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 唐山金沙燃烧热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加紧生产。该公司位于河北省迁安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燃烧热能设备及相关衍生品研发、制造、销售、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拥有国家专利26项。 陈 儒摄（中经视觉）

图②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检验新研发生产的医疗废水生物

强化反应设备。 王文生摄（中经视觉）

图③ 江西省分宜县分宜镇水北村金丝皇菊喜获丰收。近年来，当地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生态种养产业快速发展。 黄传庚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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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力度持续加大，我国环保产业市场空间加速
释放，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不
断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
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5年来，我国环保产业快速发
展，总体竞争力越来越强，技术含量越来越
高，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控治理的
能力越来越强。

产业稳步增长

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煤电供
应体系，所有火电厂除尘、脱硫、脱硝均实现
了超低排放，参与煤电清洁治理的企业大多
表现不俗。比如，作为第三方治理公司，北京
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创新技术，
有效推动煤电清洁发展，支持环境污染防治
工作向纵深发展。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
其林表示：“我们公司在火电烟气治理领域一
直保持龙头地位，脱硫（含一体化除尘）机组
合同容量及投运量连续3年名列前茅，第三
方治理模式机组容量超过3万兆瓦。”

5年来，该公司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积极向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综合环境服务
商迈进。

得益于无数环保企业的蓬勃发展，我国
环保产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发展质量不断
提升。

“据测算，2019年全国环保产业营业收
入约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远高于同
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
英民近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发布会上介绍，
在各项子领域中，环境服务业营业收入约为
1.12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在2019年列
入统计的1.1万余家企业中，环保产业营业收
入总额达到9864亿元，同比增长13.5%，相关
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接近70万人。

环保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我国环保
相关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据天眼查专业版数
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环保相关企业年度注册

增速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期间增速
始终维持在25%以上。截至2020年10月10
日，我国有超过264万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
围包含“环保、环境保护、生态环境、生态保
护、环境治理、环境监测”等关键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越来越多国
有企业进入环保领域，环保产业参与程度越
来越高”。常纪文表示，国企与民企加快融
合，形成协同发展效应，是近年来环保产业发
展的又一个明显趋势。

数据显示，从2018年至今，国企入股民
企所产生的直接资产交易额度超过200亿
元。目前，省级环保集团已超20家，近百家
央企中有30多家进入水务行业。

技术显著提升

近日，由中晶昆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中晶环境公司自主研发的超炭材料治理
VOCs项目，在江苏无锡成功投入运营。这
是国内采用单一材料、单一工艺成功治理
VOCs的首个项目，相较于其他复合工艺具
有投资成本低、运行费用低、脱除效率高等显
著优势。

据中晶昆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童
裳慧介绍，该公司在烟气脱硫脱硝技术领域
拥有的发明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六位、中国
第一位。

环保企业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使得我国
环保产业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快速缩
小，环境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根据中国环保
产业协会调查，去年3535家重点企业的研发
经费支出达到158亿元。燃煤锅炉、工业炉
窑电除尘、布袋除尘等部分产品及技术已经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包括超低排放等在内的一系列绿色制
造及污染治理新技术，有效推动了产业升级
与高效治污相统一。”赵英民说。

比如，我国火电超低排放技术世界领先，
目前超低排放装机机组容量已经达到80%；
比如，新能源车、柴油车治理等均为高科
技、新技术应用，不仅能够在污染末端治理
领域发挥作用，而且能够有效推动绿色制

造、绿色生产以及产业升级。

服务不断创新

由于长年被内涝与“黑臭”所困扰，2016
年下半年，福州打响了城区水系综合治理攻
坚战，对107条主干河道、49条支流展开“一
盘棋”治理。福州全面启动由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的PPP治水模式，集设计、施工、运营
管理于一体，将城区的102条内河打包成7个
水系治理项目包，共生成5000多个治理项
目，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按照这一模式，福州市从一次性投入
100多亿元改为每年投入10多亿元，大大缓
解了财政负担。正是这样的模式创新、机制
创新，让福州的治水真正实现了“河长治、水
长清”。

赵英民表示，我国环保产业服务模式不
断创新，第三方治理、环境绩效服务、环境金
融等服务业态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互联网+”
模式、PPP模式、生态环境导向等也得到创新
应用。

