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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中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年

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5-20%，超过同期国民经济增

长速度。据测算，2010年全国环保产业收入总额为

1.1万亿，从业人员300万，与2000年相比，总产值

翻五倍。但当前环保产业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主

要表现在：一是环保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

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监测关键设备、核心技

术、可靠性等方面；二是还不能满足“十二五”节

能减排要求，脱氮等技术和产品还很缺乏；三是环

境服务业占环保产业比例较小，2010年仅占15%左

右，环境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偏小，

市场化进程缓慢，远远滞后于环境保护工作的需

求。因此，“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及环

境服务业不仅对经济的绿色增长而且对环境质量改

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具

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强调环保产业及环境

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出台促进环境服

务业发展的相关激励政策及具体措施。2010年出

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将节能环保产

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2010年10月通过的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提出涉及节能环保产业的十二项

指标，其中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

氨氮四项是涉及环境质量的硬约束性指标，同时

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的战略重点。2011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

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有十六条，其中设立专门第九条为“大力发

展环保产业”，这里既提到了扩大市场问题，也

提到了产业发展基金的问题；既讲到环保产业实

用技术、示范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问题，也讲

到社会环境、环保咨询、监理、工程技术设计、

认证评估等环境服务业发展问题。2011年4月，

环境保护部印发的《关于环保系统进一步推动环

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环发［2011］36号）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十二五”期

间，要将污水处理厂脱氮除磷等升级改造和中小

城镇污水处理，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氮

氧化物、微颗粒物和大气复合污染防治，污泥处

置，重金属污染防治，大型城市垃圾焚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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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电子废物拆解处理，农村和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污染场地与生态修复，

环境监测与预警等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着

重发展环境服务总包、专业化运营服务、咨询服

务、工程技术服务等环境服务业。《意见》还指

出要大力推进环境保护设施的专业化、社会化运

营服务。

1  “十二五”期间环境服务业发展目标
和需求

“十二五”期间，环保投资力度会进一步

加大，初步估计环保投资将达三万亿以上，其

中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硬性投资将达到一万亿。 

“十二五”期间的国家各项规划，不论是《国家

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还是《重点流域水

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重金属污染综

合防治“十二五”规划》，都提出了具体的环保

产业的指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将会需要很多技

术支撑、产业支撑和服务业支撑。这将使环保产

业保持15%-20%的增长率。具体而言：

第一，水污染治理方面。对于已建成的几千

座污水处理厂，某些指标提高后就必须进行升级

改造，这必将带动环境服务业发展；新建城镇污

水处理厂每天需9000多万元运营，且还需要配套

的管理和设施，这也将带动新增管网建设等配

套和依托工程。“十二五”时期，污水处理设施

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污水处理产业逐步

形成。等到“十三五”期间，污水处理将逐步形

成一体化、系统化，在解决了城镇污水处理的同

时，污泥一并被解决。如今，污水深度回用处理

的回用率提到非常高的位置，而且国务院也专门

要批复这方面的规划。 “十二五”期间为推动和

实现相应指标要求就要做很多工作，如空气质量

要达到现在提出的高标准，各个省市就都要推动

指标的实现。水处理有很大的市场，包括很大的

产业发展和很大的服务业发展。

第二，大气污染治理。除了“十二五”规划

中确定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约束性指标，公

众对大气污染治理关注程度很高，将要修改PM2.5

等标准，而且还要增加臭氧及VOC的指标。这些

指标的控制要追溯到源头，如生活源、移动源等

各方面，均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PM2.5的监

测，现在有很多监测企业，各省也都表明PM2.5的

监测能够实现。能监测就意味着不能只是点的监

测，所以相应的仪器、设备以及服务都要跟进，

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第三，垃圾处理方面。“十二五”要设两千

多座垃圾处理厂，其中三、四百座是垃圾焚烧

厂，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目前我国垃圾填埋

场数量众多，渗沥液达标困难，处理成本高。建

一个垃圾处理厂就有一个垃圾处理厂的设施，包

括服务商要持续跟进服务业，这将带动巨大的环

境服务业市场。

第 四 ， 重 金 属 和 土 壤 污 染 的 治 理 方 面 。

“十二五”规划中，特别关注了地下水的污染问

题，同时，包括重金属和土壤的治理也开始逐步

的推进。工业固废如脱硫后的石膏，不经处理直

接排放到土壤中，造成土壤污染，影响土壤和地

下水，亟待解决。

第五，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十二五”

