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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2016年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十四章。侧重于海水淡化对行业运行环境、市场格局、市场供需、企业竞争的研究和行业

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增长的预测。通过研究海水淡化行业市场的特征、竞争态势、市场现状

及预测，使企业和投资者对海水淡化行业整个市场的脉络更为清晰，从而保证投资者做出更

为正确的决策。 

     通过《2012-2016年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

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 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

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海水淡化即利用海水脱盐生产淡水。是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开源增量技术，可以增加淡水总

量，且不受时空和气候影响，水质好、价格渐趋合理，可以保障沿海居民饮 用水和工业锅炉

补水等稳定供水。从海水中取得淡水的过程谓海水淡化。  现在所用的海水淡化方法有海水冻

结法、电渗析法、蒸馏法、反渗透法，目前应用反渗透膜的反渗透法以其设备简单、易于维

护和设备模块化的优点迅速占领市场， 逐步取代蒸馏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方法。 

     海水淡化是人类追求了几百年的梦想。早在400多年前，英国王室就曾悬赏征求经济合算的

海水淡化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海水淡化技术随着水资源危 机的加剧得到了加速发展,

在已经开发的二十多种淡化技术中，蒸馏法、电渗析法、反渗透法都达到了工业规模化生产

的水平，并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现在世界上 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个科研机构在进行着海

水淡化的研究，有数百种不同结构和不同容量的海水淡化设施在工作。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海

水淡化厂，每天可以生产几 千、几万甚至近百万吨淡水。淡化水的成本在不断地降低，有些

国家已经降低到和自来水的价格差不多。某些地区的淡化水量达到了国家和城市的供水规模 

第一章海水淡化行业概述 

第一节海水淡化产品概述 

第二节海水淡化产品说明 

一、海水淡化用途 

二、海水淡化特征 

三、海水淡化分类情况 



第三节海水淡化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海水淡化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二章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分析 

第一节 中国海水淡化市场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二节 中国海水淡化市场面临的挑战分析 

第三节 海水淡化行业SWOT分析 

一、行业有利因素分析 

二、行业不利因素分析 

第三章 海水淡化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宏观经济环境 

一、宏观经济 

二、工业生产 

三、社会消费 

四、固定资产投资 

五、对外贸易 

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七、2012宏观经济预测 

第二节 政策环境 

一、产业政策 

二、相关政策 

第四章 海水淡化行业及其主要上下游产品 

第一节海水淡化主要上游产品 

一、上游产品的性质 

二、上游产品的用途 

三、上游行业现状 

第二节下游产品解析 

一、下游行业现状 

二、下游行业趋势 



第五章 海水淡化市场供需态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海水淡化市场运行情况分析 

一、国内海水淡化产能分析 

二、国内海水淡化市场生产情况分析 

三、国内海水淡化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第二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市场供需平衡分析 

第三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第六章 2009-2016年海水淡化进出口分析 

第一节 2009-2011年海水淡化进出口对比分析 

一、2009-2011年海水淡化进出口总量对比分析 

二、2009-2011年海水淡化进出口金额对比分析 

第二节 2009-2011年海水淡化进口分析 

一、2009-2011年海水淡化进口数量变化分析 

二、2009-2011年海水淡化进口金额变化分析 

第三节 2009-2011年海水淡化出口分析 

一、2009-2011年海水淡化出口数量变化分析 

二、2009-2011年海水淡化出口金额变化分析 

第四节 2012-2016年海水淡化进出口预测 

第七章 2009-2016年海水淡化价格走势分析 

第一节 2009-2011年海水淡化价格走势分析 

第二节 海水淡化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第三节 2012-2016年海水淡化价格预测 

第八章 2009-2011年中国海水淡化行业总体发展状况 

第一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规模情况分析 

一、行业单位规模情况分析 

二、行业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状况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状况分析 

第二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财务能力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与预测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与预测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与预测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与预测 

第九章 2009-2011年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区域分布状况 

第二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分地区发展状况 

一、华东地区 

1、海水淡化市场规模分析 

2、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二、华北地区 

1、海水淡化市场规模分析 

2、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三、中南地区 

1、海水淡化市场规模分析 

2、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四、西南地区地区 

1、海水淡化市场规模分析 

2、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五、西北地区 

1、海水淡化市场规模分析 

2、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六、东北地区 

1、海水淡化市场规模分析 

2、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3、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4、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5、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海水淡化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我国海水淡化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现有企业的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 

三、替代品的威胁 

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五、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第二节 主要海水淡化企业竞争分析 

一、重点企业的销售收入对比分析 

二、重点企业的总资产对比分析 

三、重点企业的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第十一章 国内重点海水淡化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 企业一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二节 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三节 企业三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四节 企业四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五节 企业五 

一、企业概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 

三、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第十二章 海水淡化行业未来发展预测及投资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2-2016年海水淡化行业发展预测 

一、2012-2016年海水淡化产能预测 

二、2012-2016年海水淡化行业市场容量预测 

三、2012-2016年海水淡化进出口预测 

四、2012-2016年海水淡化竞争格局预测 

第二节海水淡化产品投资机会 

第三节海水淡化产品投资收益预测 

第四节海水淡化产品投资热点及未来投资方向 

第十三章 海水淡化行业投资风险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投资风险 

一、宏观经济风险 

二、竞争风险 

三、市场风险 

第二节 投资建议 



第十四章 博思数据研究中心观点与结论 

第一节 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二节 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三节 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四、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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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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