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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

世界的 1/4，是联合国 13 个贫水国中

的一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

展所带来的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

“十二五”到“十三五”，可持续发展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

著，治理水污染、发展水环境修复行业

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魏源送博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我国幅员辽阔，水环境

修复压力和需求都比较大，政府和各

界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

我国水环境得到修复应该不会超过

30年。”

行业发展须因地制宜

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在水资源保

护、科学利用、大力发展再生水等方

面，加大扶持力度。从各国发展来看，

水环境修复，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进

程。美国 1960 年时，水污染严重，历

经30年左右，完成水环境修复。

中国东西部发展不均，30年的历

程中，项目能否扎实落地至关重要。

发达的东部地区，河道治理往往能够

吸引大量的金融资本和技术企业，项

目方选择范围大，项目落地快。而水

污染同样严峻的西部地区则显得有些

乏力。魏源送认为，水环境修复，是一

项需要长期投资和运营的项目，需要

大量稳定的资金支持，PPP 项目的特

点是，企业要在这其中找到成本与盈

利平衡点，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迟缓，项

目前景令很多金融财团堪忧，水修复

PPP落地堪忧。

在魏源送看来，这就需要综合考

虑项目的地域特点，也就是业内反复

强调的“搞PPP要因地制宜”。经济发

达地区，水修复行业可以快速实现行

业市场化，凭借实力赢得金融机构的

青睐；相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需要政

府的引领和帮扶，如果政府有“基金”

项目，再加上“杠杆机制”、税费减免等

政策优势，那么就会吸引金融资本的

进入，就能够实现欠发达地区水环境

尽快修复。

今年海口市6个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项目落地引起业界广为关注。项

目治理总投资37亿元，PPP模式吸引

了包括央企、国企、上市公司等 50 多

家企业参与竞标，项目从过去追求时

效，转变为注重效果。魏源送告诉记

者，如今PPP项目，不仅青睐资金雄厚

的大企业，更关注企业的技术、经验等

方面。虽然水修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资本驱动型项目，但是如果某家企

业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都具备优势，那

么这家企业就更容易拿下这个项目。

企业帮政府找“病因”

