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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备受瞩目的《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由

国务院正式印发，对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出全面战略

部署。“土十条”的正式出台，意味着

继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后，土壤污

染将成为我国重拳治理的又一领

域。土壤治污将对环保行业发展带

来哪些影响？相关企业面对即将来

临的广阔市场将如何作为？

地方配套资金
存在短板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优化经济

发展方面，实施“土十条”，预计可拉动

GDP 增长约 2.7 万亿元，可新增就业

人口200万人以上。到2020年，预计

可带动环保产业新增产值约 4500 亿

元。

据环保部一位不愿具名的副

司级官员介绍，一般来说，农用地

治理与修复成本每亩从几千元到

几万元，污染地块土壤治理与修

复成本每立方米从几百元到几千

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

授蓝虹也表示，即使采取土壤修

复成本较低的植物修复法，每公

顷耕地的修复成本也将达到 30

万元，所需资金总额高达 6 万亿

元。

尽管随着“土十条”的出台，土壤

治污市场前景一片看好，但也有业内

人士认为不能“过于乐观”。主要表现

在地方资金配套缺口较大，商业模式

没有建立起来，多元化投资市场还没

有真正形成，项目推动基本上依靠中

央资金。有的省份地方资金到位率甚

至只有8%，这严重影响了中央资金的

带动作用。

环保部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管理技

术中心副总工程师臧文超对记者表

示，由于我国环保资金管理体制侧重

于一次分配，资金到位以后，后期管理

无论是建设、运营还是评估，很多工作

都是缺失的，最终造成了整个项目在

后期审计的时候大面积出问题，中央

资金就“不敢继续投入了”。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郝鑫表示，因为地方

配套资金严重缺乏，阻碍了中央资金

继续投入。有些地方项目实在太难

拿了，且数量有限，市场培育不起

来。“有的企业甚至 3 年才接了两三

个项目，大部分时间都在亏损运营。”

郝鑫说。

一家环保企业负责人认为，土壤

治理要花费巨额资金，但“土十条”中，

财政资金的来源、渠道和创新力度都

不够。“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钱投入这

个市场，但还是更倾向于静观其变。

土壤修复行业目前交织着技术、资金

和管理等多重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这位负责人说。

不过，北京高能时代环境修复有

限公司总经理魏丽则表示，这一现象

只是暂时的，随着政府环保工作的力

度越来越大，土壤修复行业有望在未

来2—3年内迎来“春天”。

自主创新及专业人才
亟须突破瓶颈

针对目前土壤修复行业的现实问

题，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土壤修复行

业破除发展瓶颈，可以从加大技术投

入、引入PPP模式解决融资两方面进

行。政府对行业的投入侧重在技术研

发环节，再通过PPP模式，解决土壤修

复行业的融资问题，这有利于快速推

动行业发展。

而在魏丽看来，中国土壤修复行

业的现状是：“技术不缺创新缺，人才

不缺专才缺，场地不缺资金缺，效果

不缺时间缺。”魏丽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如果国家进一步完善、细化相

关法规制度与规范，进一步鼓励科研

机构及企业自主创新，企业能够主动

作为，朝专业化方向发展，红海也能

变成蓝海。”

河北省蠡县环保局办公室主任邓

立昌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基层环保监管除人手少、任务重

外，最缺乏的也是专业技术人才。“不

少执法人员对重金属行业工艺、设备

和治污设施看不懂、谈不清、查不

准。”邓立昌说。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北京

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阳生在谈到我国

土壤治污的处境时形象地指出。他认

为，土壤修复行业的核心问题是技术

创新，国家需要加大资金投入。重点

不是推多少示范项目，而是要加大技

术创新方面的投资，在技术研发的同

时做好示范。国家应该把资金投到前

端的科研中，注重人才的利用。

据刘阳生介绍，我国的土壤修复

可以分为场地修复、农田土壤修复和

矿场地修复三大部分。对于工业场地

搬迁以后的污染场地修复，目前国内

企业主要照搬国外的技术和设备，但

国内地质层级结构和国外不同，引进

的技术还存在消化吸收问题。刘阳生

说：“国内的很多企业不懂得这个道

理，直接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用，不利

于专业人才的配置，这是错误的。”

专业化将成
产业发展必由之路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指出，我

国土壤修复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需

要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环保企业共

同推动。专业化公司作为环境修复执

行方，在标准制定、技术转化、产业模

式和产业联盟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

用。

对此，申万宏源宏观分析师李慧

勇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认为，根据“土十条”要求，大半中度

及全部中度以下的污染土壤都要达

标，可以预期生态修复、土壤风控和污

染源治理等安全利用相关细分行业的

市场空间，将被进一步打开。他认为，

这对专业公司来说，将是利好消息。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艳丽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从我们多年从事污水

