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环保产业现状与未来发展战略研究

张炳康1,2，邹结富1，姚    硕1，李云玉1，刘健平1

（1.  中节能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82；
2.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从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到工程建设、投资运营和规划咨询等一

大批市场主体，但总体来看，在核心技术、关键材料、高端装备和创新机制等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是制约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能力提升和产业经济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通过科学研判环保领域国内外发展趋势，摸清我国环保产业

的发展现状，梳理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困难与差距，进而提出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确定产业

未来发展方向，并给出相关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通过对产业未来发展进行系统性的战略研究，为“十四五”期间环保产业

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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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China has been formed with a certain scale.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market  players,  inclu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planning and consulting, etc.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erms
of  core  technology,  key  materials,  high-end  equipment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These  factors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city and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y economy in China.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cientificall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in China and sorted out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industry,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major requirements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determin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dustry. Finally, relevant safeguard measur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given. The systematic
strategic  research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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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进

一步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确保

到 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实现。2018年 5月，全国第八次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起来，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1]。环保产业

是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

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产品开发、商业流通、资源利

用、信息服务和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作为生态

环境保护供给侧，为污染控制、生态环境修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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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改善和环保监管等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

是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物质技术基础。

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

在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高端装备等方面，和发达

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是制约我国环境污染防治

能力提升和产业经济绿色转型的主要因素。本文

从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历史和趋势入手，科学分析

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

产业发展重大需求，确定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并提

出产业发展相关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从而推动环

保产业发展壮大。

1    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趋势

环保产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30年代，发达国家大规模工业生产和经济水平快速

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引发多起环境公

害事件，环保重要性开始受到广泛重视；20世纪

70年代各国开始建立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法律，推动

产业进入发展正轨；20世纪 80年代开始至今，环保

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各项先进技术纷纷运用到环保产业中，产业体

系趋于成熟[2 − 3]。我国环保产业从 20世纪 60年代

中后期开始萌芽，重点是“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4]，标

志着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起步；1988年首次提出发展

环保产业这一概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世纪

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态环

境质量不断恶化，环保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2000年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环保产业发

展的意见和规划，环保相关政策法规也不断完善，

环保产业产值和规模增长迅速，成为国家战略新兴

产业[4 − 5]。综合国内外环保产业发展历史，当前主

要表现出以下趋势：

1）更加注重融入行业生产和生活过程。各国

通过建立绿色技术标准体系、资源环境价格机制、

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和绿色金融等措施，促进

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将绿色技术

融入各行各业，特别是注重将低碳环保融入生产过

程，推动清洁生产，形成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和产业

结构，培育壮大环保产业，打造绿色低碳生产和生

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6]。

2）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应用。各国围绕

重大环境污染热点难点问题，借鉴前沿技术，促进

分子、生物、材料和信息等前沿技术与环保产业多

学科交叉融合应用，加速推进学科基础理论创新，

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形成了新的市场

竞争优势，掌握了产业高端市场，并不断加强技术

封锁，提高市场准入门槛。

3）更加注重产业智能化应用升级。基于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等技术

手段，通过数据采集、信息处理、信息共享和反馈

决策等服务，实现人类社会与环境系统全方位互

动，打破环保产业“信息孤岛”模式，打通生产、生活

与环保数据流，推动装备产品向智能化模块化发

展，推进制造过程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变，推动运营

管理向智能化信息化升级，不断加快环保产业智能

化整体进程。

4）更加注重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实施应

用。当前环保产业正朝着由终端污染治理向资源

管理、清洁生产等全过程管理发展，逐步由单项问

题治理向协同治理综合解决方案转变。环保企业

业务综合化发展趋势明显，并不断通过技术整合和

并购重组，实现优势互补，延伸及完备产业链[7 − 8]。

特别是在面临区域、流域等更大空间尺度上的复杂

多污染源治理问题上，政府、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

有能力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平台型公司。

5）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运营作用。随着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延伸，环境治理领域技术门槛不