随着行业发展，项目的整体打包

是PPP项目招标的发展趋势。魏源送

告诉记者，企业能否帮助政府找准“病

因”最为关键。PPP项目中，无论是单

体项目还是整体打包，均各有利弊。

单体项目通过对流域内的各个水

环境，分别采用PPP模式运作，从前端

的污水处理，中端的管网升级改造，再

到后端的园林景观设计，采取分而治

之的方式，这种形式能够吸引一大批

在单一领域技术实力过硬的企业参

与，他们看重的是项目回报、风险机制

明晰，但如果项目缺乏顶层设计，也会

导致项目间不能很好地协调，不能使

资源共享，导致多次重复投资，甚至使

项目周期越拉越长，成本与回报平衡

失调，严重的则会形成烂尾工程。

整体打包项目的优势便可很好的

解决这一问题，项目通过统筹规划，各

环节专家商定的整体设计，使整个流

域各环节形成灵活的联动机制，只要

有充足的资金保证，项目推进就可以

高效推动，实现水体综合治理。大型

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有机会并购具备

纵深领域技术优势的中小企业，而投

资方也更青睐于这样能够包揽多个项

目的大公司，政府也在其中明确了责

任各方，更省心。

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对企业的技

术、产品线要求很高，在招标过程中容

易出现无人竞标等困难，但是整体打

包之所以受到业内专家的肯定，还是

因为它的运营方式与水环境修复要求

的流域整体性一致。

相应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目前正是中国环境修复行业飞速

发展时期，这一领域的大企业、创新企

业不在少数，技术虽然有一定的“洋血

统”，但是也被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看中。但是国内的PPP项目落地稳

健的并不多。

鉴于水环境修复项目长线发展的

特点，魏源送强调，之所以出现类似

“撂挑子”现象，就是因为，PPP项目的

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此外地方政府

一般对项目概况把握得很好，但是在

实施细节方面缺乏专业知识，有时“乱

点鸳鸯谱”。不过政府与科研院所的

深度合作、第三方监管行业的快速培

养，都在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提到的海

口水治理项目中，中标海口水环境综

合治理项目的是由控股企业和被控股

企业组成的联合体，这格外引人注目，

控股企业是一家综合实力雄厚的中国

水业十大影响力企业之一，被控股企

业在河湖流域生态治理与生态修复领

域拥有专业技术，它通过与中科院植

物所、北京科技大学等国内知名科研

机构的合作形成了产、学、研三位一体

的水环境治理的研发平台，具备多年

的地表河湖水体治理实践。

联合体竞标的成功，正是双方在

市场、技术方面相互弥补，使得项目前

景扎实有效，可信度毋庸置疑。专家

认为这种“航母战略”将成为未来环境

修复PPP项目竞标的趋势，因为大型

综合环境服务商拥有丰富的市场、金

融资源，但缺乏纵深领域的技术实力，

而后者正是中小企业所具备的，实力

上的错位差距，让他们不再单打独斗，

联合体——这种商务模式的转型升

级，不仅有助于PPP项目中标，同时为

后期环境修复效果大大加分。

水修复竞标拼块头
地方政府亟须补短板

本报记者 刘季辰

环保新成果：工业废水可以拒绝排污

近日，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组织专家对邯郸市奥博

水处理有限公司研究开发的“循环水处理药剂应用技术”

进行了科技成果评价。专家评价意见认为“循环水处理药

剂应用技术”创意新颖，应用可靠，费用低廉，具有环境保

护和设备安全的双重功效，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该技

术在实施过程中，可不控制废水水质，也不控制循环水水

质。因此，冶金废水、焦化废水、制药废水、石化废水、反渗

透浓水、脱硫废液、酸磩废水等都可以作为循环水的补充

水。已有资料证实，奥博公司发明的多功能阻垢缓蚀剂符

合电力企业和化工行业的水处理剂质量标准。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大项目

落地的重要部署，环境保护部近日建

设完成 2016 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中央项目储备库，甘肃省刘家峡水

库、湖南省三仙湖等15个已获省级人

民政府批复的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

保护总体实施方案和湖南省湘潭市、

四川省广安市等103个符合中央储备

库入库条件的地市水污染防治实施方

案作为首批项目入库,共涉及具体工

程项目4800多个，总投资超过4300亿

元。

环境保护部规划财务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称，为推进《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和国家“十三五”环境保护相关规

