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报人：倪罗庚



项目背景
PART 01

融资计划
PART 04

项目概况
PART 02

商业模式
PART 03

目录
CONTENTS



项目背景01
1、水资源短缺对水资源管理的统筹管理刻不容缓，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人多水少，水资
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粗放、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
差距，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
2、国家大力支持建立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理平台。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2019），
将年用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的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全部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将用水户违规记录纳入全国统一的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水利部印发《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理办法》（2021.12）建立国家、省、市三级重点监控用水
单位名录。建立健全国家和省级用水定额标准体系。逐步建立节水标准实时跟踪、评估和监督机制，加强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节水技术、管理及产品的深度融合等先进技术及适用设备研发。

需求：各省市缺水严重，亟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应对：国家发布节水行动方案政策



项目背景01

智慧节水管理系统在国外的典型应用：

Ø 旧金山公共事业局在系统维护方面每年为员工节省9600 h。

Ø 菲律宾迈尼拉德水务公司通过泄漏检测的实时数据，每天回收6.4亿升水。

Ø 加拿大卡尔加里城市通过用大数据管理城市防洪，实时掌握流量与水位，并
能够细化了解重要区域的详情，整个系统采集的数据包括：流量、深度、水
位、流向(分流或合流)、温度、湿度、雨量、天气数据等，基于洪水风险的
预测，卡尔加里市就能完成分流，有效地为防洪排涝提供技术支持。

Ø Vitens公司：智慧水系统可以在2 min内实现爆管事件的识别。

Ø 英国联合水务：通过数据分析可实现第二天的用水量预测。

Ø IBM工业用户：通过数据分析提供的帮助，半导体制造工厂的水和能源每年
可以减少1000万美元。欧美国家在水务系统的节水管理方面

已经实现智能化、标准化、网联化

自2017年5月水利部全面启动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以来，经各方持续努力，全国已建成1094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
县（区），节水成效显著。同时，根据水利部发布的调研数据，节水管理面临数据不完善、数据孤岛、缺乏统筹等问题。



项目简介01

北京国瑞智信节水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1月，是一家专注于致智慧节水事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针对辽宁省

10多个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考核验收的实际情况，以满足县级人民政府节水管理信息化及创建和申请，省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审核、七大流域机构及水利部组织验收复核的工作需求为目标，开发了《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信息管理系

统》。系统对县域节水型社会创建，节水型企业创建及水平衡测试，重点用水监控管理工作进行信息化动态管理，辅

助县级行政机构创建单位进行日常监管、定期评估工作，为持续推动国家节水行动的发展建设提质增效。同时，公司

参与了《水平衡测试通则》（GB/T.12452-2022）标准修编。

核心产品：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信息管理系统、水平衡测试系统、重点用水单位用水信息监控系统



团队介绍01

CEO
倪飞

• 2020-2022年 厦门雅基软件有限公司高级总监。主要工作内容为搭建数字孪生、虚拟角色团队、
项目招投标及项目管理。

• 2019-2020年 厦门巨龙信息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售前总监。主要工作内容为团队搭建、项目招投
标及项目管理。作为华为的isv，规划并服务迪拜世博会、卡塔尔世界杯等视频大数据项目

• 2016-2018年 厦门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区域售前总监，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招投标文件技术部分
的编撰、参与投标现场评审、需求与新产品规划。

首席科学家
白岩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副研究员，中国节
能协会公共机构专委会秘书长。研究
方向为政策标准研究、信息化建设等。
参与《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水效标
识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的编制工作。
完成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5项，制修订
国家标准20余项、地方标准30余项，
论著4部，获得各类奖项5项。

孙淑云
合伙人

从事节水及信息行业10余年，具有丰
富的工作经验。

在国企工作多年，担任技术负责人，
是节水领域的资深专家

核心研发团队均从事节水信息行业多年，掌握成熟的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技术，具有节
水系统设计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

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处长，正高
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节约用水和水资
源管理工作。