断提高，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企业更加注重产业链全流程精细化管理，不断

优化产业链与系统工艺，注重各环节的精细控制，

严格把控系统设备质量要求，注重单元组件与系统

集成技术融合，实现精细化、动态化环境管理和服

务，最大程度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提高企业运行效

率和经营效益[8 − 9]。

2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与问题

2.1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我国环保产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从技术

研发、装备制造，到工程建设、投资运营和规划咨

询等一大批市场主体，初步形成了全要素、全链

条、全方位的环保产业体系。2015年我国环保系

统机构总数为 14 812个，专营环保企业有 4万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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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但 95% 以上是 5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兼营环保

相关业务企业数量则更多。同年，我国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总额为 8  806.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1.3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6%[10 − 11]。近些年，环保产业快速发展，重点突破

了一批重大前沿与关键技术，全产业链装备与产品

基本实现国产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治理

新成就，引领环保产业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较 2005年降低 45.8%，提前达到并

超过了 2020年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40%～

45% 的目标[11]。

当前，我国环保产业正处于持续高速增长阶

段，据环保产业协会统计，2017年全国环保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约 1.35万亿元，较 2016年增长约

17.4%，分类别营收情况见表 1。另外，以 2017年全

国环保产业重点企业调查数据、环境服务业财务数

据和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合计 7 095家企业统计

结果来看，其分领域营业收入，见表 2。其中，水、

气、固 3个领域的营收和利润之和占比高达

85% 以上。
 

表 1    2017 a 环保产业分类别营业收入
 

类别 收入/亿元 增长率/%

环境服务 7 550 23.8

环境保护产品销售 6 000 10.0
  

表 2    2017 a 环保产业分领域营业收入
 

领域 单位个数/个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亿元

水污染防治 2 597 2 336.2 362.8

大气污染防治 992 925.5 88.4

固废处置与资源化 1 018 2 164.7 262.8

环境修复 69 91.4 11.7

环境监测 1 828 434.6 46.1

其他 591 256.6 32.7

合计 7 095 6 209.0 804.5

环保装备制造业作为环保产业的核心支撑力

量，近些年发展也十分迅速，2018 年，我国环保装备

专利数量世界第一，部分大气污染防治装备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固废处理处置装备、环境监测仪器仪

表等领域技术水平和产业供给能力实现了快速提

升，2018 年水污染防治装备主要国家排名前 10的

企业和研究院校的专利情况，见图 1。
 
 

图 1    水污染防治装备全球主要国家分布情况
 

根据环保机械协会统计结果分析，2018年国内

环保装备制造业企业实现产值约 6 900亿元，同比

增长 12.5%，各领域营业收入情况见表 3[11]。
 
 

