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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需加码 海水淡化千亿市场明晰

 

目前，海水淡化已成为中东各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家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取得了显着的经济

效益。随着水资源匮乏对人类的困惑日益加重，海水淡化将成为未来海岛淡水资源开发的首选，成为沿海地区解决供水不足的

重要途径之一。“向海洋要淡水”俨然已经形成了方兴未艾的产业，未来几十年内海水淡化市场将有近千亿元的商机。伴随着

海水淡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程投资加大，海水淡化工程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我国海水淡化技术现状 

   

  在16世纪，人们就开始尝试在海水中提取淡水，起初是将海水加热产生水蒸气，冷却凝结就可以得到纯水，这是海水淡化

技术的开始。目前，大型海水淡化的主流技术主要有三种，分别为多效蒸发（MED）、多级闪蒸（MSF）和反渗透（SWRO）。 

  在海水淡化市场上没有绝对正确的工艺，只有更适合的工艺。在选择工艺时需要分析当地能源价格以及淡化水产品的最终

使用目标要求。例如，中东地区能源价格低廉，如果采用热法淡化海水，尽管一次性投入较高，但较低价格的蒸汽以及后期运

营维护成本占有很强优势。相反，在中国市场反渗透工艺的市场空间更大，因为在实际生产中100块购买的低压蒸汽，仅能淡化

9吨左右的海水，运营成本很高，所以除了可以得到低廉低压蒸汽的热电厂以外，采用膜法进行海水淡化处理经济效益更好。 

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技术主要有两种：反渗透膜法（膜法）和低温多效蒸馏法（热法），在我国前者占比较大，约有67%，后

者约有27%。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研究海水淡化技术。但是，目前海水淡化的两项核心技术膜法和蒸馏法仍未完全实现

国产化。我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为世界的1%，但已建工程中约一半以上由国外公司主导承建，相对缺乏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建

设的实践经验。以占据我国海水淡化市场份额67％的反渗透法技术为例，其最主要核心原材料反渗透膜几乎被国外企业垄断，

目前中国有90％的反渗透膜仍需从国外进口。 

海水淡化千亿市场明晰 

在产业发展方面，我国从事海水淡化设备制造和工程成套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制造业基础薄弱，严重制约海水淡化技术

产业化进程；制造产业链尚未形成，即便从国外引进生产线，大部分原材料仍需要进口；还未形成海水淡化装备制造业基地和

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专业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群，市场竞争上也不具备与国外公司抗衡的能力。 

   

海水淡化产业的着眼点是要从过去的产出淡化水，变为把淡化水卖出去、用起来，让海水淡化大规模走向市场，实现商业

化运行。据悉，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联合12个部门积极协调联动，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在国家发改委环资司节水处相关负

责人看来，我国海水淡化产业近10年发展迅速，海水淡化产业基础已经具备，目前发展态势良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沿海各

地积极推进。但海水淡化产业所存在的成本高、规模小、发展慢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十二五”期间，海水



淡化产业的着眼点是要从过去的产出淡化水，变为把淡化水卖出去、用起来，让海水淡化大规模走向市场，实现商业化运行。 

   

近年来，海水淡化政策环境利好，先后出台了《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海水淡化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

划》和《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15年，国内海水淡化产能将达到220万立方米/日，产值将达300

亿元。在此背景下，国内多家上市公司已在开始布局海水淡化产业，2013年3月国家公布了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试点单位名单，预

计未来两年，我国的海水淡化市场还是以试点工程建设为主，逐步加强自主建设能力，积累工程经验。 

价格体制尚待理顺 

  

 

2012年12月末，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为2012这个海水淡化“政策年”划上了一个圆满

的句号。《规划》中明确提出将海水淡化纳入市政饮用水范畴，但据了解，虽然多个沿海城市早已启动海水淡化项目，且已具

备向市区居民提供淡化海水饮用的能力，但淡化水被纳入市政用水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水务体系，自来水可以享受保护性价格优惠。但海水淡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仍独立

于自来水价格体系之外。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海水淡化产业没有形成合理统一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场机

制，反映资源稀缺性的水价机制尚未建立。在中国水务市场上，海水淡化产业为市场化运作，所以在发展初期受到了很大限

制。对民间资本而言，进入这个产业存在门槛高、管网并网难、资金回报周期长、项目收益率低、高能耗低产出等问题，因此

投资者一直持观望态度。 

“海水淡化并网饮用水，很大程度上存在民众接受程度的问题，但根本问题还是价格”，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

长、海洋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教授王海增表示。他认为，目前海水淡化的价格体制不合理，应该理顺和制定新的价格体系，目

前的海水淡化价格是4-5元/吨，而从专业角度出发，王海增建议的价格是2元/吨。据了解，自来水的价格组成很复杂，由含税

基本水价、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管网成本、水利工程费等多项组成，但均有政府补贴。针对海水淡化没有政府补贴、与自

来水有较大差价的现状，王海增提出，政府应对海水淡化给予一定的补偿，节约淡水成本、节约土地成本等都应算入其中。 

产业化发展政策需再加码 

海水淡化是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大统筹协调的力度，并不断完善制度和标准，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健康、有序、

快速发展。国外海水淡化工程的建设，过去通常为政府出资建设和政府管理，对海水淡化的初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海水淡化前景美好，目前我国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规划及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缺乏相关的协调管理机构；缺乏实质有效的产业鼓励政策；缺乏水资源的统一调配管理体系；水价结构

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尚需完善；资金投入不足，缺乏公共的研究创新平台；技术和产品尚需完善，淡化设备国产

化程度不高；国内企业在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建设、运营管理方面竞争力不足。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业的发展，相关政

策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十二五”期间，我国海水淡化进入产业提升关键期，产业发展一方面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引导相结合，培育和规

范市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应强化政策引导，继续研究制定

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价格政策等有利于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来源：中国环保设备展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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