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公司主业涉及节能、环保、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

及节能环保综合服务，包括相关监测评价、规划咨询、设

计建造、工程总承包等。目前，在工业节能、建筑节能、

固废处理、污水处理、烟气治理、环境监测、土壤修复、重

金属治理等多项细分业务领域，规模和实力国内领先。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致力于打造环保行业的领军企业，业务覆盖污水污

土治理、再生资源回收、城市垃圾处理等领域，形成了集

规划、研发、设计、制造、施工和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包括水务项目投资、钢渣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与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重金属污染场地生态修复处理、环保

服务等。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我国最早开展工业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的

科研院所，利用自有知识产权技术优势，采用EP、EPC、

BOO、BPO、EMC等业务模式，服务领域涵盖了钢铁行

业的烟气净化、矿渣、钢渣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污水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及企业节水与供水安全，矿井水处理与资

源化利用等领域应用实施。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常规燃煤电厂节能环保服

务商及领先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服务及设备制造商，业务

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环保及节能解决方案业务，其

核心业务为脱硫、脱硝、水处理、等离子体点火稳燃及合

同能源管理。另一部分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及服务，

包括风机制造等。

鞍钢集团公司

鞍钢集团公司依据国家相关政策，推进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成立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鞍山钢

铁1、4干熄焦发电项目于2015年5月投运后效果明显，

超过设计指标实现了多发电1万多kwh/小时，年效益超

过2000万元。鞍钢集团公司加强余热余能回收利用，不

断改善工艺、装备、操作技术水平。

上海宝钢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隶属于宝钢工程技术集团公司，聚集了宝钢集团

内部包括热工、电气环保、资源利用等众多专业。公司

以传承带发展，以创新促进步，初步形成了能源管理咨

询、余热余能利用等七个主要业务方向，并着力搭建宝

钢的节能环保技术集成、产融结合和研发成果产业化

平台。

中核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是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在整合旗下环保产业

资源的基础上，由中核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华

兴建设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主要致力于国内环保和

新能源领域的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目前主要业务

包括城市环保水务投资及运营业务、核电配套水处理

业务等。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在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生态修复和水环境

治理、水务、港航、海水淡化和其他环境治理工程方面，

具有丰富的工程设计能力和施工经验。公司以多种模

式参与建设了北京六海清淤工程、钱塘江流域污水处

理、东太湖综合整治、黄浦江水质改善工程等城市水环

境综合治理工程。

中国石油集团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研究院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直属科研机构，

主营业务范围包括安全、环保、职业卫生、节能技术研究；

安全与环境的应急技术研究；安全与环境的信息服务；安

全与环境的技术评估；安全与环境的技术培训；安全与环

境的检测和监测；安全与环境工程设计和承包等。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总局在为国家提供安全资源保障的同时，也为国家

绿色环境保护提供保障。近几年来，组织实施矿山环境

治理、地质灾害治理和矿山矿产资源保护工程 100 多

项。还查明了华北煤田重点矿区地下水的分布规律和

矿井突水因素，通过水害防治、废弃物充填等方法，解放

受水威胁的煤炭储量50多亿吨。

（本报记者刘季辰整理）

【本领域龙头企业（部分）】

“按照国家超低排放改造‘提速扩

围’要求，大唐环境近年来依托国家政

策、集团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和优势项

目，不断破解发展和生产难题，积极推

进超低排放改造，明确了现有排放标

准下各种超低排放改造的技术路线。”

大唐环境副总经理申镇介绍指出，“截

至2015年底，集团公司超低排放机组

达到65台共2228.5万千瓦，占煤电机

组容量的25.2%，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在五大发电集团中比例最高。2016

年，集团公司计划完成84台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投入资金将达到 50 亿元。

助力集团公司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任

务、积极履行大型央企减排社会承诺、

践行国家绿色发展的战略理念。”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在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过程中，紧紧抓住“核心技术、

核心人才、核心公司、核心产品”4 个

关键，凭借着国内领先的专业技术和

全面覆盖燃煤发电环保节能环节产业

链的业务布局优势，在完善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与打造新引擎、培育新动能

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中央企业

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一条成功

的路径。

近年来，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电

源结构调整、售配电领域交易机制改

革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燃煤企业生产

经营成本大幅提升，进一步压缩燃煤

电厂大气污染治理盈利空间，加大环

保企业市场开发难度。同时，国家要

求在“十三五”期间，燃煤机组全面实

施超低排放改造；东、中部地区要分别

于2017 年和2018 年前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火电领域进入超低排放改造阶

段。对于包括大唐环境在内的整个电

力行业的节能环保企业而言，这一阶

段是挑战与机遇共存的时期。

创建于 2004 年的大唐环境是全

国五家大型国有独资发电企业集团

之一，也是中国大唐集团发展环保节

能产业的唯一平台。作为中国电力

行业环保节能领域的主导者和领先

者，大唐环境多年来始终深耕节能环

保领域，注重提升发展质量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目前，已完成了由单一工

程类到以运营类为主、兼顾工程建设

和产品制造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

成了“环保工程、脱硫脱硝特许经营、

脱硝催化剂、科技工程、物料搬运、节

能服务、水务运营、除渣除灰、风机制

造、信息技术”十个发展方向。

在关注企业当下发展的同时，大唐

环境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型企业建设步

伐，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健康可

持续发展能力。截至2016年7月底，大

唐环境已累计取得专利授权489项，其

中发明专利43项，制订国家及行业标

准8项，在编国际标准5项、国家及行业

标准24项。其中今年以来，公司已获

得专利授权154项。这些成果极大地

提升了公司行业知名度和话语权，目前

大唐环境已经成为集团公司的科技创

新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以上文字由本版编辑根据2016

年9月6日G01版《紧紧抓住四个关

键 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一文编写）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发的《关