表 3    2018 a 环保装备分领域营业收入
 

领域 营业收入/亿元

水污染治理 2 100

大气污染治理 2 700

固废处理处置 1 000

结合第六次国家技术预测环保产业领域的分

析结果，总体来看，我国环保产业无论是营业收入

规模还是发展质量都在迅速提升，但与国际领先水

平仍然存在 5～10 年的差距，主要是在核心原材

料、高端监测仪器仪表以及装备标准化、系统化设

计等方面，此外产品制造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水

平不高，环保产业高端市场仍被发达国家占据。

2.2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国面临着全球最大体量的环境改善需求，最

复杂的污染防治攻坚难题，也拥有对生态文明建设

最深刻的理解和最高的追求，但现有环保产业体系

还无法支撑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转型，面

10 环境保护科学 第 46 卷



临的问题主要有[10, 12]：

1）环保企业多而不强。我国的环保企业数量

多、规模小，低水平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集中度

低，产业及产品结构不合理，规模化、实力强的龙头

企业少，缺乏可以与苏伊士、威立雅和帕萨旺等国

际巨头抗衡的跨国企业。

2）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薄弱。我国环保产业整

体技术水平不高，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与自主创新

能力薄弱，专业化水平低，技术竞争力不强，技术供

应能力较弱，除少数企业外，大部分企业缺乏技术

规划与技术研发超前布局的能动性。

3）核心环保技术装备掌握不足。我国环保产

业论文发表与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

质量不高。论文被引频次明显少于发达国家，核心

专利技术不足，特别是“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产

品、材料和装备仍然依赖国外引进。2001～2017年，

美国和日本的核心专利数分别占全世界 36.4% 和

34.7%，而中国仅为 2.6%。

4）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脱节。我国环保技术

研发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

道不畅，技术研发与应用转化脱节问题突出。近 5 年，

我国省部级以上环境领域科技成果能推广且产生

规模效益的不到 15%；专利技术 70 000多项，实施

率仅为 10%。

5）多学科技术交叉融合进展缓慢。近些年材

料、生物、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学科快速

发展，相比来看，环境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环保产业

没有充分吸收应用上述最新技术成果，缺乏与其他

学科和领域交叉融合，形成创新产品，未能实现重

大技术装备创新突破。

3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重大需求

环保产业涉及环保装备、产品和服务，产业链

长，关联度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对经济增长拉动作

用明显，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绿色转型中具

有战略性地位。因此，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是突破

制约产业升级瓶颈，缩小产业关键技术与装备差

距，逐步实现引领目标的必然选择；是系统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推进绿色发展，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根本之策；也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抢占未来全球竞争制高点的战略使命。

3.1    打破环保产业关键工艺壁垒

围绕水、气、土和固废等污染防治关键工艺开

展技术攻关，突破对环境影响大、处理难度大、技

术水平高和复杂集成度的污染防治关键处理工艺，

注重系统集成融合创新，重点打造覆盖范围广、适

合我国国情的环保产业链重大工艺包，如工业废水

近零排放、污泥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VOCs防
治技术、土壤有机污染物脱除和垃圾渗滤液高效处

理技术等，打破国外先进工艺垄断和封锁，提高我

国环境治理工艺水平。

3.2    重点突破环保产业核心装备

针对我国环境污染防治专用设备和环境监测

专用仪器仪表性能不稳定、可靠性低和寿命短等问

题，面向高可靠性、高精确度和高适应性等装备发

展需求，探索技术装备化发展路径，重点攻克行业

“卡脖子”核心技术装备，积极推进环保装备向绿色

化、模块化、标准化和智能化发展，建立从元器件、

组件、关键设备和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的全链条技术

装备体系，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领先水平

的核心装备系统，加快提升我国环保装备技术水

平，推动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满足我国对

环境质量改善的高要求。

3.3    聚焦环保产业产品开发应用

围绕环保材料和环保药剂，在基础理论创新基

础上精准研发，攻克一批环境协调和性能优良的污

染治理关键核心材料、药剂，重点研发和产业化新

型高效水处理材料与药剂、超净过滤、高效气固分

离材料、土壤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固化脱

除、微生物修复、环保用纳米材料及药剂，探索使

用低毒低污染型原材料，实现制备过程中零排放，

突破环保产品安全可回收循环利用技术，实现环保

产品向绿色化、复合化、纳米化方向发展。

3.4    创新环保产业服务模式

坚持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符合市场规律、满

足市场需要的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和投融资模式

等，积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推进专业化与

集约化发展并重，形成以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产

业结构。建立以资金融通和投入、工程设计和建

设、设施运营和维护、技术咨询和人才培训等为主

的新型可持续环保产业服务体系。

3.5    打造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

以环境增容与生态空间拓展为目标，推进大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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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空间范围的环境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实施综

合技术解决方案，形成横向覆盖（水、气、土和固废

等）纵向垂直（监测预警、工艺设计、装备制造、工

程建设和运营维护）的全方位产业格局，实现从点

源治理向全方位治理过渡、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

制转变、由单元技术研发向区域环境整体集成创新

转变。重点突破工业园区环境综合治理、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技术、城市环境综合治理以及更大规模区

域流域的集成示范与应用，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和

可推广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打造适宜我国战

略发展需求的生态优化格局与环境解决方案。

3.6    构建环保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以激发绿色技术市场需求为突破口，以解决资

源环境生态突出问题为目标，激发环保产业绿色技

术市场需求，引导人才、资金和知识等各要素资源

向环保产业集聚，布局建设环保技术工程研究中

心、技术创新中心。加大对绿色技术产业支持力

度，壮大环保产业创新主体，增强产业创新活力。

加快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基础设

施服务体系完备、资源配置高效和成果转化顺畅的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3.7    抓紧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标准

