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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BM － Malmquist 指数模型的区域环境效率研究
以福建省 2004—2013 年的面板数据为例

王育平，苏时鹏，刘 佳，许佳贤
( 福建农林大学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利用福建省 9 个设区市 2004—2013 年的环境效率评价指标，运用 SBM 模型对环境效率的静态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在

此基础上运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分析其动态变化趋势，并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效率和典型区域特征，将 9 个设区市的环境效

率划分为三个等级。在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和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福建省要坚持综合平均、区域协调的发展方向，在维护良

好自然环境质量的同时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着力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提升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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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Ｒ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ased on SBM －Malmquist Exponential Model

Taking 2004 － 2013 Panel Data of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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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ed 2004 － 2013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valuation indexes of 9 municipal － level c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used SBM model analysis to evaluate its static level，and used Malmquist index model studied its dynamic change trend，classified these cities'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to 3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typical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clusion，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oroughly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province strategy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urbanization，Fujian Province needed to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combined average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maintained good qual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as well as further optimiz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reduced energy consumption，improved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
cy，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ght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promoted th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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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关系国计民生。环

境效率的提出可用于评价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资源环境

代价，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测度之一［1］。环境效率的

评价方法有很多种，国外学者 Pittman 等提出的衡量环

境效率方法仍是基于 DEA 模型中的径向与产出角度

的测度方法［2］; Tone 等提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 SBM
模型更符合实际的社会生产情况［3］。国内研究中应

用 SBM 模型的较多，如李静、胡达沙等从理论和实证

角度出发证明了 SBM 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的合理性

和优点，并与 CCＲ 模型进行对比，分析了我国环境效

率状况差异和演进规律［4，5］; 白永平等运用 SBM 模型

从非期望产出角度测度了我国沿黄 9 省( 区) 2001—
2010 年 10 年间的环境效率静态水平，通过 Malmquist
指数模型分析了沿黄 9 省( 区) 的动态变化趋势［6］; 赵

艳等运用 SBM 模型分析了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 2001—
2007 年环境效率及其变化率，并进一步利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计算了各地级市在研究期变化率，并划定江

苏省经济环境协调分区［7］。
为了更客观科学地评价福建省环境效率，从数据

的可获取性、指标的科学性和模型的精确性出发，本文

运用 SBM 模型对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环境效率的静态

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运用 Malmquist
指数模型分析其动态变化趋势，以期为福建省的环境

效益评价和生态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1 SBM 模型

运用 DEA 方法评价某一经济系统的生产或运行

效率时通常是输出越大越好，但生产排放的废物和污

染物却恰恰相反。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很难在生产

过程中避免废物及污染物的产生。因此，废物及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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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就如同生产中必须要投入生产要素才能生产出产品

一样，是不可避免的［8，9］。针对具有非期望输出的环

境效率评价，本文采用非径向和非角度的 SBM 模型来

避免 DEA 模型在处理非期望产出问题上的缺陷。
假设生产系统有 n 个决策单元( DMU) ，有三个投

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向量: 投入、期望产出和非

期望产出分别表示为 x∈Ｒm，yg∈Ｒs1，yb∈Ｒs2，定义矩

阵 X、Yg、Yb 如下: X =［x1，…，xn］∈Ｒm × n，Yg =［yg1，

…，ygn］∈Ｒs1 × n，Yb =［yb1，…，ybn］∈Ｒs2 × n。其中，xi ＞ 0，

ygi ＞ 0，ybi ＞ 0( i = 1，2，3…n － 1，n) 。根据 Tone 提出的

SBM 模型［3］，可得到以下主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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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λ － sb，s －≥0，sg≥0，sb≥0，λ
≥0。在模型中，s 为投入和产出的松弛量，λ 为权重向

量。目标函数为 ρ* ( 0≤ρ* ≤1) ，对 s － ，sg，sb 是严格

递减的。对特定决策单元，只有当 ρ* = 1 时，即 s － ，sg

和 sb 的值都为 0 时是有效率的; 若 ρ* ＜ 1，说明决策

单元是无效率的。
1． 2 Malmquist 指数模型

假设存在 n 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在 t 期使

用 m 种输入获得 s 种输出，xtj = ( xt1j，x
t
2j，…，xtmj )

