务衍生行业。水务衍生行业对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水务衍生业务仍将继续成为实力较强的央企或经济发达区域地方国企积极参与对象。受城镇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等政策以及城市污水排放总量不断增长影响，未来，我国污水处理行业投

资规模和处理产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此外，伴随经济发达的城市水务行业进入成熟期，需

求增长放缓，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健全的区县及乡镇地区成为实力较强的水务企业异地扩张的

机会。但水务行业涉及国计民生，竞争格局基本稳定，预期水务行业整体仍呈现区域垄断和

跨区域运营行业龙头并存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