环保产业是典型的政策驱动型产业，具有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清洁生产配套的双重业态需

求，要制定配套的法律政策支撑环保产业健康发

展。加快落实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税收、环保企

业上市和再融资等绿色金融措施。强化标准在产

业发展中的引导规范作用，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我国

国情的环境领域标准，倒逼行业进行技术创新，引

领产业健康发展。

4    我国环保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基于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需求，环保产业要以解决突出资

源环境问题为导向，以增强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核

心技术竞争力为主线，按照“技术装备化、装备智能

化、产品精细化、系统集成化”的产业发展路径，重

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加快发展[13]。

1）继续向重点行业领域发力，突破重大节能、

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工艺与装备技术瓶颈，攻克一

批污染治理关键核心技术、材料和药剂，推动环境

污染由末端治理向源头减量和全过程控制转变，打

造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发挥污染治理协同效

应，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2）瞄准未来技术发展制高点，打破产业界限，

促进分子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清洁能源、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前沿技术与环

保产业交叉融合，多学科协同创新发展，加速环保

产业转型升级。

3）鼓励以技术为先导的商业服务模式创新，开

展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区域环境问题集约集成服

务、生态价值综合实现方式服务等，带动环保产业

发展。

4）协调相关主体合力推动，落实好城乡点面源

污染治理责任，提升全民环保意识，明晰技术需求，

加强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5）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发挥行业带头作用，提

高专业化水平与综合解决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鼓励强强联合，以满足更大尺度空间与复杂环境问

题的解决，引领环保产业发展。

6）引导先进环保技术应用于产业，努力将专业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培育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改善国内生态环境质量。

7）积极拓展国际环保市场，鼓励通过合作研

发、产品销售、直接投资、技术服务等多种方式参

与海外环保工程建设和运营，与“一带一路”及其他

新兴市场国家分享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实践与成

功经验，提升我国环保产业国际影响力。

5    保障措施与政策建议

5.1    加大金融财税政策支持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推动环保产业与绿色

金融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绿色信贷，鼓励银行设立

绿色信贷专项额度，支持有条件的银行探索绿色金

融专业化经营。强化直接融资，支持绿色债券规范

有序发展。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建立绿色发展基

金，支持社会资本以 PPP和第三方服务等模式投入

环保产业。探索发展绿色保险，研究开发针对合同

能源管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的保险产品，在

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

度。继续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对环保产业给予支

持，鼓励地方政府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和引导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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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产业发展。落实环保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修订完

善节能节水、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完善先进环保装备补贴机制，推进环保企业增

值税优惠政策。

5.2    强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制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政策，建立科技成

果转化信息服务平台和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完善生

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推广。

加快促进企业原始创新和研发成果推广，建立高

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的技术成果转化中心，充分

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工艺路线选择及资源配置中

的导向性与决定性作用，建立资金保障，支持创新

平台市场化运作。加快研发成果中试与转化平台

建设，推广重大技术装备首台（套）保险补偿机制，

开展技术鉴定、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培育一批科

技成果转化示范企业。

5.3    加强标准规范引导作用

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区域特点，鼓励企业参

与，加强环境基准及其评估体系的系统研究，加快

制定和修订适合我国国情和行业发展水平的先进

环保技术装备标准体系，填补环保产业材料、药剂

安全标准空白，注重标准严格性和先进性，引领环

保产品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成套化发展，指导

环保产业发展方向，倒逼行业技术进步与革新，为

产业投资、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技术参考依据。

5.4    加强环保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环保高端人才培养和引进，特别是产业发

展急需的创新型研发设计人才、开拓型经营管理人

才、高级技能人才等。鼓励企业建立人才激励机

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

施期权、技术入股、股权等激励。深入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继续实施国家环境保

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工程。健全

科技人才流动机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技

术研发人才双向流动，加强产业对技术的支撑反馈

机制，形成技术产业良性生态循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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