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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第一股：未来五年产业发展将面临

更大机遇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对水环境提出更高要求，产业如何适应？水务企业高

质量发展路在何方？从我国水务行业体量最大的上市公司

北控水务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出，在行业政策红利释放、国家

区域新战略落地以及市场主体竞争升级三股力量的综合推

动下，未来五年水务产业发展将面临更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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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环境提出更高要求，产业

如何适应？水务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在何方？从我国水务行业体量最大的上市公司北控水务的发展

实践可以看出，在行业政策红利释放、国家区域新战略落地以及市场主体竞争升级三股力量的综合

推动下，未来五年水务产业发展将面临更大机遇。

一、聚合政策变革新动能，为产业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从 2015 年起，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提速，我国水务行业政策发布频繁，其中“水十条”的发布

标志着我国水环境治理进入面源治理、综合治理的新时期，水务产业迎来一波大发展。

而作为十多年前北京市深化公用事业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幸运儿，以混合所有制组建的北

控水务在政策红利助推下，连续 12 年营收复合年均增速 43.24%，净利润复合年均增速 39.05%，成

为我国水务行业体量最大的上市公司。2020 年其在全球拥有水厂及乡镇污水处理设施 1334 座，营

业收入 253.6 亿港元，位居行业前列。

水务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具有政府特许经营、初始投资大、投资回收周期长、资金沉淀性强

等特点，是典型的政策法规驱动型行业。我国“十四五”规划中进一步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及环境治

理，水务行业发展因此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事实上，在“十四五”规划发布前后，国家相关部门围绕水务行业发展目标、行业监管、融资

方式、资金补偿等方面密集出台相关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十多份，这为未来五年产业发力积蓄

了强大的政策势能。

比如，2020 年 4 月，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聚焦重点行业（包括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

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推进基础设施 REITs 试点工作，进一步创新投融资机制，

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九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首次

针对污水资源化出台统领性文件，预计将加速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维服务发展，催生规模庞

大的新领域环保产业。

目前北控水务已经积极参与到 REITs 试点工作中。北控水务表示，政策变革驱动产业快速发展，

将成为“十四五”期间我国水务行业的一大发展趋势，而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北控水务致力于成为

政策与产业良性互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二、紧跟国家区域战略新布局，抢占新兴市场制高点和先机



根据过去 20 年城镇化率与城镇用水的关系推算，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 1%，城镇生活用水将增

加 16.7 亿立方米。到 2030 年，我国仅城镇生活用水就将增加 250 亿立方米。如何解决新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对水的使用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十四五”期间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流域治理、

综合水利用等新兴市场将应运而生。而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经

济带等国家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新布局，提供了市场先机。纵观全国，在这些国家新战略布局的重

点区域，北控水务均有深度参与。

2021 年初出台的《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

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 35%以上。北控水务在京津冀地区布局了白

洋淀流域、北京城市副中心、新航城、冬奥会四大治水高地，根据每个治水高地的不同需求，因地

制宜开展治理。比如在北京新航城区域，北控水务负责实施的新凤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让长达

110 公里的河道重回绿水蓝天。

在长江经济带这个超大规模的流域系统化工程中，北控水务更是与三峡集团合作，整合 11 个

省市累计 200 多个项目，总投资近千亿元，同时解决“珍珠（城市水系）”问题和“项链（长江流

域）”问题，日处理能力达 1200 万吨。

在 2020 年中央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之前，北控水务就已经深度

参与黄河流域重点地区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中。在太原市，北控水务因地制宜推广再生水利用，

在推动“九河复流”同时，每日为重点工业用户及景观补水用户提供 16.7 万 m³供水，帮助这座水

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用水不足的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为国家战略服务，是企业市场价值长期存在的根本和保障。“十四五”期间，

随着国家各项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推进，将为水务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外部动力，一些长期困扰地方的

环境问题将得以解决，真正让污水变成绿水，让环境负资产转变为正资产。以北控水务洛阳洛河水

系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为例，该项目在实施治理 5年后，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实现了“正向产出”，体

现为对周边消费的激活和对周边区域土地价值的带动。

今年 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提出“高质量发展”主题，这意味着环保产业的发展也需要新突破。

以“治水”为例，和过去单纯治理污水不同，北控水务认为，水务领域作为城市运营的垂直领

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水务管家”这一细分行业。具体到城市领域，水务管家向上协调

相关政府机构，参与政策机制制定；向下管理涉水资产，最终实现运营管理整座城市的水务相关资

产。比如，北控水务在北京市大兴区新凤河项目，就采用“政府+承接单位+协同企业”的新型分工

协同关系，以关键工程精准治理，实现流域项目的断面达标交付。



而工业水处理作为水处理行业的“最后一公里”，鲜有水处理企业涉足，但北控水务认为，这

中间可创造较大的价值空间，因此建立了“工业水资源智能管理系统”。

三、抓住市场发展新趋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生态文明建设要解决效率问题，必须依靠市场竞争引入创新活力。目前，我国水务产业有五支

市场主体，分别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市场国企、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未来五年，随着国家战

略和行业主管部门意图与产业深度互动，各类主体也将在博弈竞争过程中加速创新奔跑，形成新的

市场力量和格局。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以来，三峡集团以其区域性、流域性统筹治理为目标，形成多层次、全方

位环境治理需求，和产业内众多企业形成合作，搭建一个新的体系。而北控水务作为产业龙头，也

通过与三峡集团的结合，放大自身杠杆，建立市场新打法。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材料等新兴科技涌现，也在催生我国水务产业的资源、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五大要素不断升级，帮助我国水务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

在江苏宜兴，北控水务以全域打包、城乡一体化、厂网一体化的模式，为当地提供一揽子管家

服务，以 BOT 方式建设实施宜兴市 8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水量 19.5 万吨；新建管网约 2000 公里、

存量管网约 2449 公里；2960 个自然村污水收集处理设施新建及运营维护，为未来环境治理的新业

态打开了思路。

在东莞，北控水务的数字化水厂搭建物联网平台，对水厂各生产环节实时数据进行收集，建立

厂级数字双胞胎和专家系统，实现运营辅助决策和精确控制。根据 2020 年的数据，北控水务已在

其东莞数字化水厂建设项目建立了 1 个省级运营调度中心、5 个区域生产集控中心，完成 30 个水

厂的智能化改造。

业内人士表示，“十四五”期间，“资本+技术”将成为市场竞争新趋势，具有技术和规模优势

的水务企业将继续加快行业布局，产业集中度将会进一步提升，而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将帮助北

控水务这样的头部企业拉近与威立雅等全球巨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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