处理的经验来看，专业化程度越高越

能得到市场的青睐，而作为基本环境

要素，土壤又与水、大气等紧密联系，

环境修复专业化的理念，将是解决土

壤污染的重要因素。“随着‘土十条’政

策的进一步落地，将会有更多环保企

业将目光投入到专业细分领域，带动

产业的快速发展。”高艳丽说。

魏丽认为，中国的污染场地修复

行业里，大多数企业缺乏专业化运作

及创新理念，所以在细分领域难以形

成规模化发展。

据李慧勇向记者介绍，未来全国

土壤治污将从目前较为单一的城市搬

迁工矿厂区污染场地，延伸至污染面

更广、修复难度更大的农田耕地、矿山

水域等。而土壤修复项目的实施过程

一般分为调查与风险评估、修复工程

和验收评估三部分。这意味着，未来

土壤修复行业将逐渐发展成为一条涵

盖诸多环节的完整产业链。若将业务

进程拆分，土壤修复行业将涌现出两

类专业型企业：一是土壤修复项目型

企业，二是第三方调查、评估及咨询类

企业。李慧勇认为，随着“土十条”政

策的进一步落地，未来专业的土壤修

复公司将会迎来新的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洪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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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宣布继续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6月15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

维持在0.25％至0.5％不变，同时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通胀

指标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

美联储当天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例会后发表声

明说，4月份以来的信息显示美国经济增长似乎已回升，但

就业市场改善的步伐放缓；虽然美国失业率继续下降，但就

业岗位增长减少。

声明还说，今年初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继续改善，净出

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拖累似乎已减少，家庭开支增长强劲，

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疲软。美国通胀率继续低于美联

储2％的目标，部分是受到早些时候能源价格下降和非能

源进口产品价格下跌影响。但近几个月来，多数调查显示

居民的长期通胀预期几乎没有变化。

美联储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通胀指标及全球经济和

金融形势，但并未就下次加息时机释放出明确信号。美联

储将于7月26日至27日举行下一次货币政策例会。

这是今年以来美联储连续第四次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

变，凸显美联储官员对美国经济能否承受进一步加息的冲

击存在担忧。 （高攀 江宇娟）

夏季达沃斯论坛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6月16日宣布，该论

坛第十届新领军者年会即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6日

至28日在天津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转型的力量”。

据主办方介绍，在为期三天的200多场会议中，来自全

球90个国家及地区的1700多位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

袖将就如何深入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展开讨论，并探寻相

应的转型与变革方案。届时，讨论将围绕如何重设体系、重

塑增长、反思创新这三大议程主题展开。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

表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并积极塑造第四

次工业革命，使之服务全人类的利益。这要求我们既要

把握新的技术突破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也要重新思考我

们的价值观，以便进行科学决策，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凌馨 施建国）

进出口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近800亿元

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总经理冯春平6月16日表

示，近年来进出口银行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截至2015年年

末，该行节能环保项目与服务贷款余额为766.02亿元，同比

增长44.75％，高出全部贷款余额增速24个百分点。

由于节能环保领域项目资金占用大、投资回收期长、短

期经济效益不明显，一般难以获得商业性资金，也难以承受

商业贷款的较高成本。作为政策性银行，进出口银行创新

节能环保贷款、转型升级贷款、转贷配套人民币资金贷款等

多项业务，为大量环保企业提供了中长期、低成本融资支

持。

据介绍，进出口银行先后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

获得数十亿转贷资金，同时配套投入自有人民币资金，支持

了几百个涉及建材、化工和钢铁的节能项目以及风电、生物

质发电、太阳能、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缩短了我国与

发达国家之间绿色核心能力的差距。

据测算，2015年进出口银行绿色信贷业务支持的项目

合计减少标准煤使用量 505.72 万吨，二氧化碳减排当量

1401.99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 2.41 万吨，减排氮氧化物

4790.29吨，节水1328.12万吨，产生了显著的环境保护和社

会效应。 （姜琳）

食品药品等领域将推失信黑名单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就此解释，发改委正在食品药

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领域制定联合惩戒备忘录，以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目前，中国已制定五个联合惩戒备忘录，包括对上市公

司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办法，对失信纳税人的联合惩戒办

法，对安全生产领域严重失信的生产经营单位的联合惩戒

办法等。实施以来，已限制乘坐飞机411.5万人次，限制乘

坐列车101.6万人次，阻止出境边控443人次，限制申报政

府性投资上百亿人次，限制担任企业法人代表人、董事、监

事等职务2.7万多人次。

连维良说，信用红黑名单制度是我国信用建设的一项

重要制度。激励的对象是列入“红名单”的企业和法人，惩

戒对象列入“黑名单”。根据指导意见，在规定期限内纠正

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可以不再列入联合惩戒的对

象。 （王优玲）

土壤修复产业遭遇尴尬现实

“土壤治污”在

地方配套资金

上存在短板，在自主

创新及专业人才上，

亟须突破瓶颈，走专

业化发展之路。

地方配套资金匮乏，自主创新瓶颈待破 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