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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印染行业废水现状 

 

纺织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亦是用水及水污染大户。据国家环保

局统计，纺织印染业废水排放量占全国工业废水统计排放量的 10%，废水排放总

量居全国工业行业第五位，其中印染废水占纺织印染行业废水的 80%，每天排放

量在 300～500万吨；按 1t印染废水污染 20t 清洁水体计算，每年未达标排放的

废水又会污染清洁水 150亿吨。 

浙江省印染行业总量占全国的 50%以上，印染企业主要分布在浙江的绍兴、

萧山两地，两地印染行业的合计销售收入占浙江省印染行业收入的 70%左右。印

染业是绍兴县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举足轻重；目前，绍兴县年

印染面料 156亿米，分别占全省、全国总产量的 53%和 30%；位于绍兴柯桥镇的

中国轻纺城，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备、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

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2011年其市场年成交额达到 889.29 亿元，

连续多年居全国纺织专业批发市场第一位。 

庞大的印染产能，在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很大破坏，

特别是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减排压力，2009 年绍兴县工业污水排放量高达 1.86

亿吨，占全市总量的 60%左右；每亿元 GDP污染物排放强度达 62.5 吨，是全市

平均水平的 2倍、全省平均水平的 3倍。 

 

二 国家及浙江绍兴地方治污相关政策 

 

国务院 2009年 4月 24日全文颁发的《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纺织工

业明确规定了实行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全行业实现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降低

5%，水耗年均降低 7%，废水排放量年均降低 7%，废水回用率达 35%以上。 

2011年 8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

确指出要加强工业节能减排，印染行业被列入重点推进节能减排的行业，还被列



 

入国家重点环境监控行业，印染企业要安装运行管理监控平台和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控系统，定期报告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信息，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目前绍兴水处理有限公司日污水排放总量为 90万吨，根据省环保部门“十二五”

有关规划要求，到“十二五”末，COD浓度将由 100mg/l降到 60mg/l，这意味着

对印染企业废水达标进管要求还将继续趋严。 

严格而具体的减排目标坚定了绍兴当地政府治理印染废水的决心，2010年 6

月，绍兴县启动实施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程，通过“集聚整合一批、控量升级一

批、搬迁改造一批”，在滨海工业区打造“绿色印染”基地，力争通过 3至 5年

的努力，使印染企业数量减少 25%，废水排放减少 30%；与此同时，特别提出新

的排放标准：自 2012 年 7月 1日起，绍兴全市纳入绍兴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工业

废水，将统一全面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化学需氧量（COD）纳

网浓度须控制在 500mg/l 以下，企业纳入绍兴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废水，将对氨氮

（NH3-N）这一指标做出要求，浓度不得超过 45mg/l, 这给涉及到扎染、印花等

的企业又上了一道“紧箍咒”。自 2010年 9 月份起，绍兴县建立了倒逼减排的

铁腕治污机制，定期向各镇（街道）发出一份《治水超标进管企业通报》，对进

管污水超标最严重的 20家企业进行排名通报，凡排名末位（COD浓度最高）的

企业，实行“末位淘汰”，依法关停。目前，绍兴县环保部门正在制订相关的措

施，印染企业一旦 COD 浓度超过 500mg/l，将做出停产整治。 

如此严苛的减排要求促使印染企业对废水处理及中水回用技术格外关注，己

有印染废水排放大户与污水处理专业公司进行合作，积极探索技术和经济都可行

的解决方案。 

 

三 绍兴地区印染企业走访调查情况 

 

绍兴县约有 250 家左右的印染公司，分布在安昌古镇、滨海新区、柯桥街道、

齐贤镇、钱清镇等区域。政府根据各公司生产规模给的废水排放量指标不同，目



 

