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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2年中国水利信息化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五章。

报告介绍了水利信息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水利信息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水利信息

化行业的现状、中国水利信息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水利信息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

况分析及中国水利信息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水利信息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

解或者想投资水利信息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吹响了全面加快水利建设的新号角。各地纷纷表示，&ldquo;十二

五&rdquo;期间将加大水利投入，其中，福建、广东等地水利投资超千亿，而河南水 利投资

较&ldquo;十一五&rdquo;更猛增6倍。从各地水利&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透露出的信息可

以看出，在政策利好刺激下，区域性水利工程发展必将加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 30%，

城市人口3.7亿，预计2030年左右，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60%，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6亿左右。

因此，城市和工业节水是今后节水的重点。必须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大力开发

和推广节水器具和节水的工业生产技术，创建节水型工业和节水型城市，力争将城市人均综

合用水量控制在160m3/ 年以内。同时，必须加大污染防治力度，2010和2030年城市污水的有

效处理率达到50%和80%以上，使水环境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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