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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与对策 

马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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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重庆环保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产业基础，但产业结构的矛盾客观存在，亟待解决。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环保产业 

结构及重庆环保产业结构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重庆环保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及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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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ract：Chongqlng enviromnental prote~tice tMmtrial structure has formed the base d indu~y，but the contradlctlom d industrial 

structure exist now，itmust be solved．0如|pa血lgthe enviromnental protecticeindustrial structureinChina andfow．ign cotmtrie8witl1whic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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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庆环保产业结构现状 

(一)重庆环保产业组织结构 

根据2O00年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截至 

2O0O年底重庆市共有环保企业 141家，其中专业 83家；兼业 

58家，通过 IS09(X)0认证的 25家，有技术开发能力 的 77家。 

(按年内环保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企业规模，重庆市 

不同规模企业对应的效益情况见表 1) 

裹 1 企业规模与效益情况裹(万元) 

责料来源：2O0O年重庆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基本情况调查 

(二)重庆环保产业内部结构 

目前重庆环保产业内部结构主要由环保产品生产、环境 

保护服务业、洁净产品生产、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自然生态 

保护五个领域组成，从事相关产业的企业 141家总计有 180 

个单项(表2)。 

裹 2 it庆环保产业内部结构构成l万元) 

环保 环保产 环 保 洁净产 赍潭壕 自然生 
项 目 ． ． 

产业 品生产 服务业 品生产 舍利用 态保护 

单位敷(个) 294 38 l 8 29 36 

产品锖售收入 86254．7 2l 9l1．4 21 154．6 B舶 ．2 6∞．8 7伽 ．7 

锖售收入占比(％) l∞ 笱 I6 笱 8 

产品锖售利润 9 307．2 3 5B．3 l 6l2．1 l 2l0．6 2 9∞．1 毋．1 

锖售利润占比(％) l∞ 38 l7 B 3l l 

出口合同全囊(万美元) 122 一 五 一 一 硒  

注：本表中有一部分单位同时从事多个饭|蠢的活动，故本表中的 

单位数与上文企事业单位数不等。 

根据表2知：在上述五个领域中，环保产品生产、环境保 

护服务业、资源综合利用实现的年收入和年利润分别占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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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年收入和年利润的3／4和3／4强，在环保产业结构中占 

主导作用。尽管2／3环境保护服务业创造了21 154．6万元的 

年收入，却只实现环保产业年利润的 17％，暴露了重庆环境 

保护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性。 

二、国内外环保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一)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结构比较 

发达国家环保产业始于7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进 

入技术成熟期。不仅成为各国经济的新增长点，而且已成为 

或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环 

保投入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 GNP的2％以上，环保产业的产 

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0％一20％，并且以高于 

GNP增长率 1—2倍的速度发展，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 

的份额不断上升。现今美国环保产业约有 11万个实体和 

130多万从业人员出口总值为 160亿美元，年产值约为 1 810 

亿美元；日本现有环保企业 1 000余家，从业人员 3万多人， 

年产值 300亿美元；德国、法国、英国的环保产业年产值分别 

达到270亿美元、120亿美元和90亿美元。环保产业组织结 

构也在不断完善：以小型环保企业为基础，以资本实力雄厚 

的大型企业、跨国公司为龙头。占主导地位的环保企业正向 

综合化、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三类企业形式： 

国际性跨国公司、大型垄断企业中的环保设备分部或子公 

司、专业的环保设备公司。 

目前，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环境保护服务 

业、环保产品(包括环保设备制造、绿色产品)生产在产业结 

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环保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同时还通过 

与其他产业的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出现 

了环保金融业、环保信息业、环保租赁业、环保保险业、环保 

信托业等。美国环保产业年收入的74％来自服务，环境监测 

仪器、大气污染控制设备、水处理设备和废弃物管理设备占 

26％。德国环保产业从业人员有55％在环境保护服务业工 

作。日本环保设备生产和环境协调型产品在环保产业结构 

中占相当大比例，将环保技术充分用于环保产业发展。目 

前，日本的环保技术已同电子技术和汽车技术并列为世界三 

大先进技术。 

与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结构相比，重庆环保产业结构显得 

不够合理。环保产业尚未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环保产 

业的产值仅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10％～20％的水平，环保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仅占5％，环保企 

