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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外经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达1.0%~1.5%时，污染的恶化有可能得到基本控制，环境状况能够保持在

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2%-3%时，环境质量可得到改善。

由此可推断，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仅能基本的控制环境恶化，尚

未达到环境质量改善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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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与市政水务相关的排水建设投资为1486亿元，占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的27.4%。

数据来源：财政部

从各方支出占比来看，中央本级支出占比最低，为6%；其

次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占比为38%；地方本级支出的

占比最高，为56%，并且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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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中水体污染防治支出逐年增加，2017为827.3亿元，

占节能环保公共财政支出的14.7%，历年该比例一直维持在

11.0%~15.0%之间。

数据来源：财政部

“十二五”期间，投资总合计为7150.7亿元，比“十二五”期

间水污染防治投资需求1.36万亿元少了将近47.4%。 “十三五”

保守估计投资需求约为4.7万亿元以上。2016年水污染防治全

社会投资额仅为1552.7亿元，且2017年以来，受到政府“去

杠杆”及PPP规范等影响，水污染治理投资情况也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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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E20水业研究中心

2017年我国城镇（包含城市、县城，不包含建制镇）污水排

放量达到593.7亿立方米，污水处理量达到556.9亿立方米，

污水处理率达到94%。

2017年，城镇污水处理厂能力达到18749万立方米/日，占城镇污

水处理能力的90.4%，城镇其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为1981万

立方米/日，且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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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城镇污水处理开始起

步，至今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工程体系。从总体上看，虽然污水处

理发展是在排水管网建设之后，但从技术水平和理念上看，管网

建设确滞后于污水发展。

污水处理率 PK       污水收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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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2017年相比，到2020年，城镇新增污水厂处理能力2169.2万立方米/日，达到20918万立方

米/日。按照吨水投资3000元计算，2018-2020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新增投资额约650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E20水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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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15年发布的国标征求意见稿抑或是北京、天津等各地方标准，最高排放限值均要严于GB18918-2002

中一级A的标准。国标征求意见稿中的特别排放限值，除总氮外其余指标均达到了地表IV类水的标准。

项目 III类 IV类 V类

COD 20 30 40

氨氮（NH3-N） 1.0 1.5 2.0

总磷（以P计）
0.2

（湖、库 0.05）

0.3

（湖、库 0.1）

0.4

（湖、库 0.2）

总氮

（湖、库，以N计）
1 1.5 2.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北京市地标，B标准已达到了准地表IV水的标准，而A标准，

则几乎达到了地表III类水的标准；

天津市地标，B标准严于国标中一级A标准，而A标准则达

到准地表IV类水标准；

浙江征求意见稿，日均值达到准地表IV水标准。



>>>>>>>>
>>>>>>>>

控制项目

国标

(GB18918-

2002)

国标征求意见稿

（GB18918-20**）

北京

(DB11/890-2012）

天津

（DB12/599-2015）

浙江

（DB33-****）

安徽-巢湖

（DB34/2710-2016）

江苏-太湖

(DB32/1072-2018)

一级A 特别排放限值 A B A B 日均值 处理厂I 处理厂II 一、二级 其他

COD 50 30 20 30 30 40 30 40 50 40 50

总氮 15 10/152 10 15 10 15 10(12)2 10(12)2 15 10(12) 12(15)

氨氮 5(8)1 1.5(3)/3(5)1,2 1.0(1.5)3 1.5(2.5)3 1.5(3.0)4 2.0(3.5)4 1.5(3.0)4 2.0(3.0)4 5.0 3(5)1 4(6)1

总磷 0.5 0.3 0.2 0.3 0.3 0.4 0.3 0.3 0.5 0.3 0.5

注： 1.括号外数值为水温>12°C时的控制指标；括号内数值为水温≤12°C时的控制指标；

2. “/”左侧限值适用于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的地区；

3. 12月1日-3月31日执行括号内的排放限值

4.每年11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执行括号内的排放限值；

国家及地方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对比

安徽及江苏的地方标准较为特殊，均是针对敏感区域巢湖及太湖设立的。安

徽省巢湖流域接纳污水中工业废水<50％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较严格，

严于国家标准中的一级A标准；江苏地标中将太湖流域地区划分成一、二级

保护区和其他区，其中一二级保护区执行相对严格的标准，也严于目前国标

中的一级A。



提标改扩建
商业模式稳定
价格机制成熟

存量提标需求较大

市场供需风险
价格机制风险
政府谈判风险

新建设施或存在较高风险

地表四类
碳源
设备改进
……

提标，“独角兽”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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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提标需求较大，且存量的运营易于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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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20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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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含水率降低与体积、处理方法及污泥状态示意图

研究表明，1m3含水率为95%以上的生活污水污泥，其

体积约1000L。随着含水率(%)降低，其体积迅速减小。

如含水率降到85%，其体积只有原来1/3(约333L)；降到

65%，其体积只有原来的1/7(约143L)；进一步降低到

20%，则只剩下1/16(约62.5L)。

污泥的含水率与污泥体积密切相关，以含水率95%降至90%时的污泥为例，其体积可减小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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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污泥营养物质含量范围(%)

数据来源：E20研究院，《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

有时需对污泥或沉渣中的有机物及无机物的成分来做进

一步的分析，例如有机物质中蛋白质、脂肪及腐殖质各占的

百分数，污泥中的肥料成分，如总氮、氨氮、鳞及钾的含量。

污泥中的有机物、腐殖质可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保水性能

和保肥能力，是良好的土壤改良剂。

通过分析污泥的成分，采取恰当的处理处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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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20水业研究中心

在建污泥项目处理技术占比

通过对全库500余个项目统计分析，目前污泥处理技术仍以能源干化和机械脱水为主。在建项目中能源干化和机械脱水项目

占比所有增加，资源化处置方式占比有所下降。

全库污泥处理技术占比（含已运营及在建项目）

数据来源：E20水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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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区域全库污泥项目处理技术统计

区域选择方面，全库项目统计，东北区域好氧发酵占比相对较高；东部区域能源干化占比优势明显；西部区域技术选择

相对多样性，好氧发酵、机械脱水、能源干化、厌氧消化占比均在20%-30%左右，能源干化、厌氧消化相对较高，为

29%；中部区域与西部区域技术选择模式类似呈现多样性局面，机械脱水、厌氧消化占比相对较高，在25%左右。

数据来源：E20水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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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E20研究院数据统计，2018年城镇湿污泥产生量达到4646万吨，无害化处置率为57%。

数据来源：住建部《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运行情况的通报》，《中国城市建
设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E20水业研究中心。

2010-2018年城镇污水产生量与湿污泥产生量

数据来源：E20水业研究中心。

2015-2018年全国湿污泥无害化处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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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运营规模及规划规模对比图（单位：万吨/日）

据E20研究院数据统计，2017年全国已运营污泥项目总规模为6.26万吨/日，2018年增加至7.42万吨/日。2019-

2020年，无害化处置规模至少新增2.33万吨/日，市场处置设施总投资将超过100亿元。

数据来源：E20水业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E20水业研究中心



行业未来
需求变化

>>>>>>>>
>>>>>>>>



>>>>>>>>
>>>>>>>>

脱虚向实----重技术、生态、运营、人民、数据；资本、市场属性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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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保行业动辄万亿级的市场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需多加考量，

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从长远看的，而非一时，

我们看到了市场是无限的，却没有看到市场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可以说如果，

钱最值得花的地方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一直以来是行业的短板，

而又恰恰是未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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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同行 筑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