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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科观察：膜产业发展势不可挡 区域化经营机会凸显

2012-07-23 清科研究中心 李 芬

分离膜（简称“膜”）作为一种关键性能材料，凭借其战略性地位，在当前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会迎

来一个快速发展期。很多膜相关企业借此机会不断扩张，扩大市场份额，蕴藏了一定的投资潜能，尤其

是具有技术优势和区域优势的企业投资价值更加明显。

膜是分离两相和作为选择性传递物质的屏障，具有选择性透过功能。而膜分离技术以膜为分离介质，

可以使混合物分离，并实现产物的提取、浓缩、纯化等目的。目前，膜材料 90%应用于水处理，因此，

水处理领域的行业鼓励政策也使得膜产业迎来了战略发展机遇。饮用水提标、市政污水“十二五”投资

及海水淡化加快发展将会极大地推动膜产业的发展。

在市政给水领域，卫生部 2006 年出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已经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监测指标从原来的 35 项提高到 106 项。有数据表明，截至 2010 年，膜处理工艺

在我国市政给水领域的覆盖率不到 1%，远低于发达国家膜技术在市政给水领域的覆盖程度，此次饮用水

提标给膜产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空间。在污水处理领域，据《“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

建设规划》，污水处理及相关设施各类投资近 4,300.00 亿元，将给应用在市政污水处理领域的膜市场带

来上百亿元的需求。在海水淡化领域，《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意见》指出，加大热

法膜法海水淡化技术及反渗透海水淡化膜组件的研发力度。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膜研发企业在行业政策的鼓励下，有望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尤其是具有技术先

行优势的早期制膜企业，通过延伸或完善在产业链的布局，达到拥有向客户提供一体化水处理解决方案

的能力，会在下游膜工程应用上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已经能够提供完整的水处理解决方案及有大型膜

工程相关经验，并且具备区域化经营优势的企业，通过复制解决方案更容易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投资

价值明显。

膜产业发展正当时 细分领域是看点

膜作为一种新型材料，膜技术作为一种高科技技术，在我国实际商业化应用仅十余年。目前，国产

的微滤膜、超滤膜、反渗透膜、纳滤膜等的研发都处于攻关阶段，膜技术水平与国际标准相差较大。为

了使膜产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近几年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扶持（表 1）。

表 1 膜产业相关政策列表

发文时间 文件政策 行业相关内容

201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海水淡化产

业的意见》

加大大型热法膜法海水淡化技术及反渗透海水淡化膜组

件的研发力度。

2012
《新材料产业“十二

五”发展规划》

实现各种关键材料品种产业化、规模化，其中包括膜材料。

2011 《中国膜工业协会 十二五期间，中国要在分离膜全领域形成完备的、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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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 的膜与膜组件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能力，膜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2011

《国家“十二五”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攻关高性能分离膜材料技术，重点开发水处理膜、气体分

离膜、特种分离膜等膜材料，推动膜技术在水处理、钢铁、

石化、环保等领域的应用。

2011
《国家环境保护“十

二五”科技发展规划》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膜技术，研发饮用水处理膜组

件。

2007

2005

《当前国家鼓励发展

的节水技术、设备（产

品）目录》

将污水处理设备中的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膜生物反应

器、组合式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装置，海水、苦咸水等利

用设备中的反渗透海水淡化装置，膜法海水淡化设备列为

国家鼓励发展的节能技术和设备。

2006

国家《生活饮用水生

标准》

（GB5749-2006）

生活饮用水标准总指标从以前规定的35项增加到106项，

全部指标于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强制实施。膜法水资源化

技术给水净水系统能够达标。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清科数据库 2012.07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制膜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不断增加，技术瓶颈也在尝试性突破，产业化进程

也在加速，膜产业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包括上游膜材料的研发和销售、中游膜组件的生产和销

售、以及下游膜工程应用（图 1）。典型企业有上市公司碧水源：碧水源早期以承包工程为主，并已占据

国内一半以上大中型 MBR 污水处理项目市场，后逐渐投资于膜组器和膜材料的产能扩建，完善了产业链。

目前，行业中膜应用相关的重点企业如表 2 所示。

图 1 膜产业链

上游：膜材料

中游：膜组件

下游：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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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膜产业相关重点企业