业规模较小、数量也少，没有形成大型骨干龙头企业，而发达 

国家的环境保护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产业的 

科技含量相当高，环保企业向综合化、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 

展，逐步形成三类企业形式：国际性跨国公司、大型垄断企业 

中的环保设备分部或子公司、专业的环保设备公司。 

(二)重庆、沈阳、上海环保产业结构比较 

我国环保产业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长江)的江 

苏、辽宁、山东、浙江、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现以重庆 

市、沈阳市、上海市为例对三地环保产业结构进行比较。 

重庆市 重庆环保产业已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国家环 

保总局已批准建立国家环保产业发展重庆基地，环保产品生 

产(环保设备制造业)、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服务业在产 

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环保装备生产具有比较优势，有 l4l家 

单位从事环保产业，从业人员4．18万人，实现产业产值 l0亿 

元。重庆市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是：环保技术开发及成套 

装备的产业化、国产化，城市污水技术及设备，工业废液处理 

技术及装备，城市垃圾处理技术及装备，烟气脱硫技术及装 

备，天然气洁净汽车成套技术装备等，培育一批集环保技术 

开发、环保设备制造、工程工艺设计、治污工程建设和工程运 

营一体化的环保企业集团。但重庆市环保产业总体规模小， 

产品结构单一，整体实力薄弱，集中度较低，无论产品产值还 

是环保从业人数，占全国比例均不到 1％，产业结构偏重于单 

纯的生产和开发环境污染治理设备 以及相关产品的发展 ，而 

不注重环保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沈阳市 沈阳市是我国环保产业较发达的地区，环保产 

业基地建设已具规模。有 122家单位从事环保产业，实现产 

业产值 l0亿元和利润 4．2亿元。其环保产业产值占全市 

GDP的比重为2．9％，占整个辽宁省环保产值的52％，环保设 

备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占绝对优势，且拥有全国唯一的以环 

保产业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目前，沈阳市已把环保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五大 

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并把环保产业集团列为重点扶持的六大 

集团之一。沈阳市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是：水污染防治技 

术和设备，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和设备，固体废弃物处理技术 

和设备，环境监控仪表与设备，环保材料与试剂等。 

上海市 上海市环保产业目前已形成具有广阔市场前景 

的环保产业群，20OO年实现年产值 60亿元，每年用于环保的投 

入超过 10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2％以上。上海市 

环保产业结构同全国大多数城市一样，环保设备制造业在产 

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在环保产业的各个领域广泛 

运用了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中科技含量增加，如开发了新型餐 

饮废水处理装置、超声波污水流量计等新的环境污染治理产 

品。上海市环保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是：污水综合治理，烟气除 

尘脱硫，生活垃圾焚烧，机动车尾气净化项目等。 

三地的环保产业结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环保设备制造 

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环境保护服务业发展严重滞 

后 ，不同的是沈阳、上海两地产业结构明显优于重庆 ，产业结 

构中科技含量的支撑作用比较大，沈阳环保产业基地建设已 

具规模，拥有全国唯一一家以环保产业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 

司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在环保产业的 

各个领域广泛运用了高科技，产品与服务中科技含量增加。 

三地的环保产业结构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渐趋于合理。 

(三)重庆环保产业结构优化分析 

合理的产业结构除了均衡性、比例性的要求外，还应有能 

动性和效益性的要求。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要在不超过资源 

可供量和保持结构均衡性的前提下，在一切可行的多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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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一个最佳方案，在对重庆环保产业结构优化分析时，可 

选择投入产出模型和线性规划相结合而成的结构优化模型。 
一 是确定目标函数。 

l1 

S= > c max(或rain) 
。  

一  

式中。c为目标函数的系数，可以是单位产品的价格或盈利 

额，也可以是单位产品的成本或原材料消耗，因而，CX是总 

产值或是盈利总额，或是成本总额，或者原材料消耗总量，根 

据规划目标要求，．s为所追求的最大或最小值。 

二是确定约束条件。 

资源约束：包括资金、能源、稀缺物资供给量等。 

f t=1，2，⋯⋯，17,＼ 

啊 ≤k I l 
， ＼ = 1，2，⋯ ⋯ ，17,I 

式中，d ，为第 产业单位产品所耗用的某种资源的数量；k 

为t种资源的供应量。 

投入产出的约束：如要保证满足最终产品的需求量。 

． Xi一 。西 ≥ 
=1 

式中根据投入产出表知， 为总产品， 为第，部门的单位 

产品消耗第 部门产品的数量，即直接消耗系数， 为总产 

值，ii,为最终产品。各产品的产量不应为负值，即 Xi≥0。 

三是确定变量。 

上述模型中变量是 ，即各产品的产量。以上三部分，构 

成了一般的结构最优化模型，即求一组变量 

厂Dx≤ K 

I —AY≥Y l 
≥ 0 

使 S=Cx max(或min) 

假设在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中，以达到环保产业总产 

值最大为目标，可根据上式和已知的产业各领域相关条件得 

出各产品产量，使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最大值，以此为基础 

对环保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三、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和条件 

对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和 

条件。目前，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条件和市场需求 

条件都已具备。重庆生态环境现状、国家对重庆环保产业发 

展的政策支持以及现有的环保科研能力，环保设备制造具有 

的比较优势为重庆环保产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了宏观条件。 

三峡库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库区水环境整治，重庆老工 

业基地的改造和提升以及“清新”工程、“碧水”工程、“固废” 

工程、“生态”工程、“能力”工程、“装备”工程等带动了环保 

产业市场发展、扩大了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及环保产业 

市场的需求，为重庆整个环保产业综合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 

场空间，为环保产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四、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确定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关键是对重庆环保 