今年5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中国银保监
会、全国工商联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营造
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此，全国工商联环境
商会秘书长马辉说：“这可以视作环保政策
的综合集成。”

如今，环保产业金融服务环境也日益改
善。前两年一直困扰环保行业的融资问题得
到了缓解，专项债的倾斜使生态环保方向获
得的资金量显著提升；由政府牵头、以市场机
制设立的绿色发展基金有效缓解了环境治理
中的市场失灵问题。

此外，“互联网+”等新技术也在更好服务
环保企业。随着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最强大
脑”形成，环保产业日益走向精细化、数据化、
智能化。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环保产业增长
的拉动效应逐渐减弱，环境服务格局正在重
组。”马辉表示，随着环境治理市场化改革不
断深入，环保产业将真正发展成为具有创新
引领性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环保产业：同心守护碧水蓝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近日，记者在位于山东省邹平市的开元润
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轮胎裂解基地看到，一
辆辆满载着废旧轮胎的卡车驶入厂区。这些废
旧轮胎经过破碎、清洗等预处理环节后，被“投
喂”进自动裂解设备，变为高品质的裂解油、炭
黑、钢丝3种再生资源，重新进入销售与再加工
工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则循环回
炉，作为燃料再利用。

“自动化进料、全密闭生产，全程无人化，以
这样的方式热裂解，几乎实现了废旧轮胎‘吃干
榨净’。”开元润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孟
祥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年处理废旧轮胎6万
吨计算，可得到2.4万吨裂解油、2.2万吨炭黑、

0.72万吨钢丝以及少量可燃气，年销售额可达
8000万元左右。

孟祥东所说的“热裂解”，是指将废旧轮胎
粉碎后置于密闭容器内，在高温高压环境下将
其分解回收，是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的主要方式
之一。“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指导目录，明
确将废旧轮胎综合利用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前景向好，机遇已来。”开元润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晓港告诉记者，今年底他们
将完成3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设，深化环保技术
研发，在废轮胎、废塑料综合利用产业持续发
力，把黑色污染变为“黑色黄金”。

“过去，废旧轮胎‘土法炼油’作坊很多，裂

解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物大多直接排放，严重
污染环境。”中国轮胎循环利用协会会长朱军表
示，近年来随着关键技术不断突破、环保力度持
续加大，昔日散、小、污、乱的行业格局逐步改
变，新型热裂解技术已成为废旧轮胎综合利用
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循环经济政策引领下，近年来，我国废旧
轮胎综合利用行业快速发展，废旧轮胎回收利
用率逐年提升。2019年，我国拥有综合利用企
业约1500家，资源化回收利用废旧轮胎约2亿
条，回收利用率约60%。如果全国每年产生的
千万吨废旧轮胎均做规范化加工处理，或可形
成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巨大产业。

黑色污染变身“黑色黄金”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高 雷

回顾“十三五”期间，环保产业的发展阶
段正好可以一分为二。以2017年为分水岭，
前期以扩大规模为主，后期以提升质量为
主。相应的，环保企业也从“淘金”阶段进入

“炼金”阶段，从比“跑马圈地占山头”转向比
拼专业化能力、产品技术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至2017年，我
国环保产业营收规模从600亿元提升至1.35
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5%。环保产业
营收在GDP中的占比也日益增长，从2002年
的0.4%上升至2017年的1.6%。

依赖政策驱动的“疯长”在 2018 年戛然
而止。这一年，宏观政策调整、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再加上去杠杆、PPP清库存影响，环保
投资下降，市场需求萎缩，板块估值大幅回
落。行业格局分化使得不少在前期急于扩大
市场份额，没有做好风险控制的企业遇到了
困境，多家大企业的剧烈波动更是引发了环
保行业的集体“焦虑”。

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一批引领发展
的龙头企业开始逐步形成，行业集中度开始
提升，产业生态系统初现雏形，为我国环保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环保产业的前景毋庸置疑。随着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融资环境好转及多项环
境经济政策加速落地，“十四五”期间环保产
业有望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

在这样的环境下，环保企业要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
史担当，持续修炼内功，加大研发投入，提高
核心技术水平，增强精细化运营能力。具有
特定核心产品服务的优势企业可以加强战略
协同合作，通过资源整合加强综合竞争力，提
升品牌竞争力，共同分摊风险、拓展市场。

从“淘金”到“炼金”
刘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