于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

的意见》中指出，到2020年，环保产业

产值将达到 2.8 万亿元，计划培育 50

家以上产值过百亿元的环保企业。

近年来，随着环境治理市场逐步

开放，政策体系相继完善，环境信用体

系建设进一步成型，越来越多的央企

跨界节能环保产业，凭借自身强大的

背景和雄厚的资本在环保产业市场占

有重要一席，有效提升了中国节能环

保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手中资源是“秘籍”

节能环保产业之所以被称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近年来国家对环境的

重视与投入密不可分。与民营企业相

比，央企有着许多天然优势。

央企自身需要节能环保，这就衍

生出企业内部的节能环保企业，并逐

步走向市场。以国电集团为例，火力

发电企业本身就需要脱硫脱硝业务，

再加上中国电力能源难以摆脱煤、石

油等化石能源的现实需要，企业逐步

从自身环保项目上延伸出来，涉足更

多企业的节能减排项目。

与此同时，央企自身的客户资源

也成为其布局节能环保产业的重要利

器。以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的葛洲坝集团为例，该公司通过原

有水利项目中积累的水处理客户做文

章，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技术探索的

经验，迅速成为市场中的佼佼者。

高能环境修复公司总经理魏丽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央企在已有客

户资源、人才储备、投融资等方面的优

势，是民营企业无法比拟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央企与民

营、中小企业展开合作，共同拓展市

场。”魏丽解释称，“这源于近几年越来

越多的央企和国企跨界进入节能环保

行业中，像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这样的

企业，他们多年从事的是供给导向的

产业，但是节能环保行业是需求导向

的市场，央企和国企在节能环保行业

中，往往受到以往‘思维定式’的影响，

这就给某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带来

市场机遇。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更有

针对性，服务意识也更强，在项目开展

的过程中，执行效率更高。”当然，这些

都是部分民营、中小企业特有的优势，

但这些企业也缺乏国有企业的优势，

因此，从项目落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

角度来讲，合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将成为央企跨界节能环保产业的主旋

律。

抱团合作前景广阔

魏丽告诉记者，近年来很多企业

“走出去”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收购海

外企业，获得其技术和项目实施经验。

业内人士认为，在这一点上央企

同民企具有一定的竞争态势。首先，

国外节能环保市场接近饱和，很多公

司愿意出售自己的技术或者公司。因

此，中国环保企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并

不算高。再有，海外的技

术拿过来，通常水土不

服，需要结合本国特点进

行产品改良和技术创新。

“收购、并购需要雄厚的资本，这

是央企的优势。因此，这些央企愿意

通过更多的并购，来实现自身的技术

进步，从而在创新力方面与民企产生

了一定差距。”业内人士指出，不可否

认，民企较之央企更具灵活性，因此二

者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前景将不可小

觑。

如今环保产业已经迎来整合、并

购的时代，从公司规模来看，“目前，全

国有5.3万多家环保公司，数量确实很

多，但是大多数企业规模还比较小。”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博天环境

董事长赵笠钧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型央企进入环

保产业，“大企业的‘磁力’将加速行业

秩序的重构，这对环保产业而言是利

好。”

有评论指出，央企跨界并积极并

购民营、中小企业，就是看中了未来环

保市场中像循环经济、海绵城市、环境

修复等旺盛的市场需求。

面对央企并购大潮，业界也有不

同的声音。瀚蓝环境副总裁雷鸣告诉

记者，对于有限的市场体量而言，节能

环保的精细化服务将成为未来更高的

要求，有些央企并不满足这样的需求，

甚至是为了扭亏为盈才跨界节能环保

领域。

“联合体”加速项目中标

今年，中央财政引导设立的1800

亿元国家级PPP引导基金，在环保产

业引起广泛关注。据环保部规划院测

算，预计“十三五”期间环保投入将增

加到每年 2 万亿元左右，社会环保总

投资有望超过17万亿元。

赵笠钧认为，环境管理制度改革

催生的环境服务业，与各地各级政府

的市政规划密切相关，央企资源的优

势更为明显。

举例来讲，以葛洲坝与四川岷江、

沱江、嘉陵江流域的污染治理为例，按

照第三方治理模式，前者将在 5 年内

投资 500 亿元。中国电建牵头，并与

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

了深圳市茅洲河(宝安片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中标金额为 123 亿元左

右。有评论认为，与央企组成“联合

体”，可以在竞标、工程建设、项目运营

中寻求更大机会。之所这样，是因为

央企抗风险能力更被招标方看重。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

长李锦则认为，未来将央企的品牌与

技术优势和民企的活力相结合，在产

业内形成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可以

有效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节能环保领域未来可以走“央

企+民企”的新型商业模式。

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预计，中国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将

达到4.5万亿元，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

支柱产业之一。8月12日工信部《关

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

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钢铁、煤炭、水

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

到2020年再退出一批产能，国家将研

究制定“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

划，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支持政策，大

力推进节能环保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这有望带动更多央企涉足节能环

保等其他战略新兴产业。

大唐环境采访概述大唐环境采访概述

节能环保市场的“大手牵小手”
本报记者 刘季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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