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排水阀门制造行业发展概况 

天风证券——龚涵 

1、行业总体发展概况 

阀门是管路流体输送系统中的控制部件，用来改变通路断面和介质流动方向，

可用于控制空气、水、蒸汽、各种腐蚀性介质、泥浆、油品、液态金属和放射性

介质等各种类型流体的流动，具有截止、调节、节流、止回、导流、稳压、分流

或溢流泄压等功能。阀门按照应用领域可分为给排水阀门、海水淡化阀门、烟气

脱硫阀门、石油天然气阀门、核电阀门等。其中，给排水阀门是指用于生活供水、

排水、消防系统及工业给排水系统，用于控制流量、水位等的专用阀门。给排水

阀门的应用范围涵盖饮用水、工业用水的给排水管网，以及生活、工业污水处理

的管网。从全球范围内看，给排水阀门用量占全部阀门用量比例约 11.4%，是阀

门行业的重要细分应用领域。 

给排水阀门通常按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类： 

分类 用途 类别 

截断阀类 用于截断或接通介质流 
闸阀、碟阀、截止阀、隔膜阀、球阀、

旋塞阀、柱塞阀、球塞阀、针型仪表阀等 

调节阀类 用于调节介质的流量、压力等 调节阀、节流阀、减压阀等 

止回阀类 用于阻止介质倒流 各种结构的止回阀 

分流阀类 用于分离、分配或混合介质 各种结构的分配阀和疏水阀等 

安全阀类 用于介质超压时的安全保护 各种类型的安全阀 

此外，按照给排水阀门口径大小，行业通常将其分为普通口径阀门（公称口

径小于 350mm）、大口径阀门（公称口径大于 350mm）和超大口径阀门。其中，

大口径阀门对产品技术和性能要求较高，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设备，目前行业

内能生产大口径和超大口径阀门的企业数量较少。 

我国阀门行业经过了 50 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只能生

产 600 多个品种系列，2,700 多个规格的阀门产品，缺乏设计生产高参数、高技

术含量的阀门的能力。为了满足我国工农业生产迅猛发展对高参数、高技术含量



 

 

阀门的需求，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开始采取自主开发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

方式研发阀门技术，部分阀门制造骨干企业加大了技术研发力度，出现了阀门引

进技术的高潮，我国阀门制造水平和产品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自 20 世纪末以

来，阀门行业有了更快的发展，阀门厂家由小变大，研制和生产等各方面都在不

断进步，已能生产闸阀、截止阀、节流阀、球阀、蝶阀、隔膜阀、旋塞阀、止回

阀、安全阀、减压阀、疏水阀和其它阀门共 12 大类，3,000 多个型号，40,000

多个规格的阀门产品。  

阀门行业的发展历程大体代表了给排水阀门的发展过程。1990 年后，随着

全球性水资源紧张、控制全球性环境污染、保护绿色生态等问题的提出，对给排

水阀门产品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极大促进了给排水阀门技术的快速发展。国

内部分企业不断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给排水阀门先进技术，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

行自主开发改进，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推出，高效、节能、操作灵活可

靠、寿命长的产品不断出现。  

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给排水阀门企业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城市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等配套生产了大量的阀门产品，同时还为三峡水利

枢纽、“南水北调”等生产配套阀门产品，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产品设计能

力和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总体上，目前我国给排水阀门制造业已基本能够满足绝

大部分国民经济建设所需的给排水阀门产品的生产。 

2、我国给排水阀门制造行业发展现状 

规模方面，目前我国的给排水阀门市场迅速扩张，随着我国城镇供水设施改

造规划、节水环保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水利工程项目的逐步实施，我国给排水阀

门行业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在取得一定技术成就的同时，我国阀门行业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大多数

阀门企业的研发中心受人员、设施的限制，研发与技术服务能力均较封闭，主要

是根据所属企业需求进行服务，即根据销售订单进行阀门设计、工艺编制和阀门

生产过程中的现场技术处理，或者从事少量的新产品研发，一些关键技术没有被

完全掌握。国内产学研合作程度较低，缺少国家级的阀门技术工程中心。 



 

 

市场竞争方面，我国阀门行业是充分竞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据全球

化工设备网统计，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共有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 2000 万元以

上）的阀门和旋塞制造企业 1,806 家，资产总额 1948 亿元，同比增长 2.01%；生

产阀门 994.11 万吨，同比增长 1.32%；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66 亿元，同比增长