T 表示

第 j 个决策单元在 t 期的输入指标值，ytj = ( yt1j，y
t
2j，…，

ytsj )
T 表示第 j 个决策单元在 t 期的输入指标值，并且

两者均为正数，t = 1，2，…，T。规模报酬的可变情况

下，令( xt，yt ) 在 t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V ( xt，yt )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 1
V ( xt，yt ) ，( xt + 1，yt + 1 ) 在 t 期的距

离函数为 Dt
V ( xt + 1，yt + 1 ) ，在 t + 1 期的距离函数为 Dt + 1

V

( xt + 1，yt + 1 ) 。在 不 同 的 技 术 条 件 下，利 用 两 个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几何平均值来计算 t 期到 t +
1 期 生 产 率 的 变 化: M ( xt，yt，xt + 1，yt + 1 ) = ( Mt ×

Mt + 1 ) 1 /2 =
Dt

C ( xt + 1，yt + 1 )

Dt
C ( xt，yt )

×
Dt + 1

C ( xt + 1，yt + 1 )

Dt + 1
C ( xt，yt[ ])

1 /2

。

Malmquist 指数是衡量全要素生产率从 t 期到 t + 1
期的动态变化指数［10］。当M 值大于1 时，表明从 t 期到 t
+1 期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效率有所提高; 当 M 值

等于 1 时，表明从 t 期到 t +1 期全要素生产率不变，效率

未发生变化; 当 M 值小于 1 时，表明从 t 期到 t +1 期全要

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效率有所下降。
1． 3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规范合理的指标是科学评价环境效率的基

础，只有指标全面准确、易获取和近相关才能测算出不

同城市 的 相 对 环 境 效 率［11］。结 合 国 内 外 学 者 观

点［7，12，13］，本研究以 2004—2013 年福建省 9 个设区市

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选取国土面积( 万 km2 ) ，城镇单位

从业人员数( 万人) 、资本存量( 亿元) 、能源消耗量( t
标准煤) 作为投入指标。其中，国土面积作为整个生

态系统载体的投入( 生态系统服务投入) ，其他三个依

次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产出指标分

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指标选择 9 个设

区市 GDP( 亿元) 。环境效率好坏的衡量取决于有效

的资源使用，也取决于合理的污染排放量［12］。单位地

区生产总值所排放的 SO2、化学需氧量、固体废弃物数

量可用来反映经济生产中的资源使用和环境影响情

况，三个指标均为负指标，与环境效率之间有着紧密关

系。因此，非期望产出( 环境负荷或者环境负产出) 选

择 9 个设区市的 SO2 排放量( t) 、COD 排放量( t) 、固

体废弃物( t)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研究对这三个指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换成 0—1 之间的变量。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 2005—2014 年的《福建省统计

年鉴》、《福建省社会和科技统计年鉴》，横向覆盖福建

省 9 个设区市，纵向覆盖 10 年( 2004—2013 年) 。为

了剔除价格变动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统一以 2004 年

不变价格计算 GDP 和资本存量。

2 结果与分析

2． 1 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环境效率差异分析

利用 2004—2013 年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的面板数

据，采用 SBM 模型，应用 MaxDEA5． 2 软件，根据前文

所列模型和整理的指标数据计算福建省 9 个设区市

2004—2013 年的环境效率值。结果见表 1、图 1。
表 1 福建省 9 个设区市 2004—2013 年环境效率值

地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平均值

福州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厦门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莆田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0． 974 1． 000 0． 916 1． 000 0． 983 0． 983
泉州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漳州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0． 941 1． 000 1． 000 1． 000 0． 926 0． 997 0． 997
龙岩 0． 954 0． 844 1． 000 0． 878 0． 937 0． 845 0． 807 0． 852 0． 877 0． 923 0． 923
三明 0． 973 0． 819 0． 796 0． 954 0． 882 0． 787 1． 000 0． 774 0． 898 0． 885 0． 885
南平 0． 821 0． 869 0． 732 0． 701 0． 717 0． 697 0． 703 0． 705 0． 846 0． 871 0． 871
宁德 0． 815 0． 852 0． 823 0． 801 0． 846 0． 814 0． 830 0． 847 0． 878 0． 912 0． 912
全省 0． 951 0． 932 0． 928 0． 926 0． 925 0． 902 0． 926 0． 899 0． 936 0． 952 0． 952

