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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涵盖行业
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
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
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
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
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709/559832.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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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步入十三五后，随着“十三五”水利改革出台，重大水利工程提速，水利投资重新企稳。根
据规划，十三五末全国开工172项重大水利工程，而截止2016年末，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已开工106项。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全国力争新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因此
2018-2020年，年均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基本将维持在17项左右，十三五期间重大水利
工程开工数基本维持平稳。2017年，水利部将继续推进重大水利在建工程建设进度，同时
，计划将水利工程在建投资规模由8000亿元提升至超9,000亿元，水利投资的企稳为PCCP
行业业绩复苏奠定基础。
2011-2017年水利建设投资增速情况

在过往城镇化建设中，国内地面普遍硬化，雨水无法就地下渗，一旦雨水过急，很容易造
成城市内涝。虽然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已不断补强，但由于近年来强降雨频发，导致武汉、巢
湖及南方许多城市内涝灾害层出不穷，海绵城市建设迫在眉睫。

2014年2月国家首次提出海绵城市这一概念，与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相比，海绵城市注重减
少地表径流，加大雨水就地下渗，从而减少防洪压力，实现雨洪的资源化。2015年4月和20
16年4月，第一批和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城市名单依次公布，共计30个城市入选。海绵
城市建设逐步落实到执行层面，大力展开的海绵城市建设也将成为“十三五”期间重要投资主
题。
海绵城市相关政策一览表 海绵城市相关政策一览表 效力层级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名称
发文字号 国务院 2015/10/11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 部委 2014/10/22 住房城乡建设部 海绵城市技术指南-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建成函[2014]275号 2014/12/31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财建[2014[828号 2015/7/10 住房城乡建设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试行）的通知
建办城函[2015]635号 2015/8/12 水利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水利功过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水规计[2015]321号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市场评估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六章
。首先介绍了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海绵城市建设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海绵城市建
设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海绵城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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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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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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1章：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发展背景及实施路径
1.1 中国海绵城市发展背景分析
1.1.1 城市内涝造成经济损失严重
1.1.2 部分城市旱涝急转现象严重
1.1.3 城市管网改造成本高，费效比低
1.2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效益分析
1.2.1 海绵城市建设经济效益分析
（1）减少扩建排水管网的巨额投资
（2）净增成本较低
（3）大幅减少水环境污染治理费用
1.2.2 海绵城市建设社会效益分析
（1）强化城市自然水系循环
（2）减少新建设排水管道的工程量
1.2.3 海绵城市雨水处理效果分析
1.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关键因素分析
1.3.1 海绵城市建设关键点一：海绵体建设
（1）已有海绵体——保护改造
（2）人工海绵体——开发集成
1.3.2 海绵城市建设关键点二：多系统集成
1.4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可行性分析
1.4.1 海绵城市建设政策可行
1.4.2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可行
1.4.3 海绵城市建设效益可行
（1）建设阶段效益分析
（2）运行阶段效益分析
第2章：国际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2.1 国际海绵城市建设现状分析
2.1.1 国际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2.1.2 国际海绵城市建设发展现状
2.1.3 国际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2.2 发达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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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德国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1）德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2）德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案例
（3）德国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4）德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5）德国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2.2.2 瑞士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1）瑞士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2）瑞士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案例
（3）瑞士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4）瑞士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5）瑞士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2.2.3 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1）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2）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案例
（3）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4）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5）新加坡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2.2.4 美国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1）美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2）美国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案例
（3）美国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4）美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5）美国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2.2.5 日本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1）日本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2）日本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案例
（3）日本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4）日本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5）日本海绵城市建设经验借鉴
2.3 国际海绵城市建设经验总结
第3章：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发展现状分析
3.1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
3.1.1 国家规范和标准体系有待建立
3.1.2 涉及多个部门没有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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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法律与财政税收政策不配套
3.1.4 人才队伍缺乏、产业体系薄弱
3.2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发展现状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的要求
。以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约为1.9亿元来算，要实现这一目标，“十三五”期间海绵城市投资总
额将超过2万亿元，未来每年将拉动投资额约4000亿元。
2016-2020E海绵城市市场空间测算