前，绍兴县已安装了 112台电子排污阀门，排污量超过指标的将自动关闭阀门，

对大部分企业而言，按照现有的标准，在没有专业解决排放问题的情况下，淡季

的时候勉强应付，但一到旺季，很多公司只能通过限量生产来达到减排目的，这

种监管措施对稍大规模印染企业产量影响很大且时间紧迫， 所以这类企业对中

水处理回用技术比较关心，己有多家印染企业已把目光投向了先进技术——膜法

处理，大胆引进先进技术，推广印染废水膜处理。 

现有其他公司在园区对十几家印染企业提供膜法解决方案，有的还在实验

中。据使用该膜法处理系统的一些客户反映：整体看处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是

因为膜组件污染及堵塞严重，有的经过连续换膜后出水量依然很低，甚至导致设

备停用。因此，很多印染企业依然对膜法处理工艺持观望态度，而且换膜成本也

是印染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最终会通过对比实验处理效果来选择膜产品品

牌。  

浙江东方华强印染有限公司（简称华强公司）是绍兴工业百强企业，由浙江

华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与香港迅宇国际有限公司、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

方强强联合，于 2001 年 12月成立的一家大型纺织、印染、服装、贸易企业，主

要生产各种棉质服装。由于排放指标限制，对华强公司生产规模己产生较大影响，

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9日与苏州英特工业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简称苏州英特）

签订印染污水的再生处理、循环利用合同，合同约定：苏州英特运营华强原有生

化污水处理系统并以 BOO(即建设－拥有－经营)形式提供中水两部分。生化污水

处理费收费标准：提标前 1.2元/吨( COD<1000PPM),提标后 2.2元/吨

(COD<500PPM)，再生水收费 4.6元/吨。 

经过 3个月的建设，华强项目中水回用系统己于 2012年 2月进入调试运营

阶段，目前系统运行情况良好，各技术参数指标均达到合同约定要求，工艺技术

证明可行，苏州英特适时组织了当地其他印染企业现场观摩，效果反应积极。 



 

通过华强项目 BOO 合作模式的成功实施，当地印染企业发现可以通过分期支

付服务费或直接购买中水来减轻项目投资资金压力，分散了投资失败的风险同时

并没有增加经营成本；而且印染企业大多不具备印染废水处理需要的专业化技术

人才，BOO合作方式可以规避以上种种弊端，相比之前的 EPC投资方案，当地印

染企业更接受 BOO合作方式；当地政府也希望有实力的公司在中水回用方面做出

比较明显的效果，有信心进行大范围推广，以解决政府和印染企业共同关注的问

题。 

 

四 成立合资公司合作可行性 

 

1、严格的废水治理目标产生较大的市场空间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前提  

节能减排依然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主题之一。印染行业是耗能大户，成

为国家制约、并推广节能减排技术的主要行业之一。与国内其它省份相比，浙江

省印染企业的环保，治理水平落后，中水回用比例低。据不完全调查，浙江省印

染企业水回用率在 10%左右，离“十二五”制定的回用目标有较大差距。 

目前印染废水膜法回用技术刚刚起步，在印染行业尚未普及推广，而传统印

染污水处理存在着建设成本高、处理效果差的诸多理因素，因此，巨大的印染污

水处理市场为污水膜法回用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由于印染废水处理技术难度很大，目前只有个别公司在印染废水处理方面做

初步尝试，并没有专业的膜法污水处理公司在此领域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力和相对

垄断局面，所以就目前的市场状况而言，是进军此领域的较好时机。 

2、苏州英特公司成功运营华强项目是合作成功的基础  

华强公司是规模较大的专业印染公司，其产生的印染废水水质具有一定代表

性，苏州英特公司针对华强印染项目，在津膜科技公司的支持下，从前期工艺技

术不断探索， 到后期对系统不断调试，对印染废水的处理过程己有较深认识，

并且从工艺技术、成本控制、人员培养、运营维护、风险管理各方面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今后为类似项目的成功运营打下良好基础，通过快速复制，产生规模效