图 1 2004—2013 年福建省 9 个社区市平均环境效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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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环境效率变化趋势分析: 图 1 显示 2004—
2013 年福建省 9 个设区市平均环境效率的变化趋势，

平均环境基本维持在 0． 925。这一结果说明福建省总

体的环境效率较高，各设区市的环境效率水平差异不

大。但图 1 不能充分说明福建省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

低程度的效率损失。进入 21 世纪，福建省的产业结构

进行了战略调整，资源能源得到了科学合理的配置和

利用，环境保护政策陆续出台，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进一

步推广，环境保护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此外，福建省的

生态环境基础较好，相比其他省份，环境效率较高。尽

管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长期粗放式

的经济增长方式，福建省仍要继续承担传统发展模式

给资源、能源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2013 年福建省

生态效率指数排名全国第七，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全国

第二，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持续保持优良，但存在以第

二产业为主导、高耗能行业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持续加

剧的产业隐患［14］。
福建省环境效率地区差异分析: 由表 1 可知，福建

省的环境效率分布呈现由东向西、由沿海到内陆逐渐

降低的阶梯型特点。东部沿海的福州、厦门、泉州三市

处于前沿面上( 即 EE = 1 ) ，环境效率强有效; 闽东南

漳州、莆田两个市环境效率较高，2004—2013 年的环

境效率的均值在 0． 95—1 之间; 相较于以上地级市，龙

岩、宁德、三明、南平 4 市的环境效率较差，平均环境效

率值介于 0． 85—0． 95 之间。环境效率的计算依赖于

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和环境负产出的多少，但并不是经

济总量和能源消费量决定了环境效率，环境效率是随

着体制创新、产业调整和环境保护技术进步而逐渐下

降的。福州、厦门、泉州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减少了高

耗能行业比重，增加高附加值产业比重，调整优化能源

消费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向集约型转变。同时，提高现

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水平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降低资源能源消

耗和环境污染，因此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市环境效率

强有效。近十年来，位于东南沿海的漳州、莆田两市的

经济取得较快发展，GDP 产量跃增全省前列，但产业

发展结构、质量和效益与福州、厦门、泉州等城市相比

仍存在一定差距，地区经济基础、制度环境、技术支持

较差，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较慢，产业结构失衡成为制约

该地区环境效率提高的主要障碍。以漳州为例，漳州

与厦门同属于闽南金三角地带，厦门企业多迁移至漳

州，PX 项目落户漳州古雷半岛，污染变成不同经济发

展阶段的产物。污染同样会因为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

在地区间转移，不注重地区环境保护，只重视发展地区

经济，最后导致古雷半岛 PX 项目厂区发生爆炸的污

染事故。这是当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在地区

间转移的一个小缩影，应引起我们的深思。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同样重要，长期利益应得到重视。龙岩、宁
德、三明、南平 4 市位于闽西北地区，经济和环境有着

向好的方向发展态势。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较薄弱，

属于福建省欠发达地区，经济体制较落后、市场调节机

制尚未完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环境保护投入较

少、环境保护技术尚未全面推广等原因导致环境效率

处在全省较低水平。
2． 2 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环境效率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利用 2004—2013 年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的面

板数据，选取 Malmquist 指数模型计算环境效率的动

态变化趋势，计算结果见表 2、图 2。
表 2 福建省 9 个设区市 2004—2013 年环境效率动态变化值

地区 2004—
2005 年

2005—
2006 年

2006—
2007 年

2007—
2008 年

2008—
2009 年

2009—
2010 年

2010—
2011 年

2011—
2012 年

2012—
2013 年 平均值

福州 0． 907 0． 989 0． 971 1． 108 1． 008 1． 028 1． 171 1． 042 1． 024 1． 028
厦门 1． 007 1． 002 1． 029 1． 027 1． 037 1． 028 1． 115 0． 994 1． 036 1． 031
莆田 0． 866 0． 798 0． 896 0． 953 0． 941 0． 893 0． 853 0． 989 1． 018 0． 912
泉州 0． 893 0． 978 0． 982 0． 995 1． 012 1． 012 1． 102 1． 014 1． 025 1． 001
漳州 0． 820 0． 819 0． 902 0． 903 0． 955 0． 966 1． 088 1． 053 1． 027 0． 948
龙岩 0． 917 0． 818 0． 785 0． 942 0． 916 0． 914 0． 771 0． 981 1． 138 0． 909
三明 0． 841 0． 859 0． 863 0． 900 0． 803 0． 828 0． 865 0． 873 1． 074 0． 886
南平 0． 838 0． 774 0． 816 1． 016 0． 902 0． 869 0． 841 0． 902 1． 001 0． 874
宁德 0． 679 0． 756 0． 861 0． 903 0． 882 0． 833 0． 852 0． 843 0． 872 0． 818
全省 0． 863 0． 866 0． 900 0． 972 0． 940 0． 930 0． 962 0． 966 1． 020 0． 935

