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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召开，“节能环保”再度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企

业在探讨低碳发展时，总会为其带来的额外成本而“伤脑筋”，但实际上，节能环

保本身也蕴涵了巨大商机。 

  据了解，目前国家发改委制定的《节能环保产业规划》已经确定，到 2015

年，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GDP 的 7%—8%，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环保是可以长期看好的朝阳行业。”分析人士指出，环保问题日益严重是该

行业发展的原始驱动因素，而我国正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工业化阶段是环保

投资的高峰，我国环保行业也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据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

将保持 15%—20%的年均复合增长率。 

  “中国的环保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环保部科技委

员会委员、首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夏堃堡在接受《中国产经 新

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西方发达国家，广义上的环保产业的产值大约占到了国

内生产总值 10%-20%，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并且份额还在不断上 

升。而在中国，环保产业尽管发展迅速，但总体规模相对还很小。 

  节能环保产业包括节能、资源循环利用和环境保护，涉及节能环保技术与装

备、产品和服务等。以环境服务业为例，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理事长王玉庆指出，在发达国家占到环保产业总数的 60%左

右，而中国这个比重不到 30%。 

  巨大差距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中国环境宏观战略研究》，未来中国环保产业将持续高速增长，预计

2010 年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 1 万亿，超过 GDP 的 3%。在“十二五”末期将达到 2

万亿以上，到 2020 年环保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尽管前景诱人，但目前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也存在诸多问题。”夏堃堡向记者

表示，比如，该产业目前还缺少一个国家战略意义上的宏观指导，产业集中度

低、管理能力薄弱等。尤其是在一些领域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自主创

新能力较弱。 

  还有观点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环保产业历经 20 余年的发展已初步具有一定

规模，但与产业自身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仍有较大差距，资金缺乏正是其中最重要



的原因之一。因此新的投融资机制和渠道的建立，特别是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

已成为发展我国环保产业的关键。 

  “节能环保这种以国家政策需求和社会需要为拉动力的产业，除地方经济的

支持和企业自有资本的推动外，也需要金融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投入。”香港镒源

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嘉旋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了各方的关注。据了解，全国政协已经向决策层

建议，国家可以尽早发布《关于加快环保产业发展和新技术研发的指导意 见》。

同时通过预算内投资、财政奖励资金等方式支持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和扩大产能，

并在税收政策方面扩大增值税优惠范围，加大环保投资基金设立步伐，吸引民 间

资本进入这一领域。 

  对于机制的创新，目前高层正在力推“合同能源管理”模式。 

  国务院总理温家宝 3 月 17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了加快推行“合

同能源管理”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所谓合同能源管理(简称 EMC)，即专业节能技术服务公司接受客户(节能业

主企业)委托，通过与客户签订能源服务合同，为客户提供节能改善的设备、技

术、资金等一条龙服务，并通过为客户节约下来的能源成本来获得项目收益。 

  “合同能源管理实质是一种面向市场的节能投资新机制。它允许客户使用未

来的节能收益实施节能项目，也能够帮助企业排除节能项目的资金和技术障 碍，

以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香港大中华持续发展协会执行总裁、深圳节能协

会尹德川理事长在第三届中国节能减排创新和发展高峰论坛上告诉《中国产经新 

闻》记者。（记者 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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