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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市場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施政佈告宣稱: 

“我國節能環保市場潛力巨大, 要把節能環保產業打造成新
興的支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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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實施大氣污染務治行動計劃 

• 積極應對氣侯變化 

• 實施水污染務治行動計劃, 推行環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 

• 大力發展新能源 

• 加強工業, 交通, 建築等重點領域節能 

• 積極發展循環經濟, 大力推進工業廢物
和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 國務院於2013年9月發布 

• 簡稱《大氣十條》 

 

目標 

以五年時間努力達到 

• 全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 重污染天氣較大幅度減少 

• 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空氣明顯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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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指標 
直到2017年 

 

a) 全國地級市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RSP即PM10)
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 優良天數逐年提高 
 

b) 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
(PM2.5)分別下降25%, 20%, 15%左右, 其中北京
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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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到影響行業 

行動 可能受影響行業 

發展綠色經濟, 淘汰壓縮污染產能(推動
循環經濟, 清潔生產, 綠色環保產業) 

• 所有行業 

深化工業源治理, 實現多污染物減排(工
業鍋爐污染綜合整治, 建材行業污染排
效治理) 

• 所有使用鍋爐行業(例如紡織業等, 化
工,食品及造紙等) 

• 建材行業 

削減揮發性有機物, 著力控制臭氧污染 • 印刷, 家具, 表面塗裝, 化學制鞋, 集裝
箱, 電子設備制造業, 建築, 裝飾裝修
行業, 服裝干洗行業, 餐飲業, 食品業, 
金屬行業等 

發展綠色交通, 減少移動機械設備污染
排放 

• 物流業, 工廠運輸 

強化面源綜合整治, 樹立清潔城市型象 • 物流業, 建築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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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2020年 2030年 

目標 • 全國水環境質量得
到階段性改善 

• 污染嚴重水體較大
幅度減少 

• 全國水環境質量總
體改善 

• 水生態系統功能初
步恢復 

a)  七大重點流域(長江, 黃河, 珠江, 
松花江, 淮河, 遼河)水質優良(達
到或優於III類)比例 

總體達到70%以上 75%以上 

b)  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 均控制在10%以內 總體得到消除 

c)  地級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
源水質達到或優於III類比例 

總體高於93% 95% 

d)  全國地下水質量極差的比例 控制在15%左右 

e)  近岸海域水質優良(一, 二類)比例 達到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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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措施 

行動計劃十措施 

一是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 

二是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三是著力節約保護水資源 

四是強化科技支撑 

五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 

六是嚴格環境執法監管 

七是切實加強水環境管理 

八是全力保障水生態環境安全 

九是明確和落實各方責任 

十是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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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基本實現全收集全處理 

• 2017年直轄市, 省會城市, 計劃單列市建成區污水
基本實現全收集全處理 

 

• 2020年其他地級城市建成區基本實現全收集全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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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達20%以上 

• 2020年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達到20%以上, 京
津冀區域達到30%以上 

 

• 自2018年起, 單體建築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的公共
建築, 北京市2萬平方米, 天津市5萬平方米, 河北市
10萬平方米以上集中新建的保障性住房應安裝建
築中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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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用水量兩指標下降 

• 提高用水效率到2020年全國萬圓生產總值用水量, 
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比2013年分別下降35%, 
30%以上 

10 



水十點帶來商機 

預計 

a) 可拉動GDP增長5.7萬億 

b) 累計增加非農就業約390萬人 

c) 使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增力2.3% 

 

其中由於加大治污投資力度, 大幅提升污染治理科技, 
環保裝備研制及產業化, 將帶動環保產業新增產值約
1.9萬億, 其中直接購買環保產業產品和服務約1.4萬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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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治理對環保產業的機遇 

2014年12月27日 

國務院印發《關於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
》鼓勵由專業化的環境服務公司對排污企業的污染
進行治理 

目的: 

1) 提高污染治理專業化水平和治理效果 

2) 吸引和擴大社會資本投入環境治理 

3) 推動環保產業特別是環境服務業加快發展(由單
一的產品和設備制造, 工程建設, 向設計, 投資, 建
設, 運營和管理等一體的綜合環境服務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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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推動的領域 

1) 公用設施 

不再採用政府出資, 政府管理, 事業單位運營模式 

 

發展特許經營模式(2013年底約55%新建污水處
理廠和近80%新建垃圾焚燒廠應用此模式) 

 

2) 工業園區 

 現在企業污染治理社會化運營比例偏低, 還不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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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業園第三方治理工作重點 

1) 建立健全環境責任界定機制 

 政府會制定出第三方治理的相關制度, 對相關責任方作出
規定 

 

2) 工業園區引入環境服務公司, 對園區企業進行集中化, 專
業化治理, 開展 

– 環境診斷 

– 生態設計 

– 清潔生產審核 

– 園區循環化改造 

– 環境續效合同服務 
 

3) 規范企業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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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及挑戰 

(I) 制造業 

應用清潔生產技術, 升級轉型, 加強節能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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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及挑戰 

節能減排 大氣污染 水污染 

• 新能源發展(風電, 光伏發
電, 生物質能, 開發頁岩氣, 
煤層氣) 

• 工業, 交通, 建築節能 

• 脫硫, 脫硝 
• 高效除塵 
• 揮發性有機物控制 
• 柴油機(車)排放淨化 
• 環境監測 
• 新能源汽車 
• 智能電網 
• 非有機溶劑型塗料和農葯 
• 緩釋肥料 

• 重點行業廢水深度處理 
• 生活污水低成本高標準

處理 
• 海水淡化和工業高鹽廢

水脫鹽 
• 飲用水微量有毒污染物

處理 
• 地下水污染修復 
• 危險化學品事故和水上

溢油應急處置 
• 有機物和重金屬等水環

境基準 
• 水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 
• 新型污染物風險評估 
• 水環境損害評估 
• 高品質再生水補充飲用

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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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環保業界 

應需強化科技研究, 提供創新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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