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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12年6月，《水利发展规划(2011-2015年)》(以下简称《规划》)出台。根据《规划》，未

来水利投入的重点在农村，利好水务和节水灌溉领域的公司。《规划》明确提出，&ldquo;十

二五&rdquo;将加快建立政府水利投资稳定增长机制、发挥政府投资主渠道作用。  

      水资源与防洪工程将是&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水利建设的重点领域，民间资本也可以

参与水利建设项目。到2015年，防洪工程在1.8万亿投资份额的比例会占到38%，水资源配置

则为35%，目标新增供水能力的增速会达到40%。这对于水利行业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

。

      &ldquo;十二五&rdquo;水利投资年均增速20%以上，较&ldquo;十一五&rdquo;18%的年均增

速有所提高。水利投资从&ldquo;十一五&rdquo;的7000亿元增加至&ldquo;十二五&rdquo;的1.8

万亿元，新增约1.1万亿元；同时中央投资从2934亿元增加至8000亿元，新增约5000亿元，因

此中央资金解决了近一半的新增投资，确保投资完成的可能性。而在地方投资部分，除10%

的土地出让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外，预计政府将通过税收和金融政策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

水利。

      水利项目建设是一个长久的、系统性的工程。我们在建设水利项目时，应从前期项目规划

、中期项目建设到后期项目维护等各环节统筹考量，提高项目建设速度、质量的同时，保障

项目的运营长久高效。另外，开放民资进入水利行业，我们应当让其参与到价格制定，使民

资集投资、建设、定价与一体，真正从水利项目中盈利。

      水利工程行业产业链上游主要由建筑材料供应商、水电材料及设备供应商及输水管道供 应

商构成，产业链中游为水利工程行业，主要由水利工程设计公司、水利工程施工公司、 水利

工程养护公司构成，水利工程设计公司向施工公司提供设计方案，施工公司完成施 工后由水

利工程养护公司进行维护及运营；下游主要为政府、城投公司以及其他投资商。 

      从行业格局看，上游供应商基本完全竞争，建筑材料及水电设备等具有较高的通用性， 因

此议价能力不高；下游主要以政府部门为主，对于水利项目具有较强的把控力，从而 议价能

力较高；中游的水利建设企业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对于大型水利项目，主要由几 家全国性央

企竞争，而地方性水利项目，则由当地几家较大的水利公司竞争。因此，水利工程项目一般

对水利工程公司的资金要求较高，存在普遍的资金垫付现象。 一般情况下，资金流出主要集

中在招投标阶段和签约施工阶段。

      2016年入汛以来，长江流域经历多轮强降雨，湖北、安徽、湖南、江西、重庆、四川、贵 

州、江苏、云南、陕西等 10 个省（市）的 625 个县（市、区）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 口约

4919 万，倒塌房屋 11 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4167 多千公顷。水利设施损毁严重， 大中型水



库受损 4 座，小型水库受损 403 座，小（2）型水库垮坝 2 座。因洪涝灾害造 成 161 人死亡

，61 人失踪，主要原因是强降雨导致的房屋倒塌和中小河流洪水、山洪 灾害。 大范围的水灾

引发对于水利建设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主要分为农田水利工 程、防洪工程、供水

和排水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综合水利工程、水利发电工程等，其 中对于洪灾防护起主要作

用的水利设施为农田水利工程、防洪工程、城市排水系统和综 合水利工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水利工程行业发展趋势预测及投资战略研究报

告》共十章。首先介绍了水利工程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水利工程规模及消

费需求，然后对中国水利工程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水利工程面临

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水利工程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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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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中对水利建设的规划将为水利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时

间   城市   文件名   水利建设规划       2016.4.20   广东省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 年规划纲要》   建立现代水利支撑保障体系，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水利防 灾减灾和

水安全保障能力,构建珠三角地区水利现代化体系和粤 东西北地区水利综合保障体系。到2020

年,县级市城区和主要乡镇 防洪标准分别达到50年一遇和10~20年一遇。       2016.5.3   山西省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构建符合山西实际、具有山西特色

的水安全保障体系。以大水网 建设为龙头，加快推进骨干供水工程建设，分批启动实施县域

小 水网配套工程，构建&ldquo;两纵十横、六河连通、覆盖全省&rdquo;的高保 障率供水体系

。       2016.3.8   重庆市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快推进农

田基础设施建设、小微型水利设施建设       2016.4.27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国民经 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   全面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骨干工程建设，加



强农田 草场水利建设       2016.5.10   吉林省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

纲要》   提高水利设施保障能力，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2016.2.17   青海省   《青海省国民经

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实施节水供水、蓄水

引水、治水保 水、增水洁水、通水补水等重大水利工程。       2016.3.18   海南省   《海南省国民

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2016.3.4   福建省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增强水利保障和防灾减灾能力      

2016.4.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加快推进西江等干支流、中小河流治理及山洪灾害防治，建设防 洪控制性工程，强化重点海

堤标准化建设，推进中越跨界河流整 治，提升抵御洪涝灾害能力       2016.6.13   河南省   《河南

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建设和谐的水利支持系统，加强水利工程

体系建设。完善防洪体 系，加快推进一批大中型水库、重要支流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 险加

固和蓄滞洪区等工程建设       2016.5.6   云南省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

划纲要》   -       2016.2.16   陕西省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构