-0.47%；实现利润总额 172 亿元，同比增长-5.78%；实现出口交货值 344 亿元，

同比增长-8.58 亿元。 

由于国内外需求的带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阀门行业。目前给排水

阀门行业竞争呈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大量的阀门企业集中于低端产品领域进行

激烈竞争，利润水平低；另一方面一些阀门企业通过与国外大型厂商合作，在消

化吸收国外产品标准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加强自身研发能力，生产出高附加值的

产品。由于给排水阀门行业的低集中度和资源的分散，大量资源存在于低端阀门

领域，生产能力不均衡，预计未来给排水阀门行业将经历行业发展的兼并重组阶

段，行业内实力较强的企业将进入新的高速发展期。 

3、市场需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常年保持较高水平，2015 年我国 GDP 增

速为 6.90%，向经济增长的“新常态”稳步过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国内阀门行业整体上保持平稳，景气程度高于全球水平。全球阀门市场主

要集中于经济和工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多

年保持快速增长，阀门需求量不断提高，日益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阀门消费市

场。 

从国内下游应用行业需求现状来看，供水、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

造为给排水阀门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1）污水处理领域 

随着我国居民的环保意识的增强，国家政策逐渐向节能环保方向倾斜，污水

处理行业迎来较好的发展机会。国家对于水污染防治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规范

了污水处理市场，促进了污水处理能力及污水处理率提高，也促使全国各地的污

水处理项目增加，加快了对环保水工设备的需求。2006-2010 年，我国污水处理



 

 

行业投资额度有大幅增长，由 275 亿元增加到 860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33%。 

 

资料来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由上图可以看出，虽然污水处理行业 2012 年产值增速有所下滑，但是仍然

保持着绝对值的增长，由于国家对污水处理行业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预计未来

我国环保水工设备和阀门的需求规模将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 

（2）给排水领域 

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对市政供排水要求日益提升，能够进一步带动城

镇供水系统及供水管道的建设和改造，促进给排水阀门市场的快速发展。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水利行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将掀起新的高潮，为

给排水阀门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根据《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二五”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以

下简称《城镇供水规划》），“十二五”期间，重点落实任务如下： 

规划任务 完成指标 投资额（亿元） 

供水设施改造 

水厂改造 

1、设市城市改造水厂规模0.48亿立方米/日。

2、县城改造水厂规模0.13亿立方米/日。3、

对重点镇的设施简陋的水厂进行改造，规模

0.06亿立方米/日。 

465 

管网更新改

造 

对使用年限超过50年和灰口铸铁管、石棉水

泥管等落后管材的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
835 



 

 

共计9.23万公里，其中：设市城市4.20万公

里，县城2.51万公里，重点镇2.52万公里。 

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 

对供水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的二次供水设施

进行改造，改造规模约0.08亿立方米/日，涉

及城镇居民1390万户。 

940 

新建供水设施 

新建水厂 

新建水厂规模共计0.55亿立方米/日，其中:

设市城市0.31亿立方米/日，县城0.15亿立方

米/日，重点镇0.09亿立方米/日。 

- 

新建管网 

新建管网长度共计18.53万公里，其中：设

市城市6.79万公里，县城5.77万公里，重点

镇5.97万公里。 

1843 

“十三五”规划中依旧提出要实行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随着国家对于城

镇供水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工作的不断开展，对于给排水阀门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 

4、行业上下游关系 

从整个产业链来看，给排水阀门制造行业的上游主要是钢铁行业，下游主要

是各类水务公司、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各类给排水用户。 

给排水阀门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如下： 

 



 

 

钢铁行业是给排水阀门的最主要上游行业之一，其中钢铁成本占到阀门生产

全部原材料采购成本的 50%以上，钢铁价格与阀门生产成本高度正相关。给排水

阀门行业产品价格调整的参照依据之一，即是钢铁产品价格。钢铁行业作为国家

基础行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的严格控制，目前钢铁价格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利于

阀门行业降低成本。近年来球墨铸铁价格趋势如下： 

数据来源：wind 

给排水阀门主要应用于城市、建筑、企业给排水工程、工业及生活污水处理

和水利工程等领域，下游行业对给排水阀门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牵引和驱动作

用，需求变化直接决定了行业未来的发展状况。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

重点投资的领域依旧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这些领域所需的水工产品将继续

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以此带动给排水行业的持续发展。 

5、行业周期性、区域性、季节性 

周期性：受冶金、电力、化工、核电、市政建设等行业的周期性影响，阀门

行业的生产经营有一定的周期性。《二〇一四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指出，2015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5.6%，降幅比 2014 年扩大 0.8

个百分点，我国政府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依旧明确提出了节能环保的需要，

随着国家有关节能、环保政策的出台，以及市政、环保行业投资规模的持续增长，

给排水阀门行业也将继续处于稳定上升阶段。 



 

 

