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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环保产业营收将破2万亿元

2019年，受“去杠杆”经济政策、
融资环境趋紧、PPP项目清库等影
响，环保产业表现整体受挫。Wind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环
保 上 市 公 司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17.40%。另一方面，受市场竞争影
响，环保行业综合毛利率持续下行，
融资成本上升，政策爆发期激进扩
张的企业，短期内经营业绩面临一
定压力。

“不过，生态环境板块基本面

正在逐步改善，进入稳健增长期。”
上述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专家表示，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生态环境
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正
在不断提高，这将进一步推进环境
保护产业构建起统一规范的市场
局面。

事实上，针对生态环境保护下一
阶段的具体规划已经在酝酿当中。
2019年12月26日，生态环境部综合
司司长徐必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透露，“十四五”生态环保规划已经形
成了基本思路、初稿等成果，未来将
进一步研究、修改、完善、上报。

徐必久介绍，“十四五”生态环
保规划不仅针对“十四五”五年，同
时着眼长远，与2035年以及本世纪
中叶的目标相对接。具体而言，将
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的要求，充分体现
在规划的方案里。此外，规划的着
力点还在于，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为核心，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为重点，调动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活
力，带动生态环境产业实现革新。

业内专家认为，生态环保的新
格局对环保产业及企业的发展都至
关重要。未来，环保产业将进入提
质增效的时代，从整体产业链到细
分领域，从发展黄金期趋于高质量
增长，挑战与机遇并存，细分市场日
趋成熟。

（来源：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2019年12月25日，财政部部长
刘昆在介绍财政生态环保资金分配
和使用情况时表示，围绕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重点难点，中央财政资金
分配将向治理任务重点区域行业、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重点地区、环境
治理工作绩效突出重点地区倾斜。

随着我国环境政策由管理型向
治理型转变，环境保护市场主体日
益活跃。治理型环境政策致力于厘
清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环保责
任，建立起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的环境治理市场，激发市场

主体的活力。
为了激活污染治理市场，从中

央到地方都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例如，广东汕头在练江流域的污染
治理中，截至2019年11月底，综合
整治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10.34 亿
元。汕头市市长郑剑戈表示，“中央
环保督察制度设计倒逼我们义无反
顾加大人财物投入，现在是弥补历
史欠账时期，要做就得做好。”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领域“历
史欠账”逐渐显现，环境治理形势严

峻。在中央环保督察的推动下，各
省相继关停了很多排放不达标、严
重污染环境的“小、散、乱、污”企业。

另一方面，系列政策的出台，也
为环保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
机。例如，石化、钢铁、有色、化工、
煤炭、水泥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污
染治理需求正在进一步释放。垃圾
处理、固废循环利用、土壤修复等产
业也呈现一片蓝海。

2019年12月24日，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联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
划院（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

聚区专业委员会）对外发布《中国环
保产业分析报告（2019）》。报告指
出，我国环保产业近几年的增长率
区间为6.1%—22.5%。根据环境保
护形势与环保产业发展趋势，预计
2020年我国环保产业营业收入总额
有望超过2.1万亿元。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一位专
家指出，环保产业的发展，经过了
2018年和2019年的行业阵痛期，到
2020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局面，水土
固大监管格局已然形成，环保产业从
政策播种时代进入到政策深耕时代。

近日，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
看”行动公布了多个督察整改案
例。其中，广东潮汕地区的练江曾
经因为非法倾倒垃圾、工业废水偷
排等问题，导致河流污染严重。在
2018年，练江“流域内所见水体几乎
都色黑如墨”，中央环保督察组表示

“垃圾遍地令人震惊”、“整改任务严
重滞后”、“管理粗放乱象丛生”。

为治理练江污染，当地痛定思
痛，清理违规构建物，加快污水处理
厂及配套管网等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如今，练江水面开始变得洁净，
过去水上及两岸密布的垃圾也难觅
踪迹。时隔多年，龙舟和成群的白
鹭再现练江。根据2019年12月中
旬最新的检测结果显示，练江水质
为近10年来最佳。

此外，一度水质不断恶化的马
鞍山市如今也实现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全覆盖。重庆市缙云山保护区针
对19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绿盾
行动”等查出交办的环境问题，完成
整改184个，整改完成率96.8%。

2019 年，从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到12月 23日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拟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草案）》，覆盖大气、水、土、固废
和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法律体系陆
续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大格局逐渐
形成。

与此同时，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在持续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
积极推动转变执法方式，提高执法
效能。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 1—10月，全国环境行政处
罚案件12.45万件，罚款金额92.77
亿元，案均罚款金额7.45万元，同
比 分 别 回 落 14.23% 、21.57% 和
8.56%。

生态环境部执法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这反映出随着生态环境执法
的权威性、严肃性进一步树立，环境
违法案件的震慑作用和警示教育功
能进一步强化，企业自觉守法意识
普遍提高，恶意从事环境违法行为
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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