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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为模板参考范文，不作为投资建议，仅供参考。报告产业

背景、市场分析、技术方案、风险评估等内容基于公开信息；项目建

设方案、投资估算、经济效益分析等内容基于行业研究模型。本报告

可用于学习交流或模板参考应用。 

 



 

 

第一章 市场分析 

一、行业技术水平、特点 

1、智能水表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我国水表市场当前仍以机械式水表为主要的市场占有产品。智能

水表虽已发展多年，但前期饱受技术稳定性的困扰，无法实现大规模

量产。直至近年，主要厂商在技术稳定性上实现突破，智能水表行业

开始快速成长。与超声波、电磁等新一代智能水表产品（智能水表 2.0）

的设计与制造相关技术已成为水表企业共同探索与研究的重点。水流

量传感与信号处理技术、高性能超声换能器、精密计时芯片、低功耗

励磁与微弱信号处理技术、计算机仿真与优化技术和无线网络接入技

术等突破与成熟，为智能水表生产制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超声

波水表是超声波测流技术在水表上的具体应用，具有准确度高、始动

流量低、压力损失小以及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已被行业广泛视为下一

代智能水表的发展方向，将带动整个水表制造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2、智能燃气表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我国燃气表市场当前仍以膜式燃气表为主，远传燃气表的市场占

有率逐年提升。远传燃气表具有远程抄表监控、提高抄表效率、实现

无卡预付、远程调价、阶梯气价和动态自动组网等优势。目前行业的



 

 

整体技术水平正处于推动第一代智能燃气表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和向

超以声波燃气表为代表的第二代电子智能燃气表过渡的早期阶段。 

3、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国内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技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处于

二、三过渡期。第一阶段：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基础建设。包括基

础物联网构建，基础信息系统建设，如 SCADA 监测系统、收费系统等，

多为单一信息化系统，未实现统一管理。第二阶段：建立相对完善的

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并推动一体化整合。包括以 GIS 为基础的管网资

产管理系统、以 SCADA 为基础的调度管理系统、以抄表为基础的分区

计量系统、基于精准定位的移动化巡查系统、离线水力模型及水质模

型系统等应用，实现业务管理的智能化和综合化。第三阶段：数据融

合实现一体化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利用物联网、实时水力模型、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打通各业务系统，整合不同数据源，通过各类应用

算法的支持实现集智慧分析、智慧预警和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管理平台。 

未来，随着水务企业数据采集向海量化和复杂化发展，对信息管

理系统的整体计算能力和计算速度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催生水务大数

据与云计算、边缘计算技术的结合。通过先进的计算方式可对大数据



 

 

进行深度分析，建立可靠、契合实际的运算模型，对将来事件进行预

测，并持续修正、优化，以提升水务公司综合管理水平。 

4、智慧燃气信息化系统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目前国内的智慧燃气信息化行业形成了以 SCADA、GIS、巡线、抄

表收费等信息化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体系，实现了初步的智慧

燃气信息化。在运行调度方面，具备了远程数据监测、巡线管理、气

量调配、输差管理、抢维修工单等功能；在用户服务方面，实现了抄

表收费、立户报装、呼叫工单、线上缴费，提高了燃气公司的服务质

量；在管网设计维护方面，借助地理信息及定位系统，管网规划、运

行、管理、辅助决策的现代化处理手段得以有效应用。整体而言，初

步的智慧燃气信息化框架已然建立。 

智慧燃气信息化的技术发展方向是通过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

算、位置服务、智能控制、数据挖掘等 IT 技术与燃气业务相融合，在

原有燃气企业信息化业务系统基础上实现纵向应用深化以及横向业务

关联，打破数据孤岛，构建燃气企业各类业务智能化应用以及顶层的

决策分析平台，提升燃气企业综合管理水平。 

二、行业技术水平、特点 

1、智能水表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我国水表市场当前仍以机械式水表为主要的市场占有产品。智能

水表虽已发展多年，但前期饱受技术稳定性的困扰，无法实现大规模

量产。直至近年，主要厂商在技术稳定性上实现突破，智能水表行业

开始快速成长。与超声波、电磁等新一代智能水表产品（智能水表 2.0）

的设计与制造相关技术已成为水表企业共同探索与研究的重点。水流

量传感与信号处理技术、高性能超声换能器、精密计时芯片、低功耗

励磁与微弱信号处理技术、计算机仿真与优化技术和无线网络接入技

术等突破与成熟，为智能水表生产制造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超声

波水表是超声波测流技术在水表上的具体应用，具有准确度高、始动

流量低、压力损失小以及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已被行业广泛视为下一

代智能水表的发展方向，将带动整个水表制造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2、智能燃气表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我国燃气表市场当前仍以膜式燃气表为主，远传燃气表的市场占

有率逐年提升。远传燃气表具有远程抄表监控、提高抄表效率、实现

无卡预付、远程调价、阶梯气价和动态自动组网等优势。目前行业的

整体技术水平正处于推动第一代智能燃气表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和向

超以声波燃气表为代表的第二代电子智能燃气表过渡的早期阶段。 

3、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国内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技术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处于

二、三过渡期。第一阶段：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的基础建设。包括基

础物联网构建，基础信息系统建设，如 SCADA 监测系统、收费系统等，

多为单一信息化系统，未实现统一管理。第二阶段：建立相对完善的

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并推动一体化整合。包括以 GIS 为基础的管网资

产管理系统、以 SCADA 为基础的调度管理系统、以抄表为基础的分区

计量系统、基于精准定位的移动化巡查系统、离线水力模型及水质模

型系统等应用，实现业务管理的智能化和综合化。第三阶段：数据融

合实现一体化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利用物联网、实时水力模型、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打通各业务系统，整合不同数据源，通过各类应用