图 2 福建省 9 个设区市 2004—2013 年环境效率动态变化

福建省环境效率总体变化趋势分析: 由表 2 和图

2 可知，2004—2013 年福建省各设区市的环境效率略

有起伏，基本保持同步变化趋势，总体呈缓慢上升趋

势，全省均值为 0． 935。首先，2004—2006 年总体环境

效率偏低，2006 年为转折点，2006 年之后的环境效率

开始呈逐年递增态势，逼近历史最高水平的 1． 02，关

键原因在于这一年福建省落实推进国家“十一五”规

划中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20% 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

本得到遏制”这一发展目标［15］，扭转了“十五”后期由

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出现的单位 GDP 能耗和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有效提升了环境效率。
其次，2007—2011 年环境效率有所回弹，但环境效率

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0． 9 以上。在这一期间(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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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期间) ，福建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监管减排、政
策减排、责任减排取得了明显成效，环境效率稳定在较

高水平。但全省节能减排工作发展不平衡，存在产业

发展与节能减排不协调、措施不够有力等问题，导致环

境效率有所反复、下滑。第三，2008 年受到全球金融

危机、资本市场影响等影响导致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等

因素的影响，福建省环境效率出现效率下降现象［16］。
第四，2012 年又是一个拐点，环境效率由 0． 966 突破

到 1． 02，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原因在于: “十二

五”期间福建省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

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在发展过程中

以清洁、低碳为发展方向，优化能源结构，增强能源保

障，节能减排，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

展，使经济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
福建省各设区市环境效率动态变化分析: 从表 2

和图 2 的 分 析 可 见，2013 年 福 建 省 9 个 设 区 市 的

Malmquist 指数除宁德市外都大于 1，2012—2013 年的

Malmquist 指数均值为 1． 02，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的环境

效率水平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表 2 可见，除

宁德市、厦门市外，福建省其他设区市的跨期动态变化

区域差异并不大。差异最大的是宁德市，最小值是

2004—2005 年的 0． 679，最大值是 2007—2008 年的

0． 903，差异值达到 0． 224。宁德市经济发展水平在福

建省相对落后，受到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产业结

构传统滞后，能源利用效率较低，重增长轻环境保护的

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导致环境效率相对其他设区市处

于较低水平［13］。差异最小的是厦门市，厦门社会经

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在环境

治理上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政策支持，环境效率保持

在较高水平，基本稳定在 1． 031 左右。
2． 3 福建省环境效率的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环境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特别是近十年来，环境效率稳定在较高水平，经济、资
源和环境协调发展。本研究按照环境效率的测度结

果，根据福建省环境效率的分布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

陆逐渐降低的典型区域特征，将福建省 9 个设区市的

环境效率划分为三个等级。①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地

区，包括福州市和厦门市、泉州市。福、厦、泉三市经济

相对高达，GDP 产出居福建省前三名。尽管能源消耗

量大，但产业结构相对合理，正在由通过单纯依靠生产

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提高

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的内涵型增长方式转变，

同时环境保护投入多、环境技术水平较高与其相呼应，

使环境效率维持在较高水平。②中投入中效率中产出

地区，包括漳州市和莆田市。漳、莆两市的经济正处于

快速发展时期，GDP 产出位居福建省前列。能源消耗

量快速增加，经济增长方式仍以能源消耗和一定程度

的环境牺牲为代价。这两个城市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和污染排放方面仍有不足，尚有改善空间［12］。当然环

境治理并非短期内能完成，需要加快产业转型、产业升

级和增加环保投入才能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从而提高环境效率。③中投入低效率中产出地区，包