倪罗庚
高级工程师



痛点需求01

根据《智研咨询研究报告》的市场需求调研，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SCAD、
监测系统、营收系统、GIS地理信息系统、管网资产管理系统等基础物联网
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建立全国统一的节水管理平台创造了条件。
同时，目前各县域和大型工业用水企业的水平衡管理主要采取点对点
统计，一对一资源协调，人工资源调度配置。

1、急需自主产业化应用的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县域基础信息以及各用水指标，
开展县域节水工作

2、亟需解决数据监测的准、水资源高校利用循环，研发节水信息管理平台

企业用户———按照政策水平衡报送和管理规范，缺乏统一标准和数

据接口，造成水平衡测试不精准，用水管理不规范，统计上报不及时。

评测机构———获取企业资料效率低，数据来源不准确，用水分析不
规范；

水利部门———国家对县域水平衡情况了解不直观、不实时，无法准
确及时制定节水型社会调控政策，无法精准匹配和调节水平衡资源。

管理痛点

没有一套统一标准、自上而下的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理平台，

我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的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数字化——水务节水信息管理是国家统筹水资源的触手

不真实

不互通

不高效



竞争对手
C o m p e t i t o r s

02 产 品 解 决 方 案02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理系统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相关工作 

机构端

企业用水监控、节水管理、水平衡测试相关工作

企业端

系统维护、创建机构企业用户相关工作

平台端

企业水平衡测试工作

小程序



应用场景02

企业用水管理、节水型企业
创建、水平衡测试需求单位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管理系统

1、实时采集企业用水数据

2、对数据进行分析，提供决策报告

3、提供平台账号和平台运维

1、用水信息管理

2、用水设备管理

水利部、流域委、省厅、市
局、县区水利等相关部门

1、管理辖区用水情况

2、开展县域节水工作

3、监控辖区企业用水

政府机构通过本系统查看县区域用水量统计表以及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相关本县的基础情况，统计水平衡测试企业数据，
监控辖区企业用水，从而对各下级区域节水工作开展情况能快速判断，进行政策、计划的相关调整。



市场分析02

2014年以来，国家对智慧水务行业的支持政策经历了从“发展智能水务”到“发展智慧水务”再到“构建智慧水利体系”
的变化，2021年智慧水务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40亿元，预计未来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智研咨询

中国智慧水务节水信息系统需求巨大



市场分析02

28
江西、青海、湖北、广西、

辽宁、云南、海南等28个省

区市已出台省级“十四五”

节水规划

1000
目前全国已经完成县域节水

型社会考核命名1000多家

8亿
市场份额预计到达8亿

5000
计划用水管理企业4000家，

用水评估公司100家

市场规模

2021年以来，全国有28个省市响应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印发《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发布实施当地节水政策方案，目
前全国有1000家企业完成节水型社会考核。公司联合辽宁省水利厅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广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管理平
台，按照每个节点用户平均3-5万元/年的付费标准，预计当前直接市场份额超过10亿元，未来随着水平衡县域管理试点
和工业企业覆盖面的扩大，公司市场份额超过百亿元。



商业模式03

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
设信息管理系统

县级及
以上政
府机构

企
业
用
户

测
试
机
构

收据
数据

制定
政策

企业
统计

辖区
用水

一站式解决方案

实时采集
数据

统计计量
设备

统计用水
设备用水分析

节水管理

用水管理

用水监控

水平衡测
试前准备

获取用水
数据

编制测试
报告

发
布
需
求

获
取
数
据

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使用，快速打开市场，降低行业成本，提高行业效率

已与厦门市、辽宁省水利部
门开展合作

辽宁省10多个县域已经使用
该系统平台，并反馈良好



融 资 额 度 ： 1 0 0 0 万

融 资 时 间 ： 2 0 2 2 年

使 用 周 期 ： 1 8 个 月

稀 释 股 权 ： 1 0 %

融资计划04

天使轮融资

融资金额

融资用途

比例 具体用途

1000万

50% 运营及团队的完善

30% 平台迭代开发

20% 营销及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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