益。 

3、双方合作资源优势互补是本项目成功实施的条件 

津膜科技：公司专注于超、微滤膜及膜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以此为

基础向客户提供专业膜法水资源化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技术方案设计、工艺设

计与实施、膜单元制造及系统集成、运营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等。广泛应用于污

水、废水处理与回用，给水净化，海水（含苦咸水）淡化等领域；除此之外，公

司还提供少量双向流膜过滤（TWF）特种分离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作为国内最具

竞争力的膜组件供应商和膜法水资源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在市政污水处

理及回用，钢铁、石化等行业废水处理及回用，电力、电子等行业给水净化及市

政给水净化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项目实施经验，具有较强的项目实施经验优势。 

华强项目的 MBR 膜组件由津膜科技生产提供，经过几个月连续运营，各项性

能指标都经历了印染废水苛刻的考验，相比其他公司在绍兴当地实验结果发现我

们的 MBR膜组件有一定优势；自津膜科技 2012 年 7月 5日成功在创业版上市，

公司在品牌和知名度上都上一个台阶，也大大提高了资本实力，为合资项目实施

提供了资金保障，合资公司成立后经营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

率。 

薛向东：苏州英特工业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1985年毕业于天津工

业大学机械专业。1995 年创办了英特化学（即 苏州英特工业水处理工程有限公

司前身），从事水处理药剂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循环水工程。经过几年的努

力，英特的业务遍及电力，电子，食品，机械，市政等多个行业，并已为三百多

家企业提供过水处理服务。2005年率领英特全面进军水处理领域，使英特具备

为工业水处理系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范围包括工业废水处理及中水回

用、工业循环水处理、纯水及超纯水的制备、市政供水和膜技术的应用。 



 

薛向东亲自参与了华强项目的整个建设与运行调试过程，成功的经验可以在

合资公司成立后很快复制，如对项目建设、运营管理、人员安排等方面对服务企

业做出迅速反应，对项目就近灵活管理等，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规模快速扩大。 

4、BOO投资模式是项目实施的有利条件 

印染企业大部分都为民营企业，资金相对紧张，BOO模式减少了印染企业的

投资负担，企业中水回用后，废水排放量大大减少，相应缴纳的排污费减少；同

时也省却了工业用水量，所以整体成本在项目上马前后并无太大提高，印染企业

经营成本并不会因为 BOO中水回用项目而大幅增加。同时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也

相应出台了补贴办法，一定程度减轻企业的负担。这些都为在当地开展 BOO中水

回用项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 合作方案 

 

由津膜科技、薛向东双方出资在浙江绍兴成立合资公司，公司坐落于绍兴柯

桥中心，厂区坐落于柯桥中国轻纺城创意园，创意园与柯桥镇政府以及绍兴县科

技局挂钩，合资公司争取申请成为高新企业，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出资方案：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3 000 万元。 

出资比例： 

津膜科技： 人民币 1800万  占 60% 

薛向东：   人民币 1200万  占 40% 

合资公司主营业务：污水处理设备、超、微滤膜及膜组件销售，并以此为基

础向客户提供专业膜法水资源化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技术方案设计、工艺设计

与实施、膜单元装备集成及系统集成、运营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BOT、BOO项

目运营实施等。 

合资公司组织结构：公司有市场业务部、商务部、工程技术部（研发中心）、

运营部、总经办（采购部、人事部、内务）、财务部。公司成立后，第一年计划



 

建设运营 4个 BOO项目，第二年投资运营 6 个项目，共计 10个项目，人员将达

到 50-70人。 

合资公司成立后将对苏州英特公司己运营的华强印染废水 BOO项目进行资

产评估，合资公司参考评估价格对项目进行收购并按原合同持续运营，合资公司

将在各合资方的努力下复制项目运营模式，扩大经营规模，在浙江印染行业集中

地区争取形成有影响力的专业印染废水处理公司。 

 

