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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开始，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新环保法正式颁布实施，着重强调依法

治污和严格执法。由此可见，在经济新

常态下，环境保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这必将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环保

产业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经济新常态下的环境保护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是经济增速的变化。所谓经

济新常态，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由高速增

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经济增速放缓，

意味着能源、资源消费增速也将随之下

降，污染排放叠加将进入平台期。近年

来，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

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总

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

向发展，就反映了这样一个趋势。

在此背景下，国家加大对落后产

能的淘汰力度，用严格环境标准的手段，

控制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并加大对这些

产业的治理力度，为环境治理创造了条

件，也给环保产业发展带来了空间，有

效改变以往治污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

速度的局面。

过去，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

领域，在高强度大规模建设后，原有投

资领域全面减速，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

新的投资空间。特别是环境领域，过去

是投资短板，现在成了投资热点，比如

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城市上下水、雨水

等管网、土壤环境修复、生态环境保护

等。这些领域，公共性较强，投资回报

率较低，过去主要由政府承担。但在市

政公用领域，包括污水、垃圾处理，很

早就推行市场化，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今后一段时期，在环境建设领域，将会

更多地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

模式。

新常态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

了变化。过去，消费呈现出明显的模仿

性、排浪式特征，消费重点在衣食住行

方面，可以说是一种生存式消费。随着

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生存环境要求

越来越高，环境由过去的奢侈品变为必

需品。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

吃上放心的食品，已成为社会公众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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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企业投资热点正在转向 

烈愿望。环境产品消费业已成为一种大

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公众对环境

的支付意愿显著提升，环境产品因其稀

缺性已从无价到有价、从低价到高价，

从而刺激社会资本的进入，整个环境投

资将明显加大。

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环

保产业总体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深

度调整，产业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并日益

成熟，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目前，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领域PPP

模式日渐成熟。2002 年，原建设部颁

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

的意见》，开始在市政公用领域推行特

许经营，拉开市场化改革序幕，创造了

制度环境，为 PPP 模式在这一领域的

应用铺平了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

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并培育出一批专

业化的环境服务公司，环境技术不断创

新，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

日益提升。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环保企业起步阶段大多以设备制造和工程承包为主要业务，随着市场逐步拓展和企

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正逐步向投资、运营等环境业务转型。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环

境基础设施、城市上下水、土壤环境修复等环境领域的公共性较强，投资回报率较

低，过去主要由政府承担，未来则会更多地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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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先后出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

许经营管理办法》、《关于规范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等

多项文件，充分显示出中央政府大力推

广PPP模式的决心，PPP模式或将是未

来城镇化建设的主流融资渠道之一。在

此背景下，我国城镇环境基础设施领域

PPP模式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日

趋成熟。

此外，工业污染治理领域正在大

力推行第三方治理。据统计，目前工业

污染已占污染总量 70%以上，成为我

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究其原因，主

要是我国工业污染治理依然沿用“谁污

染、谁治理”的思路，由排污企业自行

解决治理问题，难以从宏观和长远的角

度建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自我约束机

制。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从根本

上将工业污染治理思路转变为“污染者

付费、第三方治理”。第三方治理是将

专业化环境治理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引

入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可以使污染治理

相对集中、减少环境治理设施的重复投

资、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水平，同

时权责明晰，便于环保部门监管。

随着产业模式的不断创新和推广，

环保企业的业务范围和发展方式也在

不断地延伸和转变。

首先是从工程设备转向投资运营

等环境业务。我国环保企业起步阶段大

多以设备制造和工程承包为主要业务，

随着市场空间的逐步拓展和企业规模

的不断扩大，正逐步向投资、运营等环

境业务转型。

同时，环保企业也在从单一产业

链环节转向横向、纵向的全产业链。一

方面，一些环保企业正逐步向多元化发

展，譬如原来单一从事水务的企业，正

逐步拓展固废处理、大气治理以及资源

综合利用、新能源等领域，形成业务范

围广泛的平台公司；另一方面，一些环

保企业立足自身现有技术和市场基础，

不断强化技术创新和市场投入，形成在

某一领域专、精、尖的垂直公司。

近年来，一些大型环保企业通过

并购整合来快速增强实力，实现跨越式

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一些

环保企业正在从项目拓展转向企业并

购。通过并购整合和投资经营，环保企

业可以迅速整合形成产业链条、延长产

品线、提升技术服务水平、快速抢占市

场制高点。

环保产业作为国家确立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国家已出台的各项产业政策

应督促地方政府尽快落实，并进一步探

讨、研究、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扶持政

策，未来要将环保产业真正打造成国民

经济支柱产业，成为房地产、互联网一

样的产业集群。

借助新环保法的实施，各地政府

和环保部门应针对高污染企业展开全

面排查，切实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这样可以有效解决长期存在

的污染企业违法排污成本低于守法成

本的问题，违法成本加大，违法违规行

为必然趋少，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

出污染治理市场需求，为环保产业发展

提供空间。

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

是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共同的义务，

应尽快构建符合国情的政府监管、行业

自律、公众参与、司法保障等多元共治

的环境监督和治理体系。其中，政府应

着重加强对环境 PPP和第三方治理项

目参与各方履约责任的监管，并联合行

业组织加快淘汰落后环境技术、设备、

管理方式，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

升级，为环保产业国际化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加快完善和大力推动环境

公益诉讼，赋予公众环境诉讼权，推动

更多的环境纠纷进入司法渠道，可有效

避免环境群体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

定。有了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环境立法

将得到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环保产

业也将随之获得发展契机。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

长、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出现新业态争抢市场制高点

多方合作打造真正的支柱产业

有媒体报道，被称为“水十条”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经在年前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据测算，“水十条”投资将达两万亿元。图为重庆涪陵污水处理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