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思路探析 

“十一五”期间，环境服务业发展取得显著进展，环境服务业发展规模逐步

壮大，对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提供了有效的支撑。但依然存在服务水平不高、重视

程度不够、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支撑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十二五”时期，随着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崛起，环境服务业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 环境服务业发展现状与成效 

1.1 环境服务业规模逐步壮大 

我国环境服务业起步较晚，1990 年后才形成雏形，2002 年前后才开始重视

起来。“十一五”期间，环境服务业发展取得显著进展，已从单一的工程技术与

咨询服务向决策、管理、金融等综合性、全方位的智力型服务发展，结构性调整

明显加快，环境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环境服务标准化工作得到进

一步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环境咨询服务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环境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环境

服务标准化工作取得一定进展，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新机制得到探

索，环境金融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服务业年收入总额

年均增长率约为 30%，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服务比例约为 50%，工业

污染治理设施社会化运营比例约 5%左右。据测算，到“十一五”末，我国环境

服务业年收入总额约 1500 亿元，环境服务业在环保产业中的比重约为 15%，从

业单位约 1.2 万家，从业人数约 270 万人，在有效期内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

质持证单位约 2100 家。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大型综合性环境服务企业，部分

企业的产值由上亿元发展到 30-40 亿元。 

1.2 市场机制体系初步建立 

“十一五”期间，随着市场机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在环境服务领域初步建立

了以特许经营为核心的市场引入机制体系，并积极开展了事业单位环境影响评价

体制改革试点，个别地区开展了监测社会化试点，探索将传统事业单位垄断的环



境服务市场化。据测算，截止到“十一五”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社会化运营

服务比例达到 50%，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社会化运营比例约为 5%。随着我国环境保

护事业的蓬勃发展，环境咨询、技术、金融等服务需求得到充分释放，环境服务

市场供求机制得到巩固。在鼓励政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社会企业开始

进入到治污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环节，相互竞争又彼此促进，形成了环境服

务市场竞争机制。排污权交易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试点实施是用市场化手段解

决环境问题的尝试探索，初步确立了市场化的价格体系和环境风险共担机制。 

1.3 有力地促进了环保产业的发展与升级 

环境服务业是环保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反映环保产业成熟的

重要标志。“十一五”期间，随着污染治理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环境污染治理工

作的深入与领域的拓宽，环境服务业已成为环保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其

产值在环保产业中的比重也随之提高。到“十一五”末，环境服务业在环保产业

中的比重由 2004 年的 6%提高到 15%。同时，通过加强环境监管、实施环境服务

业准入制度、开展环境服务标准化工作等措施，促进环境服务的水平的提升。环

境服务业的发展现已成为促进环保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突破口，为推动环保产

业发展与升级的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有效地支撑了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大力依靠环保产业，尤其是环境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十

一五”期间是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总量控制，开展大规模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并向深入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和确保污染治理设施的连续、稳定、高效运行转变的

关键时期。环境服务业顺应环保工作需求，从污染防治设施建设服务为主逐渐拓

展、发展治污设施专业化运营服务、环境综合服务等,为实现环境保护目标提供

了有力支撑。 



2 环境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环境服务业水平不高 

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在环保产业中的比重相对偏低，环保产业发

展尚处于产业化初期，由环境设施建设带动的设备制造和工程服务在产业中占主

导位置，环境服务业在环保产业中的比重相对偏低。环境服务企业规模小，大型、

综合性运营企业少，目前我国环保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设备提供商众多，环保设

施的运营则基本由当地企业分散经营。服务类型单一，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较低，

对环境保护任务支撑不足。我国环境服务业在技术开发、新产品研制、工程应用

等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社会化、专业化经营模式缺乏。环境

服务业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及沿海地区发展迅速，

西部省份发展缓慢。 

2.2 对环境服务业重视不足 

受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重工业、制造业、商业发展，对服务业的发展

重视不够。环境服务长期被视为公共物品，过度依赖政府提供，对环境服务业缺

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没能引入竞争机制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存在

政企不分、效率低下、财政资金压力巨大、利润不高甚至亏损等问题，制约了环

境服务业的发展。对环境监管与环境服务业市场的关联性认识不足，未能将环境

服务的潜在市场转变为现实市场。 

2.3 法规政策不完善 

虽然我国现已颁布多部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但仍没有专门规范环境服务业

发展的法规或引导性文件，涉及环境服务业的政策法规基本包含在综合环境法规

及环保产业政策中，内容分散。现有的环境法规体系缺乏配套措施，造成执法力

度不够，难以发挥作用。鼓励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不足，缺乏扶持环保产

业发展的制度链条。现行的财税、价格、投融资等经济政策不完善，缺乏长期、

系统性的扶持政策，对环境服务业的扶持作用有限。规范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管理



制度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境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

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环保关键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技术改造的资金政策支持力

度不够，缺少吸引人才、资本投入的市场氛围和政策。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

的步伐缓慢，制约了环境服务业市场化的进程。 

2.4 支撑体系不健全 

环境服务标准体系不完善，严重制约了我国环境服务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包括环境服务业的环保产业统计体系和制度不健全，对环境服务业发展政策制定

与决策支撑力度不够。市场监管体系不完善，上下联动不足，导致环境服务业发

展“市场失灵”。环境服务市场不规范，未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

缺少严格的审计制度，绩效评估、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环境服务业专业人

才，制约了环境服务水平的提升。 

3 “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的持续深入，环境服务业发

展领域将进一步拓宽，以主要污染物减排为核心的环境服务业将得到迅速发展，

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基础将进一步完善，新型的环境服务模式将逐步得

到推广应用。 

3.1 为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提供支撑的环境服务领域将得到迅速发展 

在两项约束性指标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新增了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约

