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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海水淡化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

章。介绍了海水淡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海水淡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海水淡化行业

的现状、中国海水淡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海水淡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

国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海水淡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

水淡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海水是海洋中最大的资源，其中约97%是淡水，海水的总体积约13.7-107 km3，可以说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资源。世界上最大的资源危机是水资源危机。已知有100多个国家缺水

，严重缺水的国家约26个。我国是淡水资源较为贫乏的国家。世界人均淡水总量约12 000 m3

，而我国淡水资源总量虽有2.8-1012m3，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约2300m3，人均淡水资源占有

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位居世界各国排名的第88位。 

    全球海水淡化日产量3年前即达3250万立方米，解决了1亿多人的用水问题，迄今仍在以每

年10%-30%的速度增长。过去，海水淡化的国际市场主要集中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现在，

美洲、南亚、中亚和非洲也出现了众多的海水淡化用户。可见，海水淡化在国际上已成为一

门新兴产业。 

    目前，全球海水淡化装置的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美元，美国和日本分别占据了市场30%的份额

，未来海水淡化的国际市场市场潜力巨大。从已有成果来看，我国的蒸馏法海水淡化实现产

业化之后，在价格上与发达国家有40%左右的竞争优势；实现产业规模化不仅可满足自身需

求，还可为进入国际市场、打造我国优势产业创造条件。 

    世界上淡水资源不足，已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问题。作为水资源的开源增量技术，海水淡

化已经成为解决全球水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 

    中国也属于世界上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并且水资源分布不均

，大量的淡水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仅为南方的1/4。可以说，整个淡水资源形势不容乐

观。 

     近年来，我国海水淡化有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化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13年底，全国已建

成海水淡化工程103个，工程总规模达到90.08万吨/日，较 2012年增长了16%；最大海水淡化工

程规模为20万吨/日。同时，海水直流冷却、海水循环冷却和海水化学资源利用技术得到不断

应用，年利用海水作为冷 却水量达883亿吨。2013年，全国新建成海水淡化工程8个，新增海

水淡化工程产水规模125465吨/日。 

    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中国在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等海水利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技术经济日趋合理。部分技术如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术、海水循环冷却技术已跻身国

际先进水平。目前中国海水淡化已基本具备了产业化发展条件。 

     我国海水淡化各项政策陆续出台。2012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

意见》；2012年8月，科技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海 水淡化科技发展&ldquo;十二

五&rdquo;专项规划》；2012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出台《海水淡化产业发展&ldquo;十二

五&rdquo;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海水淡化产能将达到 220万立方米/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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