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4001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投资者现场交流） 

参 与 单

位 名 称

及 人 员

姓名 

参与人员： 

前海人寿吴天歌； 

中信证券朱欣邮； 

天风证券魏振亚； 

申万宏源证券张丹丹； 

宇鑫资本李林锁； 

深圳研股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段伟康； 

兴业证券涂雅琴； 

国信证券陶明； 

西部证券胡晓； 

开源证券姜艳玲； 

通过网络形式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1年 4 月 29 日 15:00-17:00（星期四） 

上 市 公

司 接 待

人 员 姓

名 

董事长王浩宇先生； 

董事、常务副总裁颜立群先生； 

独立董事郑洪涛先生；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宋金彦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陈静先生；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主 要

内 容 介

绍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发布《关于举行 2020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1-034）。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以网络直播与现场交流相结合的形式通过全

景网—网络直播平台（https://rs.p5w.net/html/125919.shtml）举行了

2020年年度业绩说明会。针对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回复，详

见全景网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交流内容。现场交流与网络投资者主要问题及

回复如下： 

1、公司去年收购慧图科技，今年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年公司

在数字化方向有何布局计划？ 

回复：我们坚定认为水利行业和农业未来发展的核心抓手和趋势一定

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特别是在 5G和物联网的时代。水利设施作为一种基础

设施，其数字化进程也已经开始。大禹节水收购的慧图科技已经做了 22年

的水利信息化，它的一个核心产品是山洪预警防治平台，过去山洪无法预



 

警，人财物都遭受损失；慧图科技开发了以 GIS系统为核心的预警系统，

损失就降低了。慧图科技还开发了北京市的积滞水判定系统，通过交警摄

像头获取道路数据，进行图像对比分析自动判定发生积滞水的概率有多大，

达到一定程度就下单指令到相应的应急部门进行响应。大禹节水多年前就

开始做水利信息化，但水利信息化的趋势比我们成长的时间要快，我们自

己做水利信息化还要有个过程，需要技术积累、团队组建以及深入完善，

因此大禹节水整合收购慧图科技进行深度整合，对外输出完整的智慧水务

解决方案。2020年 12月份并表慧图科技，从今年开始，慧图科技完整的业

绩以及与大禹深度合作产生的业绩才能够完整提现到公司财报中。今年公

司与华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大禹节水在智慧水利，数字农业方面形成

了解决方案，华为可以提供框架构建，将 ICT 底层模块要嵌入灌区现代化

的终端，保障数据实时传输和调度。我们预计在未来会发布我们联合的整

体解决方案，华为做大框架和底层技术相应标准化的部分，我们做行业解

决方案。未来我们还会将智慧水务和现代农业坚定地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大禹节水的内涵发生了很多变化，人员结构已做相应的调整，公司的

制造人员从 1300多减少到不到 300人，水利信息化团队增加到 600多人，

设计团队增加到 400多人，还有成立的投融资和运营服务团队。大禹节水

是智慧化的节水，而不是单一的节水工程和节水产品。我们认为智慧水利

和数字农业方面的智慧水利和数字农业订单比例会显著增加。 

2、公司最初是从事农业高效节水业务，最近几年刚刚进入农村人居环

境治理业务领域，年报显示，公司未来将推广复制武清模式，能否详细介

绍下跟碧水源等多年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公司相比，公司有哪些竞争优

势？公司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业务如何定位？ 

回复： 

公司在农村污水处理领域有几方面天然优势：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扎

根农村，与农民打交道，从而建立起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刻理解，积累了在

农村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软实力；公司最初从事的是农业高效节水业务，

业务本身的客户与用户跟农村污水处理业务是相同的，农村污水处理业务

的作业场景比农业高效节水更为集中，作业难度更小，因此公司基于同样

的客户和用户，从大场景的农业高效节水业务切入到小场景的高村污水处

理业务，是驾轻就熟，顺势而为；公司是农村污水处理市场的先行者，武

清项目也是首批进入运营期的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公司由此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具备了先发优势。 

大禹节水第一个农村污水处理项目天津武清项目顺利实施运营，取得

了良好的运营效果，发挥了显著的示范效应，具备了在其它地区全面复制

推广的条件。目前该模式在天津市全市尤其是武清区、静海区等地已经形

成良好示范效应，在甘肃金昌、徐州沛县等地得以复制实施。我们也有信

心在京津冀和东部发达省份实现武清模式的再次复制升级。 

 

3、年报中提到在 2021 年，公司将灌区续建配套和提升改造业务作为

新的业务主攻方向，想了解公司对现代化灌区业务的前景判断，以及贵司

在现代化灌区业务上有何积累，目前在现代化灌区业务开展地如何？ 

回复：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支持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

造。“十四五”期间，将要启动 125个大型灌区的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



 

约占全国 459个大型灌区的三分之一。根据初步估算，400多处大型灌区的

总体市场规模在 2～3万亿元，改造时间将持续 20~30年。公司高度重视大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业务，并将其作为未来战略主攻方向。 

公司已在现代化灌区业务上布局多年，在现代化灌区建设模式机制创

新等方面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和大量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先发优势。中国

