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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世界上淡水资源不足，已成为人们日益关切的问题。作为水资源的开源增量技术，海水淡化

已经成为解决全球水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中国也属于世界上贫水国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仅

为世界人均量的1/4，并且水资源分布不均，大量的淡水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仅为南方

的1/4。可以说，整个淡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 

近年来，我国海水淡化有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化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20年底，全国现有海

水淡化工程135个，工程规模1651083吨/日。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40个，工程规

模1452448吨/日；千吨级及以上、万吨级以下海水淡化工程50个，工程规模188894吨/日；千吨

级以下海水淡化工程45个，工程规模9741吨/日。2020年，全国新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4个，工

程规模64850吨/日，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主要用于沿海城市钢铁、电力、冶金

等工业用水以及海岛地区生活用水。 

2020年9月，自然资源部答复《关于支持山东开展全国经略海洋综合试点，推动海洋强国建设

的提案》时，提出应推动在沿海严重缺水城市开展海水淡化规模化应用试点，以及反渗透膜

等关键技术装备研发，提高装备国产化水平，进一步降低成本，通过中央预算内资金对符合

条件的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海水淡化国产装备研发制造、自有技术成果转化等项目予以支持

，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1年5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自然资源部印发《

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9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国海水淡

化总规模达到290万吨/日以上，新增海水淡化规模125万吨/日以上，其中沿海城市新增105万

吨/日以上，海岛地区新增20万吨/日以上。海水淡化关键核心技术装备自主可控，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海水淡化利用的标准体系基本健全，政策机制更加完善。2021

年9月29日，由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主持制定的海水淡化领域国际标准

《海洋技术-反渗透海水淡化产品水水质-市政供水指南》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官网上发

布，该标准是我国主导的首项海水淡化国际标准。《天津市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若干规定

》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将国家关于

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部署安排和政策措施，落实转化为具体法规规范，为打造现代海洋城市

、助力海洋强国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海水淡化市场研究与未来前景预测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海水淡化的定义、处理工艺等，接着分析了国际国内海水利用行业和海水淡化产

业的现状，并对中国海水淡化等其他水处理工业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详实全面的分析。随后，

报告对海水淡化产业做了区域发展分析、技术研发分析、装置发展分析和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最后分析了海水淡化产业的未来前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海洋局、产业研究报告



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

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海水淡化行业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海水淡化相关行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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