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1日，深圳
市发改委网站公告
深圳市自来水价格
改革听证会拟于 4
月11日召开，共对2
个自来水价格改革
方案进行听证。居
民方面，方案一将
居 民 生 活 用 水 第
一/第二/第三阶梯
水 价 上 调 至 2.67/
4.54/9.35 元/吨，方
案 二 上 调 至 2.94/
5.00/10.29 元/吨 ，
相比现行方案的涨
幅分别为 0%/13%/
17% 及 10%/25%/
28%；非居民方面，
方案一将非居民生
活用水水价上调至
4.76 元/吨，方案二
上调至 4.57 元/吨，
相比现行方案的涨
幅 分 别 为 26% 及
21%。两种方案下
综合水价均从3.449
元/吨调整至3.8991
元/吨 ，涨 幅 均 为
13%。听证会召开、
最终方案选择以及
后续具体落地仍需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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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研报称，2025 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将“深海科技”纳入新兴产业
重点领域，将深海科技与商业航天、低
空经济并列，并强调推动“开展新技术
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
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指引深海领域
从技术探索迈向产业化落地转型。深
海概念已从早期的“深海探测”、“深海
工程”等单一环节转向全产业链。华泰
证券研报认为，深海资源丰富带来的发
展潜力叠加技术趋成熟下，海工、油服、
船舶等公司核心技术转应用将成为新
一轮增长极。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海科
技”概念，催化建设深海产业链。2025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深海科技”纳入新
兴产业重点领域，将深海科技与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并列，并强调推动“开展新
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
动”，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指引深海
领域从技术探索迈向产业化落地转型。
深海概念已从早期的“深海探测”“深海

工程”等单一环节转向全产业链。我们
认为深海资源丰富带来的发展潜力叠加
技术趋成熟下，海工、油服、船舶等公司
核心技术转应用将成为新一轮增长极。

地方政府通过制定规划、召开大会
等形式积极配套“深海科技”发展。地方
政府积极响应深海科技：3月20日，上海
宣布将出台《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
（2025-2035年）》，《上海市海洋观测网规
划（2025-2035年）》；2025年3月14日厦
门市海洋发展局表示将出台《进一步促
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厦门
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2025年
3 月 15 日深圳“深海未来 2025——科技
引领海洋新质生产力大会”召开，汇聚16
家企业，推动深海通信、数字孪生技术产
业化。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深海科技”的
重视有望刺激相关行业发展。

“深海科技”前身是“深海探测”和
“深海工程”，单一环节转型全产业链。
深海概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从
2016 年的“深海探测”、2021 年“深海工

程”、2023 年“深海深地探测”到 2025 年
“深海科技”，反映深海概念已从单一环
节实施向全链条产业的转型。早期深海
概念强调技术突破与装备国产化，本次
升级为涵盖深海探测、通信导航、资源开
发、材料科学、生态保护的全产业链，被
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海洋生产总值超十万亿元，深海科
技以深海资源开发为核心。根据自然资
源部，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超10万亿元，
其中海洋制造业占比超三成。海洋制造
业当前处于高景气：2024年海洋船舶工
业生产总值同比增加14.9%，市占全球第
一；海工装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7年保持
全球首位，2024年海工装备生产总值同
比增加9.1%；海洋化工业生产总值2024
年同比增加6.6%。海洋科技是托举海洋
经济发展的支撑产业，其中深海科技以
深海资源开发为核心，聚焦深海极端环
境下的产业化应用。

深海开发方兴未艾，政策助力企业
技术转应用。华泰证券认为深海资源丰

富带来的发展潜力叠加技术趋成熟下，
相关设备公司核心技术转应用将成为新
一轮增长极。深海领域油气产储错配严
重，截至2022年底，全球深水油气产量占
世界油气总产量的6%左右，而储量占比
接近70%。深海设备技术要求极高且不
易更换，需达到耐高压、耐腐蚀等严苛标
准。常年来海工装备与海洋船舶供需面
偏紧，中高端领域还有很大的国产化替
代空间。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深海探
测、装备制造、生态保护的全产业链布
局，头部企业技术已趋成熟，深海资源开
发方兴未艾。