算法的支持实现集智慧分析、智慧预警和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管理平台。 

未来，随着水务企业数据采集向海量化和复杂化发展，对信息管

理系统的整体计算能力和计算速度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催生水务大数

据与云计算、边缘计算技术的结合。通过先进的计算方式可对大数据

进行深度分析，建立可靠、契合实际的运算模型，对将来事件进行预

测，并持续修正、优化，以提升水务公司综合管理水平。 

4、智慧燃气信息化系统行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特点 



 

 

目前国内的智慧燃气信息化行业形成了以 SCADA、GIS、巡线、抄

表收费等信息化系统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体系，实现了初步的智慧

燃气信息化。在运行调度方面，具备了远程数据监测、巡线管理、气

量调配、输差管理、抢维修工单等功能；在用户服务方面，实现了抄

表收费、立户报装、呼叫工单、线上缴费，提高了燃气公司的服务质

量；在管网设计维护方面，借助地理信息及定位系统，管网规划、运

行、管理、辅助决策的现代化处理手段得以有效应用。整体而言，初

步的智慧燃气信息化框架已然建立。 

智慧燃气信息化的技术发展方向是通过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

算、位置服务、智能控制、数据挖掘等 IT 技术与燃气业务相融合，在

原有燃气企业信息化业务系统基础上实现纵向应用深化以及横向业务

关联，打破数据孤岛，构建燃气企业各类业务智能化应用以及顶层的

决策分析平台，提升燃气企业综合管理水平。 

三、行业技术门槛和壁垒 

当前行业内参与企业仍以传统机械仪表生产商为主，该等企业普

遍规模偏小，缺乏完整的电子、软件与智能化开发的技术基础与技术

团队。智能仪表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受制于技术复杂、发展时间尚

短，当下还未建立完全统一的技术路线和标准，较高的研发投入壁垒

使得目前广泛参与市场的小规模仪表生产企业多数无力持续更新技术，



 

 

无法跟上行业更新换代的步伐，在愈演愈烈的行业竞争中“掉队”将

难以避免。 



 

 

第二章 项目投资背景分析 

一、智能水表行业概况 

1、定义 

水表是记录流经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一种仪表。智能水表是以

流量传感与信号处理部件为基础，通过内置嵌入软件系统及算法进行

电子计量，具有或部分具有流量参数检测、数据处理、数据通信、数

据显示或存储、电控阀受控启闭等功能的电子水表或带电子装置的水

表。 

2、分类 

2018 年国家颁布的水表标准《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饮用冷

水水表和热水水表》（GBT778.1/2/3/4/5-2018）将水表分为机械水表、

带电子装置水表和电子水表三类，其中后两类属于智能水表范畴，超

声波水表是智能水表的代表产品。 

3、国内行业发展概述 

我国水表行业起步于上世纪 30 年代。经历了约半世纪的发展停滞

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诞生了众多行业企业，继而催生了行业的

迅速发展。企业数量、产品类型和质量等均飞速增长，行业发展黄金

期到来。 



 

 

行业快速发展初期，国内水表多为传统机械水表产品，即通过水

流冲击叶轮，叶轮传动进行流量采集，并通过表盘指针转动进行流量

统计。传统机械水表因采用简单的机械装置传动进行计量，因此不可

避免地产生计量精度低、始动流量高、传统部件易磨损、使用寿命短

等诸多产品缺点，以及人工抄表导致的抄表效率低、人为或过失导致

的表损等使用缺陷。 

新世纪以来，受益于传感器应用技术、远程通讯技术、无线射频

技术的逐步成熟以及一户一表、阶梯水价等政策的贯彻推行，通过在

机械水表中设置机电转换装置的智能机械水表应运而生，智能水表的

用户数量迅速增长。当前，我国远传水表的性能和技术指标已接近国

际先进水平。 

二、行业竞争格局 

1、水表行业竞争格局 

近年来“十三五规划”、“阶梯水价”、“智慧城市”、“一户

一表”、“农村水安全工程”等政策规定及六年强检的硬性要求，推

动我国国内智能水表的市场需求激增，行业主流产品从机械式水表向

智能水表过渡已成为大势所趋。目前，我国的机械水表生产行业处于

群雄逐鹿的局面中，行业集中度不高。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在全国从

事水表加工生产的大小厂家约有 600 多家，其中多数厂商以机械水表



 

 

为主要产品。业内鲜有掌握核心技术并具备百万以上水表年产能的规

模企业，如宁波水表、新天科技、三川智慧等。智能仪表属于技术密

集型行业，较高的研发投入壁垒使得目前广泛参与市场的小规模仪表

生产企业多数无力持续更新技术，无法跟上行业更新换代的步伐，在

愈演愈烈的行业竞争中“掉队”将难以避免。 

2、燃气表行业竞争格局 

我国目前传统膜式燃气表与智能燃气表均存在市场需求。在传统

燃气表行业，由于产品成熟早、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参与企业数量庞

大，因此竞争激烈，整体利润空间有限；在智能燃气表行业，由于存

在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产品受到市场接受前需要经过较长的技术沉

淀、产品试用周期和客户积累。由于智能燃气表产品升级较快、技术

含量高、市场需求增长较快，掌握先进核心技术的智能燃气表生产企

业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享有产品和市场带来的较高利润空间。据中

国计量协会燃气表工作委员会统计，目前我国从事燃气表生产厂家有

100 余家，其中金卡智能、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真兰

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千嘉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占据了国

内燃气表行业 30%以上的市场份额。 

3、智慧水务信息化系统行业竞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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