六  经济效益分析 

 

合资公司主要业务为建设并运营膜法印染废水处理并回用项目。 

处理回用规模：预计第一年将达到 28000 吨/天，第二年将达到 70000吨/

天，并假定按此规模测算财务收益直至第 10 年。 

对本项目经营收入及净利润估算表如下： 

序号 项目分类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1 
销售收入

（万元） 
4,900 12,250 12,250 12,250 12,250 

2 
税前利润

（万元） 
1,174 2,935 2,935 2,935 2,935 

测算结果： 

静态投资回收期:   2.57年 

项目年平均利润率: 24% 

IRR             : 32% 

NPV (32%)       :>0 

项目经济效益可行。 

 

七  项目风险分析 

 



 

通过华强项目实际运营情况和经济效益测算，津膜科技己对类似项目实施运

营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和把握，但合资公司成立后，在项目复制实施过程中，还有

可能会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津膜科技会充分认识相应风险并积极采取措施予

以防范和控制，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实现。 

1、市场风险及对策市 

场风险包括需求下降、竞争风险等，虽然通过客户走访了解到规模比较大的

企业都要在厂内建立自己的中水回用系统，但由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

经营环境变化或市场需求变化可能导致印染企业对中水需求减少。 

虽然绍兴当地有印染企业超过 200家，但这些并不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我

们会从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实力因素等方面综合考虑，慎重地选择合作企业，

从而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需求风险。 

广阔的市场空间必然会存在市场竞争，目前并没有专业水处理公司在印染废

水处理行业形成有力的竞争力，我们可以通过己成功运行的项目向当地印染企业

推广，扩大项目影响力，成功带动当地市场并推广到行业企业。 

2、收费风险及对策 

收费风险来自于服务企业不能及时或全额支付污水处理费或中水回用费，原

因可能由于企业自身经营问题或者资金出现问题。 

我们会通过对服务企业的选择，如选择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作为服务

对象，以保障支付能力；还可以争取通过当地政府机构的付款担保等方式规避收

费风险；另外，在合同签订时充分考虑印染企业经营不确定因素， 加强合同约

束条款如：合同无法执行时由印染企业按评估价值回购 BOO中水回用系统投资

等。 

3、技术风险及对策 

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技术攻关风险、替代性技术风险以及同类技术竞争风险

等。 



 

工艺技术风险：通过华强印染项目的实施，所采用的 MBR+RO工艺路线经不

断调试证明技术是可行的，我们会根据印染废水水质不同，调整不断完善工艺技

术，做到大规模推广。 

替代性技术风险：MBR具有传统废水处理工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印染废

水处理中，MBR必然会逐渐取代传统的生物处理技术，从而成为最有应用价值的

水处理技术之一，MBR 被证明是处理纺织印染废水的高效新型水处理技术，通过

MBR处理后的印染废水，甚至达到了回用水标准，目前看很长时间内还不存在替

代膜技术的更新一代的处理技术。在国务院刚刚公布的《节能环保新型产业》发

展规划中，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及膜材料技术均被列入我国水污染治理技术与产品

技术的第一位，膜材料及其应用技术得到了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重视。 

同类技术竞争风险：据绍兴柯桥滨海工业区环保局长介绍：近两年内宁波兵

器研究所在搬进园区的几家印染厂做了相对应的推广，但效果不理想。印染废水

处理难度高，进入壁垒较高，对比成功运营的华强项目，我们有信心在竞争中不

断扩大优势。  

 

八 结论 

 

综合所述，津膜科技成功挂牌上市后，品牌效应和资本实力都有很大提升。

印染废水高难度处理技术是壁垒也是发展契机，津膜科技应抓住机会，通过优势

资源联合，成立合资公司，提早进度印染废水处理行业，有效提高超募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进一步加强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保证津膜科技的收

益稳定增长，为公司带来直接与间接的双重收益，推动津膜科技的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