目前在海绵城市方面，韩建河山、龙泉股份及国统股份等上市PCCP管材公司的规划均涉
及了透水混凝土、滤水管及PPP工程项目等海绵城市相关领域，技术研发与产品生产线建设
正逐步推进。在政策推进下，海绵城市市场空间不断扩充，未来有望成为PCCP企业多元化
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3.2.1 海绵城市建设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透水路面以及地下管廊的建设
（2）第二阶段：污水厂提标改造和城市中水回用等项目工程
（3）第三阶段：城市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3.2.2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分析
3.2.3 海绵城市建设成本分析
3.2.4 海绵城市建设已有成效
3.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模式分析
3.3.1 PPP模式分析
3.3.2 城投模式
3.3.3 各部门分段实施模式
3.3.4 各模式利弊分析
3.4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典型案例分析
3.4.1 宜兴市海绵城市建设
（1）宜兴市水环境现状
（2）宜兴市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3）宜兴市海绵城市实施途径
（4）宜兴市海绵城市技术措施
3.4.2 北京市顺义区海绵城市建设
（1）北京市顺义区水环境现状
（2）北京市顺义区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3）北京市顺义区海绵城市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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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市顺义区海绵城市技术措施
（5）北京市顺义区海绵城市建设综合效益
3.5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细分领域分析
3.5.1 市政工程领域
3.5.2 污水处理领域
3.5.3 生态修复领域
第4章：中国海绵城市建设主要试点城市分析
4.1 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1.1 池州市环境资源分析
4.1.2 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1.3 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1.4 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1.5 池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2 镇江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2.1 镇江市环境资源分析
4.2.2 镇江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2.3 镇江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2.4 镇江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2.5 镇江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3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3.1 厦门市环境资源分析
4.3.2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3.3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3.4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3.5 厦门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4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4.1 济南市环境资源分析
4.4.2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4.3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4.4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4.5 济南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5 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5.1 武汉市环境资源分析
4.5.2 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5.3 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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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5.5 武汉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6 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6.1 重庆市环境资源分析
4.6.2 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6.3 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6.4 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6.5 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7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7.1 北京市环境资源分析
4.7.2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7.3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7.4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7.5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4.8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分析
4.8.1 深圳市环境资源分析
4.8.2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规划
4.8.3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规模
4.8.4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体系分析
4.8.5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成效分析
第5章：中国海绵城市建设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5.1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受益企业类型分析
5.1.1 城市园林和生态修复
5.1.2 市政水务
5.1.3 污水处理
5.1.4 市政工程
5.1.5 专用建材
5.2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5.2.1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2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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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4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5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6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7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8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9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5.2.10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6章：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发展趋势与投资前景（ZY LT）
6.1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发展趋势



智研咨询 www.chyxx.com

6.1.1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发展整体趋势
6.1.2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模式趋势分析
（1）建设模式现状
（2）趋势分析
6.1.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技术趋势分析
6.2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前景
6.2.1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整体投资前景预测
6.2.2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细分领域投资前景
（1）城市园林和生态修复
（2）市政水务
（3）污水处理
（4）市政工程
（5）专用建材
6.3 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1：海绵城市水循环图解
图表2：海绵城市与“快排”模式雨水处理效果对比图
图表3：人工海绵体构成及相应维护要求
图表4：主要低影响开发技术
图表5：西雅图第二大道传统方案与海绵城市项目（LID）方案建设费用比较（单位：美元，
%）
图表6：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法规
图表7：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海绵城市发展概况
图表8：新加坡ABC水源计划简介
图表9：日本出台的关于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法律和规划
图表10：中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列表
图表11：中国海绵城市建设成本分析（单位：%）
图表12：我国海绵城市PPP项目中DBFO模式的示意图
图表13：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各模式利弊分析
图表14：宜兴市海绵城市建成区建设目标
图表15：宜兴市海绵城市建成区外建设目标
图表16：宜兴市海绵城市建设总体技术路线图
图表17：北京市顺义区海绵城市建设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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