共有 6个特大型灌区，其中的 5个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和介入。同时，

大禹节水在各个区域各个类型的灌区都有成功案例：西南地区有元谋灌区，

华北地区有永定河的洋河二灌区、梁山灌区，西北地区有新疆沙雅的渭干

河灌区、宁夏盐池的马儿庄灌区。公司已经形成针对不同区域的灌区现代

化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在灌区现代化续建配套和提升改造业务开展方面持

续发力。 

现代化灌区项目有几个特点：一是市场规模大，投资持续时间长；二

是建设资金专款专用，更有保障；三是业务形态更专业、复杂，包括自动

化控制系统和计量系统等，没有一定技术积累无法从事这项业务，而这正

好可以发挥大禹节水的技术优势。四是信息化在现代化灌区业务中发挥重

大的价值。大禹节水的信息化团队可以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公司目前拥

有较多的智慧水利行业专家，尤其在智能灌区场景拥有行业领先的研发能

力和技术水平。2020 年，公司通过控股慧图科技，构建起完善的智慧水务

平台，可以对外输出整套完备的水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同时，公司与华

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水利（务）、三农三水等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大禹节水将持续携手华为共同助力水利水务行业数字化转型、

高质量发展。公司已经为灌区现代化业务方向做好了解决方案、硬件设备、

软件集成以及专业团队等多方面的充足准备。 

 

4、公司 2020 年度的经营性现金流为净流出，应收账款数额较大，公

司是否制定了有效措施来改善这种局面？效果如何？ 

回复：最近几年，随着公司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应收账款也相应增

加，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处于相对合理区间。公司主营业务的资金来

源保障程度高，例如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及高效节水项目，其建设资金由中

央财政列支，不能履约回款的风险极小。公司历来高度重视回款，从项目

前期的客户履约能力分析和项目评审、付款条件审核到回款责任落实，各

项目订单提成、各公司利润奖金、销售系统的绩效工资和回款完成情况严

格挂钩，从而建立起整套有效的应收账款管理机制。2020 年公司成立了应

收账款清欠小组，建立了每日回款通报制度，多次召开应收账款清欠专题

例会，任务到人、强力清收。公司通过发挥整套应收账款管理机制有效作

用，公司一季度回款情况较好，累计回款 5.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6%。 

 

5、年报中提到“报告期内，公司新签订单的规模和质量均实现大幅提

升，规模订单呈现明显增多趋势，订单结构呈现明显优化。”请问具体的

规模订单增多和订单结构优化趋势是如何体现的？这种趋势产生的原因是

什么？会昙花一现吗，是否具有持续性？ 

回复：2020 年度公司新签订单中，单体金额 2000 万元以上的订单有

36 个，单体金额 5000 万以上的订单有 23 个，比过去 5 年里同等规模订单

数量总和还要多；大额订单金额占全年订单额的比例显著提升，订单结构



 

优化。三年前，2000 万以下订单占比是近 70%；三年后今天，5000 万以上

订单占比是近 70%。 

这种大额订单显著增多，大额订单额占比提升带来订单结构优化的趋

势自 2018年就开始显现，趋势背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在乡村振兴战略

下，国家加强了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大量资金涌入农水项目，

导致大单频出。第二是自 2018年以前，农水项目呈现“九龙治水”局面，

即多个部门都涉及农水项目的管理，资金分散导致农水项目订单单体金额

不大；2018 年国务院组建农业农村部，解决“九龙治水”问题，资金归集

管理导致农水项目大额订单频出。第三是规模订单十分考验节水企业提供

全产业链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能力，公司是农业高效节水领域极具影响力的

企业，具备全国市场布局和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大额订单向公司归集是理

所当然。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会持续多年，公司作为国内农村水利行业中极具影

响力的企业、农业高效节水领域领先企业的行业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不会改变，因此公司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享受行业集中度提升

带来的红利。 

 

6、年报中提到了 EPC+O 业务模式具有诸多优越性，推行这种模式的门

槛有多高，是否会有大量从业企业也用该模式与公司竞争的情况？公司获

取 EPC+O 订单情况如何？公司还计划在哪些商业模式持续创新？ 

回复：EPC+O模式需要企业提供设计、采购、生产制造、工程施工、运

营服务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考验中标单位的全产业链能力。多家单位联

合中标，即使可以输出全产业链服务，但设计、采购、施工单位分离，由

此也会导致水利工程“建、管、服”三位脱节的问题。因此，要发挥好 EPC+O

模式的效益，需要单一中标单位具备全产业链能力，门槛较高。 

传统模式项目存在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传统模式项目责任主体不清晰，

存在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运维脱节等问题。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

下，我国农业、水利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农田水利工程项目还

存在着有人建、无人管等问题，工程难以发挥长久效益；设计、采购、施

工单位分离，导致水利工程建、管、服脱节；缺少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二

是对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重视不够、认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业主对信

息化建设的内容、作用了解较少，重视不够，在技术、资金、通讯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在关键技术的应用研究上投入不够。例如在

灌区管理方面，传统模式下灌区调配管理效率低下，浪费人力资源，影响

调配水效率、合理性和准确性，业主不能及时掌握整个项目的运行状态和

水量的分配情况，不便于统一管理。 

EPC工程总承包是国家倡导的先进工程建设管理模式，能更好的降低项

目成本、缩短建设周期、保证工程质量。EPC+O 是大禹节水集团在 EPC总承

包模式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的探索与实践，通过对农田水利工

程项目实施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补足工程项目

建后运维短板，使工程发挥持久效益，实现节水、减排、少肥，农业提质

增效，农户增产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EPC+O模式更加有效的

实现设计、施工、运维资金统一调配，提高项目资金利用效率，提高工程

质量；简化项目实施流程，节约项目实施成本；能够合理规避建设、运营



 

管理的各种风险，使政府和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推动项目“水网”、

“信息网”、“服务网”的统筹规划，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手段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整个工程运行；解决了项目

建后运行和维护问题，破解了“最后一公里”难题。 

附 件 清

单 （ 如

有） 

无 

日期 2021年 4 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