束性指标，污染减排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进一步强化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任务。围绕“十二五”环境

保护重点任务，在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环境质量、环境风险损害评估、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等领域的环境服务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2 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支撑体系将加快建立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已明确提出加大环保产业发展



的政策支持力度，扩大环保产业市场需求，鼓励多渠道建立环保产业发展基金，

拓宽环保产业发展融资渠道。产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随着国家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视，推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和完善，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也将随之逐步建立。 

3.3 环境服务模式将得到不断创新 

实施环境服务模式创新，是拓宽环境服务市场，突破环境服务发展瓶颈，提

高环境服务企业与治污企业的积极性的必要手段，能够有效提高参与各方积极性

和主动性。随着环境服务市场的拓宽和需求的提高，改变传统的、单一的环境服

务模式，实施环境服务模式创新将成为必然。 

4 “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思路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具体要求，结合《国家环境

保护“十二五”规划》对环境服务业的支撑需求和环境服务业发展现状，“十二

五”期间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加快重点领域环境服务业发展，创新环

境服务模式，优化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完善环境服务支撑体系，基本建

立与新时期环境保护目标任务要求相适应的现代环境服务业体系，推动环保产业

业态转型初见成效。“十二五”环境服务业的发展要体现阶段性特征，基于“十

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目标，总体思路是以专业化、社会化为导向，以满足“十

二五”国家环境保护任务为根本，以全面推进环保产业业态转型为主线，重在“夯

基础、扶重点、抓亮点”。 

4.1 以全面推进环保产业业态转型为主线，提高环境服务业发展水平和速度 

环境服务业发展是环保产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提高环境服务业产值占环

保产业产值的比重，提升环境服务业发展水平是推进环保产业业态转型的重要途

径和具体体现。“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目标应定位于“提速度、提比重、提

水平”等方面。 



4.2 以支撑和保障环境服务业发展为重点，夯实环境服务业发展基础 

以完善环境服务业发展政策环境和健全环境服务发展支撑体系为重点，积极

培育和规范环境服务市场，建立和完善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为环境

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氛围。强化环境监管、环境服务和标准、统计调查和

信息平台等环境服务发展的支撑体系建设，为环境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4.3 以满足环境保护需求为根本，优先扶持重点领域环境服务业发展 

结合环境保护任务的阶段需求，强化环境服务业对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支

撑，适应污染减排要求和污染减排方式的转变，强化稳定运行与深度处理在实现

污染减排目标中的作用，“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定位于重点发展污染治理设施的

专业化、社会化运营服务、综合环境服务、环境咨询服务，以加强污染治理设施

的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 

4.4 以环境服务模式和政策创新为亮点，带动环境服务业发展 

以创新环境服务模式和政策作为“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的亮点和突破点，

在重点领域试点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拓宽特许经营制度、社会化监测制度等试点

范围，总结经验并逐步推广，以服务模式和政策制度创新，带动环境服务业发展

和环境质量改善。 

5 “十二五”环境服务业发展重点 

5.1 加快重点领域环境服务业发展 

随着我国一大批环境治理设施的建成投运，工程减排空间逐步缩小，污染减

排方式也将从工程减排为重点逐步向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转变，加强污染治理设

施运营、促进企业稳定达标将作为政策设计和监管的重点。“十二五”期间，污

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专业化运营服务应作为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

建立拓宽和规范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市场，推进重点减排领域治污设施运营服



务发展，合理规划区域运营服务发展布局。另外，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也提出了总量控制、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防范三大着力点，围绕改善环境质量，

实施基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环境服务模式也将成为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

域。“十二五”期间，应大力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综合环境服务，试点开展

合同环境服务模式创新，促进环境服务业的集聚和集约发展。积极发展环境战略

和规划咨询、环境工程咨询、环境风险评价与损害评估、环境保险、环境审计等

领域环境咨询服务。 

5.2 优化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环境服务业属于典型的政策导向型产业，强化鼓励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

境，是推动环境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十二五”期间，以建立和完善拓宽市

场、规范市场和引导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为重点，继续深化环境服务行业及配套服

务改革，推进事业单位环境影响评价体制改革，拓宽特许经营制度试点领域与范

围，拓宽环境服务发展市场。协调环境监管与环保市场监管，加大环境监察执法

力度，推进环保设施全过程管理，加强环保设施信息公开，建立公开、平等、规

范的服务业准入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环境。探索建立环境服务企业、重大技术创

新和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财政资金奖励与补助政策，以及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

得税、出口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金融部门加大对环境服务企业的信贷支持，

推进有条件的地区逐渐将环境服务采购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试点实施环境污染强

制责任保险，引导环境服务业有序发展。 

5.3 完善环境服务业发展支撑体系 

建立健全培育和规范环境服务市场的监管制度，开展咨询、设计、运营、监

测等单位资质认可，健全和完善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设计、咨询、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规划等职业资格制度。推进和完善环境

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建设，建立设施运营服务标准和运营绩效评价体系，完善环

境技术评价体系。健全立足现代环境服务业的产业统计体系和制度，建设信息服

务平台。鼓励高端人才资源向环境服务领域聚集，强化设施运营管理及操作技能

的岗位培训，加强环境服务业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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