建关中&ldquo;四横十纵&rdquo;水系网络，统筹谋划陕北、陕南水系建设。 围绕关中工业化

和城镇化建设，系统整治并恢复湖泊、湿地、蓄 滞洪区等，促进关中主要江河湖库外部连通

、内部循环、互为补 充。围绕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推进延安 和榆林

黄河引水、引洛济延等工程建设。围绕陕南生态环境保护， 推进月河补水、引嘉济汉等水利

建设，做美陕南水生态       2016.5.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   加快水利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快重大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

加强 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农田水利建设，加快民生水利工程建设       2016.4.18   河北省   《河北

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强以优化水资源配置、农田水利设施等

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保障水平，补 齐

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2016.3.21   辽宁省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

要》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利防灾减灾体系，深入实施辽河 干流整治工程、农田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工程。       2016.2.17   上海市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强农田水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2016.6.1   安徽省   《安徽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大力实施&ldquo;水利安徽&rdquo;战略，加快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增强防洪 减灾能力，提高水资源合理调配与高效利用水平，完善农村水利 基础设施

，加快水利现代化进程       2016.4.25   湖南省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

划纲要》   完善水利设施网，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合理配置水资源，加快农 田水利建设      

2016.4.5   四川省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快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有序推进玉溪河、向家坝、长征渠和引 大济岷等西水东调工程，以及升钟水库灌区、



亭子口灌区、罐子 坝水库灌区等北水南补工程的前期论证和项目建设，建成武引二 期灌区、

毗河供水一期等项目，新建向家坝灌区一期、李家岩水 库、土溪口水库等项目。       2016.3.16 

 甘肃省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实施&ldquo;6363&rdquo;水

利保障行动，构建水资源配置、区域供水、农村 供水、农田节水、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六

大体系       2016.3.31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

规划纲   推进资源水利建设、工程水利建设、推进农田水利等民生水利建 设、生态水利建设

、智慧水利建设，提出六类水利重点工程要》       2016.4.20   广东省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水利防灾减灾和水 安全保障能力,

构建珠三角地区水利现代化体系和粤东西北地区 水利综合保障体系。到2020年,县级市城区和

主要乡镇防洪标 准分别达到50年一遇和10~20年一遇       2016.3.4   江西省   《江西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围绕防灾减灾、改善民生、促

进发展， 着力构建集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安全和保障能力建设于 一体的水利体系，

不断提高水安全保障能力、水资源和水环境承 载能力，提出农田水利建设等六大类水利重点

工程       2016.3.31   江苏省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   加快城市

水系综合整治，增强水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引导建立与 城镇规模、功能相适应的现代城镇水

利工程体系。到2020年，淮 河下游防洪标准全面达到100年一遇，长江、太湖、沂沭泗水系 

全面巩固50年一遇防洪标准，区域骨干河道防洪标准基本达到20 年一遇；大中城市防洪排涝

标准全面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重大水利建设工程及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工程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计划工期   投资额       鄂北调水工程（湖北）   输水线路总长269.34公里，设计供水

人口482万人， 灌溉面积363.5万亩。   总工期45个月   工程总投资179.5亿元       汉江五级枢纽项

目（湖北）   汉江五级枢纽项目建成后，将与已建成的丹江口、 崔家营、王甫洲、兴隆4级枢

纽一起，形成1000吨 级汉江航道，与长江、江汉运河构筑成810公里高等 级航道圈   计

划&ldquo;十三五&rdquo;末 全部建成   总投资近200亿元       古贤水利枢纽工程（陕西）   古贤

水利枢纽工程是具有防洪、减淤、供水、发电、 灌溉等综合效益。枢纽最大坝高199米，相应

总库容   165.57w亿立方米，长期有效库容47.76亿立方米； 电站装机2100兆瓦，多年平均发电

量70.96亿千瓦/ 时。   工程总工期为9年   -       引汉济渭工程（陕西）   工程总调水规模的15亿

立方米，汉江支流子午河自 流调水5亿立方米，汉江干流黄金峡水库提117米引 水10亿立方米

；工程设计最大输水流量70立方米每 秒，水库总库容9.39亿立方米，泵站总装机功率   15.65万

千瓦，电站总装机容量18万千瓦。   工程建设预计总工 期99个月   静态总投资168亿元       引江

济淮工程（安徽）   工程利用现有和新辟河道双线引江，切岭穿越江淮 分水岭，疏浚皖北河

流实施江水北送，2040年工程 年引江水量49亿立方米，年入淮河水量26亿立方米； 依托调水



线路建设长江至淮河Ⅲ级航道328.4公里， 其中江淮沟通段按Ⅱ级航道标准建设，每年内河水 

运量将超过1亿吨。   总工期5年   工程估算静态总投资616亿元       淮水北调工程（安徽）   淮水

北调工程自蚌埠五河站从淮河干流抽水，经淮 北市濉溪县黄桥闸向北至宿州市萧县岱山口闸

，调 水线路总长266公里，主要保障淮北、宿州两市工农业生产用水   计划2016年4月底 前完

成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工作   估算投资10.3亿元       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新 疆）   规划水

库正常蓄水位1820米，最大坝高162米，水 库总库容22.04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容量690兆瓦

， 设计年发电量22.6亿千瓦时。   2011年10月10日 开工建设，总工期 为74个月   86亿元       夹岩

水利枢纽工程（贵州）   夹岩水利枢纽工程是贵州省在&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开工 建设的

重点工程，集雨面积为4306平方公里，总库 容13.25亿立方米，水利库容8.48亿立方米   2014

年7月发改委 对其进行批复，预 计工期55个月   169.4亿元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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