期间，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领域主要任务为继续

开展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提高废物处置处理能

力；提高建成设施负荷率，减少历史堆存量；开

展边远地区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和医疗废物应

急处置体系建设。

第六，环境监测与监控仪器。“十二五”期

间，将逐步加强专项监测、PM2.5、POPs、温室气

体、VOC等监测能力，加强水源地水质全分析能

力，建立边境河流预警监测体系，建立和完善农

村环境监管体系。

2  “十二五”环保系统推动环境服务业
发展的思路

发展环境服务业总体思路和目标就是《指

导 意 见 》 中 所 提 出 的 “ 以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为 目

标，以加强环保产业需求侧管理为中心，以各

项环境管理制度措施与环保产业发展互动促进

为主线，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着力培育环境

服务业为重点，以强化环保要求为手段，努力

突破制约环保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促进环保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环境服务业占环保产业的比重是环保产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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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发达国家，环境服务业占

环保产业的比重一般为50%至60%，而我国这一比

重是15%至20%。大力发展环境服务业，推动环保

产业转型，需要政府的有效引导。当前要推动环

保产业发展，必须着力解决以下四方面问题：一

是环保市场有效培育和引导问题；二是潜在的环

保市场转化为现实环保市场的途径问题；三是环

保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问题；四是环保产业技

术水平提升的问题。

从环保部门的职能出发，环境服务业发展应

遵循“引导规范、推动培育”。“引导”首先是

指引导需求，创造产业市场，通过环保规划、标

准、约束性指标、管理要求，将潜在的市场转

化为现实的市场需求；其次是引导技术，产业

的发展方向，通过制定技术政策、技术指南、产

业供求指南，来引导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规

范”指通过严格执法、“三同时”验收、工程技

术规范、产品标准规范产业市场，通过建立市场

制度，规范设计、建设等过程，以及一些招投标

活动，这是从精细化角度进行管理和推动。“推

动”指配合相关部门制定财税收费等经济政策，

扶持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培育”，主要是通过

技术示范工程、体制机制创新试点、产业发展模

式和业态创新试点带动产业的发展。服务模式创

新、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这对产业发展至

关重要。

在发展环境服务业方面重点要做好两方面

的工作：（1）推动政府和企业采购环境服务。

（2）推进以合同环境服务为代表的新模式。

3 推动环境服务业发展的相关重点工作

环境保护部正会同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制定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十二五”环境

服务业规划》等相关规划，大力促进环境服务业

发展。另外，从2011年开始开展环保产业调查。

除此之外，推动环境服务业发展还要重点开展如

下工作：

3.1 加强对环境服务业发展政策引导

对于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政策要加以引导，不

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已有的法律法规基

础上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具体可以包括：

加强标准修订，考虑环境成本，把环境成本反映

到产品的价格上；制定重点行业排放标准，特别

是出台水环境质量等的标准；发布火电厂排放标

准，同时使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的标准从严和国际

标准接轨；加大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力度。

3.2 加强环境监管，鼓励环境技术创新

加强环境监管，主要以保运行为重点，把环

保设施监管同环境监管结合起来。制定一些重点

行业发展的技术政策。要鼓励技术创新，发布先

进污染防治技术和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技术，形

成领导性的技术，来引领行业发展。

3.3 继续开展环境服务业发展示范试点

环保部以前开展过包括新技术、成套技术和

经济实用型技术等的技术类示范和试点。今后应

重点开展环境服务业的试点示范，建设服务业公

共服务平台，开展污染治理设施第三方运营等。

具体鼓励综合环境服务新模式的探讨和试点，为

下一步大范围推动积累经验。

3.4 促进环境服务业技术的交流和合作

要加强环境服务业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推动

先进实用环保技术的成果转化、推广和应用。利

用举办国际环保产业展览会平台开展技术交流，

深化中美环保产业论坛，深化中德、中国东南

亚和中非相关论坛，加入环境服务业交流相关元

素。在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中加入环境服务业技术

和交流更多内容。

3.5 推动环保认证认可的工作

在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基础上大力开展环境管

理服务及企业的环境管理服务认证，推动企业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环保产品认证和环保友好型标

志性产品的认证。环境友好型产品的认证已经形

成了一千多亿年产量的环保产品市场，它涉及的

范围除了家电、日用品、工业用品等大部分和老

百姓息息相关的产品。认证认可制度可以防止低

端产品进入市场，引导发展绿色产品，不断推动

环保产品市场。同时，积极推动环境服务政府采

购和低碳产业认证，与其他部门合作推动环境保

护认证认可合作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