企业 细分领域 上市情况

碧水源
膜组件研发及应用

（MBR 膜组件）

300070

（2010-04-21，SZ）

津膜科技
膜技术研发及应用

（中空纤维膜）

300334

（2012-07-05，SZ）

万邦达
膜应用

（水处理、膜组件外购）

300055

（2010-02-26，SZ）

南方汇通
膜组件研发

（反渗透膜）

000920

（1999-06-16，SZ）

海南立升
膜技术研发及应用

（超滤膜）
未上市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2.07

资本掘金“膜”法水处理 技术难关是瓶颈

水处理作为膜产业下游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也是膜材料的主要去向：微滤膜主要应用于污水、废

水处理等领域；超滤膜在污水、废水处理及回用和给水净水领域应用广泛；纳滤膜主要应用于纯净水、

软化水、无离子水、海水淡化等方面；而反渗透膜可应用在海水淡化等领域。概括来说，膜技术的水处

理应用主要包括在以下方面：污水处理及回用、给水净化、海水淡化（表 3）。

表 3 膜技术的水处理应用

膜
技
术
的
水
处
理
应

用

污水处理及回用

（微、超滤膜）

市政污水处理及回用

工业废水处理及回用

给水净化

（纳滤膜）

市政给水净化

工业给水净化

海水淡化

（反渗透膜）

苦咸水淡化

海水淡化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2.07

水处理作为环保行业下的细分领域，借助政策东风，已经成为各大机构追逐的焦点。据清科数据库

统计，2006-2012 年上半年中国水务行业披露的 VC/PE 投资案例达 58 起，其中 52 起披露了金额的案例

共涉及投资金额 8.63 亿美元（图 2）。但是，在 2010-2012 年上半年期间，膜技术开发与应用领域的企

业获得的投资数量并不多（表 4）。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技术的难度系数高和利润的不确定

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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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2H1 中国水务行业 VC/PE 投资统计

2006-2012H1中国水务行业VC/PE投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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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2.07                                                   www.zdbchina.com

表 4 2010-2012H1 部分膜相关企业获 VC/PE 投资情况

受资方 投资机构 投资时间
投资金额

（US$M）

东硕环保 北极光 2010-07 5.60

赛诺水务 凯鹏华盈 2010-11 7.00

津膜科技 中信建投 2010-12 0.60

新达科技 鼎晖 2011-03 257.68

联合环境 KKR 2011-08 113.80

超纯环保
松禾资本

红磐基业
2011-10 3.20

来源：清科数据库 2012.07

首先，由于膜技术的难度系数很高，膜相关企业在融资的时候，比较看重投资机构在该行业的丰富投

资经验，期望获得技术上的分享，以及在产业链融合上带来的增值服务。2010 年 11 月，凯鹏华盈完成

对赛诺水务的 700.00 万美元投资。据赛诺水务方面称，接受凯鹏华盈的投资最主要的是看重凯鹏华盈在

行业内的资源，在前期接触时，就牵线美国知名的水处理专家分享膜技术，并选择在美国投资的一家膜

技术企业进行交流，这使得赛诺水务在技术方面获益匪浅。

其次，膜技术属于比较前沿的高新技术，行业的总体利润水平高，在不同的细分领域利润还存在一定

的差异，给膜相关企业的利润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各类膜组件的销售和相应的膜应用方案，运用到不

同的处理领域，产生的利润会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工业领域的企业对膜技术更加专业，应用在工业领

域的水处理方案比运用在市政领域的方案利润要低；即使应用在同一领域，也会由于水质与工艺要求的

不同而使利润出现差别，并且工程的期限通常较长，又会增加利润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者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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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膜发展任重道远 区域化经营机会凸显

虽然资本已经开始关注国内膜产业，但是目前国内膜产业竞争形势严峻，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国外

依赖严重，国际巨头 GE、西门子、旭化成、诺瑞特、科氏、三菱等，几乎在膜材料和膜组件的供应上

占据垄断地位。根据中国水网·水商圈关于《2010—2011 水业设备满意度指数用户调查报告》（系列十

二：膜元件、膜组件）调查报告，国外的膜组件品牌在国内占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图 3、图 4）。

在膜产业市场，国内反渗透膜有 90%来源于进口，超滤和微滤膜进口约 40%；而用于制作膜的原材料

有 50％-70％依赖进口。

图 3 膜元件、膜组件厂商知名度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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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水网•水商圈，清科数据库 2012.07                        www.zd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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