划重大项目实施，环境保护部近期联

合财政部组织开展了以地级城市为申

报单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项目储

备库建设。储备库分中央储备库和省

级储备库，水污染防治相关项目实施

依托储备库开展。中央财政近期已下

达 2016 年度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 130 亿元，将首先用于省级人民政

府批复的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

护，集中用于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地下水

污染防治等。对于未纳入中央储备库

的项目，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原

则上不予支持。

该负责人说，列入中央储备库的

项目，应以解决地方水环境突出问题

为重点，项目总体目标均达到或优于

重点流域考核目标，项目实施后能有

效改善部分地市集中式饮用水源水

质、保护或改善“水十条”规定的江河

源头或现状优于地表水标准Ⅲ类的良

好水体、支撑“水十条”地下水相关目

标的实现等。首批入库项目中，82个

地市涉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49个

地市涉及水质较好江河湖泊生态环境

保护，59个地市涉及饮用水水源地环

境保护，19个地市涉及地下水环境保

护及污染修复，6个地市涉及跨界跨省

（区、市）河流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水

体保护，共涉及具体工程项目4800多

个，总投资超过4300亿元。

该负责人说，“水十条”项目储备

库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建立和不断

完善省级项目储备库，中央储备库则

依托省级项目储备库实施动态管理，

储备库中项目信息将定期补充和更

新，有进有出，形成“建成一批、淘汰一

批、充实一批”的良性循环机制。

该负责人表示，今后，“水十条”项

目储备库建设成效将作为项目投资安

排、监督检查、绩效评价的重要参考依

据。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将加强对各

地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工作的考核，

将资金安排与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挂

钩，建立奖优罚劣机制，对上年度专项

资金预算执行率低、资金使用效益不

高的省份，本年度不予安排资金或予

以适当扣减，以体现罚劣；对上年度水

污染防治工作相关考核成绩优良，项

目储备库基础扎实的省份，新增纳入

本年度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并予以重点

支持，以体现奖优。同时也将加强财

政资金管理监督、审计等工作，确保专

项资金用在刀刃上，促进水环境质量

改善。

为了有效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改善环境质量，8 月 30

日，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质检总局制定了五项污染物排放

新标准，标准涉及船舶、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烧碱及聚氯乙

烯工业污染物排放几个方面。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邹首民表示，实施这五项

标准可以大幅削减颗粒物（PM）、氮氧化物（NOx）、二氧化

硫（SO2）污染，有效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环境质量改善。

船舶污染减排 港口城市受益

中国内河航运资源丰富，在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据

了8个席位。邹首民表示，中国港口的吞吐量约占全球的

1/4，船舶运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船

舶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一、二阶

段）》（GB 15097—2016）的制定，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港口城市受船舶污染影响最大，据测算，2013年全国船

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8.4%，氮氧化物排

放量占11.3%。经估算，新标准实施后将起到较好的减排效

果。该标准适用于包括内河船、沿海船、江海直达船等中国

籍水域航行作业的船舶，执行新标准的生产成本根据改装

幅度，各有不同。邹首民表示，要达到该标准第一阶段要

求，若不改变燃油系统，成本增加较少，几千到十余万元不

等，占船机成本的5%—20%，约占船舶成本的2%以下。

生产企业按照新标准，达到第二阶段要求，制造成本

将增加几千到十余万元，占原机成本的6%—20%，约占船

舶成本的2%以下。

混合动力电动车减排成本几近零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大量普及，汽车生产技术不断

成熟，在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提升阶段，混合动力汽车

给出了平衡能源消耗和行驶里程的中端解决方案，从2014

年开始，中国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产销量大幅上升，由之

前的年产量不足万辆，已上升到2015年的7万辆左右。

随着我国汽车油耗和排放标准的不断升级，该类汽车

的产销量仍将保持增长。邹首民表示，由于有电能的辅

助，传统汽车的测量方法无法准确评判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的污染物排放状况，因此需要制订专门的污染物排放测量

方法。

《轻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及测量

方法》（GB 19755—2016）新规定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两方面

作用：一是要确认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在运行的时候，任何

情况下（尤其是完全烧燃油的情况下）均不能超过排放标

准；二是要评价其整体综合排放效果。新标准适用于最大

总质量小于 3.5 吨的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即同时装备两种

动力源——热动力源（传统的内燃机）与电动力源（电池或

其他储能装置等）的轻型汽车，包括可外接充电和不可外

接充电两类混合动力汽车。

邹首民表示，轻型混合动力汽车排放控制水平的升

级，与轻型汽车标准一致。因此，本测量方法标准的实施，

不会带来额外的车辆技术升级成本。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减排接近国标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烧碱和聚氯乙烯生产最大国家，

产能产量均达到40%以上。同时由于近年来我国聚氯乙烯

产能增速过快，消费拉动不足，导致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开

工率仅为 50%—60%。

新出台的《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5581—2016)与原标准相比，新标准增加了大气污染物排

放控制要求，污染物项目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10项。本次修订在水污染物项目的基础上，增加石油

类、氨氮、总氮、总磷、总钡、总镍，取消石棉，共计 14 项污

染物。新标准中废水 CODcr、BOD5、悬浮物、石油类、氨

氮、总氮和总磷等常规污染物排放限值与国际标准相比，

处于中间或者相对比较严格的水平。

与执行现行标准相比，CODcr、BOD5、总汞和氯乙烯年排

放量将分别削减77%、67%、67%和87%，颗粒物、氯乙烯、非甲

烷总烃年排放量将分别削减51%、72%、58%。实施新标准后，

达到该标准要求，烧碱和聚氯乙烯现有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总

投资约为22亿元，约占固定投资的4%；每年运行费用4亿元，

约占生产成本的0.8%。烧碱和聚氯乙烯全行业企业废气处

理设施总投资约为24亿元，约占固定投资的4.3%，每年运行

费用约2亿元，约占生产成本的0.4%。

业内人士表示，新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国内行业生

产和排放控制现状、生产工艺和污染物排放治理技术发展情

况以及达标的经济成本等因素，将有效推动相关行业生产方

式的转型升级，倒逼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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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余个水污染防治项目纳入中央储备库

本报记者 刘季辰

环保部五项排污新标
倒逼企业为环保转型

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