区域性：近年来，中国阀门企业区域集中度不断上升，在部分区域形成了产

业集群，从地区分布看，我国阀门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浙江温州是中

国最大的泵、阀制造中心，其中仅永嘉县就聚集了各类泵阀企业 600 多家，年产

值近百亿，占全国同类市场份额的 25%以上，被称为“中国泵阀之乡”。此外，

东北、华南和华中地区也是阀门生产集中地。（资料来源：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

会阀门分会）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机电数据网 

季节性：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受气候影响，冬天是工程施工的淡季，供水、排

水工程领域给排水阀门需求在 1-3 月份会出现阶段性的回落，长江以南地区则无

此影响。整体来看，给排水阀门行业 7-12 月份的整体销量高于 1-6 月份。 

6、主要壁垒 

我国阀门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准入门槛较低，竞争激烈，进入本行业

将主要面临资质壁垒、资金壁垒、研发和经验壁垒以及客户和品牌壁垒，具体如

下： 

（1）资金壁垒 

给排水阀门行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首先，行业生产所需的土地、厂

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其次，下游客户及工程总承包商倾向于

“一站式采购”，这就要求阀门生产商对标准产品保持一定规模的安全库存，此

69.03%
3.54%

6.38%

0.49%

7.42%
7.03%

6.11%

华东 西南 华北 西北 东北 华南 华中



 

 

外，阀门厂商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是钢铁铸件，为降低采购单价及运输成本，

通常单批采购量较大；此外，给排水阀门主要用于各类给排水工程建设，按照工

程行业惯例，工程业主采购的设备款通常分批支付，并且在工程完工后安全运行

一段时间后才能结清全部货款，资金周转周期较长，对新进入企业构成资金壁垒。 

（2）研发和经验壁垒 

我国给排水阀门行业产品种类繁多，客户在进行产品采购时，其需求通常具

有“小批量、多品种、一站式”的特点，这使得给排水阀门供应商很难通过大规

模生产来降低成本，提供定制化零部件的企业通常要在满足客户高质量、低成本

需求的同时保证自身持续盈利。这就要求定制化服务商必须能在理解客户要求的

基础上快速进行产品和工艺设计，管理供应链及组织生产，需要企业具有较强的

研发能力，而研发经验需要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 

（3）客户和品牌壁垒 

给排水阀门作为给排水工程及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整个给排水工程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因此客户在选择设备供应商方面通常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充

分考虑产品质量的可靠性、售后服务能力、设备的安全性、历史业绩、生产资质

等因素。其中历史业绩是客户较为重视的指标，而给排水阀门供应商要在行业内

取得业绩一般需要 3-5 年时间。其次，销售网络的建立成本较高，先进入企业一

旦和大客户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新进入企业将较难争夺其市场份额，因此本

行业对新进入企业具有一定的品牌和客户壁垒。 

7、行业发展趋势 

（1）阀门制造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建设基本趋于稳定，城市水道管网铺设对给排水阀门

的需求量十分有限，同时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

不断增强，城镇化建设速度逐步加快，城市管网建设对给排水阀门的需求不断增

加，越来越多的国际阀门品牌企业将自身的市场拓展空间指向发展中国家通过在

当地设立分厂或者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拓展市场。此外，原材料供应、

人工成本、环保标准提高等因素制约也推动一些发达国家的给排水阀门生产基地



 

 

开始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阀门全球分工的重新调整以及市场需求地域转变，

给发展中国家阀门生产企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为我国阀门生产企业带来

了发展契机。 

（2）产品的整体性能要求提高 

给排水阀门多数用于城镇居民生活用水以及工业用水的管网建设。阀门的质

量、性能与环保能力直接影响基础建设的质量。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不断落实、

人们对自身健康以及饮用水要求越来越高、给排水管网建设要求不断提升，用户

对给排水阀门的整体性能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要求生产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来提

高产品的质量、防腐、环保、节能等性能，对于以单纯制造为主、缺乏核心技术

与工艺的企业，发展将会面临瓶颈。 

（3）阀门行业面临整合，集中度将提高 

我国阀门生产企业众多，多数是低端产品，以价格战参与市场竞争。随着各

种因素的影响，价格的影响因子将逐步下降，用户更多会采购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单纯只靠价格竞争抢占市场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竞争方式的转变必然导致一批

小厂面临倒闭、被收购或者被整合。而强调技术工艺发展的企业将会依靠自身技

术积累以及规模优势成为行业发展的受益者。 

（4）高性能阀门国产化趋势加大，阀门出口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大型工程项目所需要的高

端阀门数量将急剧增加。目前，我国进口阀门产品多与国内重点工程相关设备相

配套，关键部位技术含量较高，材料以及制作难度较大。随着行业装备条件、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给排水阀门产品将逐步向高技术含量、高参数、耐腐蚀、

长寿命方向发展。今后，国内阀门行业的总体水平将大大提升，高性能阀门将不

断提高国产化，大量阀门出口也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