推荐海工、船舶及深海油服装备。
海工、船舶、深海油田服务设备等细分行
业有望受益于“深海科技”发展，推荐海
工模块领军者，受益于深海FPSO模块订
单释放的相关公司；集团内涉及多项深
海业务的相关集团、全球锚链龙头、全球
港机行业龙头、船舶龙头、海上综合性油
田服务龙头。

（华泰证券）

华泰证券：海工、油服、船舶或受益“深海科技”

一直以来，水务板块具备现金流充沛、
分红较高的特征，备受投资者关注。核心
城市变动水价，也成为影响市场的重要因
素。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的
消息，深圳市将于2025年4月11日举行自
来水价格调整听证会。根据调价方案，深
圳市自来水综合价格拟由3.449元/吨调整
为3.8991元/吨(含税)，涨幅13%。

早在去年上半年，广州市举行中心城
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自 2024
年12月1日起国内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
试点，水务行业出现变化。

成本上涨压力
供水企业盈利能力承压

自2017年调整后，深圳市现行自来水
价格多年未有变化，其中现行的第一档居
民生活用水价格为2.67元/吨。截至2025
年3月，在全国36个重点城市自来水价格
（含水资源税），深圳市居民用户自来水价
格排名第8位（按照第一档价格排序），非
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排名第 15 位。中诚信
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深圳水
务集团跟踪评级报告显示，深圳水务集团
净利润从 2018 年的 6.99 亿元降至 2023 年
的1.66亿元，供水业务毛利率从2018年的
31.22%降至2023年的20.69%，深圳水务集
团盈利持续承压。

成本传导机制不畅系盈利承压核心
原因，新版管理办法落实有望理顺机
制。 中信证券此前报告曾测算过，全国
供水行业成本多年来维持年均约 3%上
涨幅度，而深圳现行自来水价格已超过 7
年未曾调整，因此 中信证券认为成本传
导机制不顺畅是深圳水务集团盈利规模
与能力逐年承压的核心原因。而 2021 年
10 月，我国新版《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

法》和《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正
式施行，一方面强化了水价的市场化属
性，以保障企业可获得合理收益；另一方
面首次明确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原则
上为3年，若得以落实则可理顺水价成本
传导机制。

催化作用 供水价格机制有望提速。
中信证券根据对各地发改委、供水公司公
告的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8月新版管理
办法发布以来，截至2025年3月，国内已有
35 个市级城市（地区）进行自来水价格调
价，其中2023/2024年分别有13/14个城市
进行自来水价格调价，国内各地市的自来
水价格调整已在持续推进。供水价格政策
调整的不断推进，有助改善多年来行业回
报持续偏低的痛点，并降低行业对于政府
补贴的依赖。

水务产业链的机遇

2024 年以来，多个地区酝酿水价调
整，这引来投资者高度关注。去年5月，广
州市举行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
证会。听证会提出两套自来水价格调整方
案供听证，将居民生活用水三个阶梯水价
进行了不同幅度的调整，17名与会代表赞

同水价改革。
为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

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2024 年财政部、税
务总局、水利部印发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
实施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实
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

早在2016年，政策便全面推进资源税
改革，其中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成
为关键环节。经过近8年的试点、探索之
后，三部门在2024年12月全面实施水资源
费改税试点。

根据水务上下游产业链节点，整个行
业要完成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以及水资
源循环利用等，具体可以分为上游规划、
设备、材料商，中游则为全盘统筹建设和
运营的水务公司、污水处理厂等，下游则
是终端消费市场。

中信证券指出，随着水价政策的不断
完善以及行业价格机制的不断理顺，行业
整体低回报的问题或迎来改观，水务运营
类资产有望显著受益。

根据iFinD数据库，A股水务及水治理
公司包括：重庆水务、首创环保、兴蓉环境、
中山公用、洪城环境、天源环保、顺控发展、
中原环保、创业环保、联合水务、国中水务、
江南水务、渤海股份等。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深圳启动水价价改 价格机制理顺有望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