括龙岩、三明、南平、宁德。这四个城市处于福建内陆

地区( 除宁德东部地区临海外) 。该地区的共同特点

是中等 GDP 产出，相对较低的环境效率。提高该地区

的环境效率、降低能源消耗量、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关

键在于福建省政府实施必要的区域政策倾斜提高该地

区的环境效率［13］，东南沿海较发达的设区市应积极支

援这些地区，加快这些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 讨论与结论

提高环境效率是福建省继续保持全国生态文明示

范区的内在要求。应用 SBM － 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

算出福建省的环境效率，可为福建省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 提 供 决 策 参 考。通 过 SBM －
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算福建省环境效率差异并不十

分明显，9 个设区市的环境效率差异并不大，各地区环

境效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本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测算出的环境效率值将

福建省划分成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地区、中投入中效

率中产出地区、中投入低效率中产出地区等三个区域，

针对每个区域的特征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

研究结果和分析发现，国家和福建省政府在“十一五”
和“十二五”期间的环境政策确实取得了成效，福建省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环境

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保持同步增长趋势，但在区

域环境效率差异方面福建省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

较于全国水平，福建省的环境效率相对较好，环境质量

持续保持优良，生态环境状况持续保持全国前列［14］。
福建省要继续保持生态文明的领先位置，需要坚持综

合平均、区域协调的发展方向，在维护良好自然环境质

量的同时，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量、
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着力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提升环

境效率。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福建省应把握好环境服务

工作的方向，以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统领城乡生态发展，

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保障城市健康发展，以乡

镇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以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和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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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群共同发展，以环境监测、监管水平和环境信息服

务水平的提升保障城市公平发展［17］。②福建省应加

大对闽东、闽西北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

缩小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各级政府应进一步

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保障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供

给［18］。鉴于农村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受到忽

视，为了快速推进城乡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福建省还应考虑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予以保障，通过专

项转移支付解决区域性、流域性和城乡交叉地带环境

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问题; 对东南部地区，应巩固其现

有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成果，扩大环境基本公共

服务覆盖范围，促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进一步

提升; 对中西部地区，应加大对其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

投入力度，加快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速度，提高环

境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此外，在保障对环境基

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

应加强对环境安全性服务和环境信息性服务的重视程

度，进一步健全环境监测与监管体系和环境信息公开

机制。③福建省应实施差异化区域性环境基本公共服

务战略。由于各地区的环境资源禀赋差别较大，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应实施差异化的区

域性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战略［17］。如全省应加强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 西北部地区要

重点加强水能、矿产等资源能源开发的环境监管，提高

水资源的利用率; 东南沿海地区要加强对石化基地、核
能产业的环境监管; 闽东、闽西北和个别闽南地区要有

效地维护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高城乡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维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严格推行资源

节约，统筹城乡环境保护，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 东南沿海地区要控制污染物排放总

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加快推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化解资源瓶颈制约。总之，应根据

各地不同地域特征区别应对，因地制宜，以获取最优环

境公共服务发展策略。④福建省应积极推行环境“谁

污染、谁治理、第三方治理”，强调环境效果服务，串联

起环保产业链。中国新《环保法》于 2015 年 1 月 1 日

开始施行，期待已久的《水十条》也将发布，加上 2013
年发布的《大气十条》，这些政策与法规与原先政策不

一样，其中没有动辄几万亿的字样，目的是环境治理的

责任和效果。显然，由最初的“谁污染、谁治理”走向

“谁污染、谁付费、第三方治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目前环境第三方治理在欧美国家普遍应用，并被认为

是当前最有力手段之一，推行第三方治理的好处显而

易见。首先，推动环保企业成长，要解决污染问题，没

有一个强大的环保产业是不行的; 其次，政府从监管几

万家排污企业到监管几百家环保企业，压力大大减轻。
第三，污染企业实际付出的治理费用会大大降低，因为

环保企业拥有专业技术，且大规模治理时各种采购成

本会减少。环境第三方治理虽然好处不少，但在国内

尚处于起步阶段。福建省要加快试点工作，消除税负、
融资等方面的障碍，积极做好政策引导，可选择在污水

处理、餐饮油烟等一些重点领域试点第三方治理; 环保

部门还可带头从市场购买服务，部分环境检测服务还可

外包给第三方企业。此外，建议对水务、垃圾处理等环

境服务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减免房产税、土地税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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