产业的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战略分析，找出重庆环保产 

业发展的优劣势，最终确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分析显示， 

重庆环保产业结构中环保产品生产尤其是环保设备制造业 

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优势地位，但产业中科技含量不足，环境 

保护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企业规模小，缺乏大型骨干企 

业 ，市场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由于国家对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水环境保护工程 

项目的支持以及重庆市对环保产业发展的鼎立支持，重庆环 

保产业的市场需求空间十分巨大。重庆应抓住这一契机调 

整和优化环保技术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中的科技含量，改 

变环保企业小而多的现状，培育形成大型骨干环保企业集 

团，形成核心竞争力；要加快发展环保产业服务体系，推动建 

立以资金融通、环境咨询、信息和技术服务、环境工程以及污 

染防治设施运营等为主要内容的环保产业服务体系，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快建设重庆环保产．业园区， 

为市内外、国内外投资者进入重庆发展环保产业提供一个服 

务平台。 

五、实施重庆环保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 

(一)扶持环保产业快速发展 

采取政策优惠和激励相结合，即对有关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引起的经济损害或因环保产品生产活动引起经济损害 

给予适当的补偿或赔偿；对有利于环保企业发展的活动给予 

鼓励；在税收、土地使用等方面对从事环保产业的组织给予 

实质性的减免优惠；政府增加环保治理费用和环境保护科学 

技术研究的投入。环保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之一，有关促 

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内容也适用于环保产业，如 

相关的投融资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费政策、土地使 

用政策、人才政策及知识产权政策等。从而确保环保产品生 

产、环保技术服务以及环保资本和投资健康发展。从而形成 

完整的环保产业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环保 

产业迅速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环保产业服务体系 

环境咨询、信息和技术服务是环保产业持续发展的软科 

学基础，已成为环保产业发展的先导和主导业。要利用重庆 

环保科技力量雄厚的基础，发展知识型环保科技产业，加强 

科技成果的转化，促成科学技术形成强大生产力；使环境咨 

询、信息和技术服务与环境工程有效结合，进行系统性科研 

开发、技术服务、评价咨询等。全面提升行业的科技含量。对 

污染防治设施运营与管理通过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和加强环 

保执法力度，促成环保设施运营市场化和产业化。最终提高 

环保服务业的地位和对GDP的贡献度。 

(三)扶持中小环保企业，重点培育大型骨干环保企业集 

团，形成核心竞争力 

重庆环保企业较少，为更好地发展环保产业，需要一批 

中小型环保企业与大企业集团协调发展。形成专业化协作的 

企业群体。根据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领域和重点，应大力扶 

持有发展前景的知识型环保科技中型企业，为成套环保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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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协作生产标准零部件的中小企业，业务专一产品具有特 

色的企业。环保企业是环保产业和环保市场的主体，产业的 

长远发展需要具有强大经济技术综合实力的大集团、大企业 

为载体。重庆环保企业相对量多而小，缺少大型骨干环保企 

业集团，重庆应抓住国家环保产业发展重庆基地建设和全面 

启动三峡库区环境保护项目建设的历史机遇，以优势企业组 

建现代化大型环保产业集团，尽快形成核心竞争能力。 

(四)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 

鉴于我国环保产业尚属于幼稚工业，规模尚小，因此环 

保产业政策的指导思想应当有利于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在投融资、税收、用地、补贴、证券等方面对环保产业实施优 

惠和鼓励，引导过剩型产业向环保产业转移，尤其吸引国有 

大中型企业加盟环保产业，彻底改变我国环保产业总体规模 

不大，企业大部分偏小的状况。针对重庆环保产业大型企业 

集团不多，大多数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竞争力不强的现 

状，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并具有 

发展潜力、基础条件较好、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环保企业，从 

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制订重庆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推动环保产业市场化进 

程。由于环保产业涉及范围广、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 

度大、市场前景广阔，因此，在制订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时， 

要立足重庆，面向国内外市场，确立环保产业的发展 目标和 

发展重点，分步骤多梯次推进规划的实施。同时，要按市场 

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以经济手段调节为主、法律和行政手 

段调节为辅的环保产业发展机制，逐步推动重庆环保产业的 

市场化进程，调整环保产业结构，建立环保产业的框架体系， 

使之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五)广开渠道 ，促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产业污染防治还不是最昂贵的， 

真正花大钱的地方是治理城市生活环境问题，如污水和垃圾 

的处理，也就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庆城市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是在“九五”才被列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城市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至今仍主要由政府投资建设。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应该吸纳商业资本、社会公众和企事 

业单位等社会资金来参与，形成政府、银行、企业等多元化投 

资局面。目前，政府税收收入不能完全满足这些基础设施的 

建设，因此必须建立更多的集资融资渠道。在这种形式下， 

如何制定和实施鼓励环境保护多元化投资的政策，成为关键 

性问题。在国际上，从 80年代开始，欧美开始倡导和鼓励私 

人部门积极参与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力图在私人部 

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目前，国际上已普遍接受 

这种做法，认为他是解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所遇到的 

资金困难和效率低下问题的有效途径，不少国家颁布了专门 

的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法律，成立了促进专门 

机构，环境保护投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资金完全靠政府财政投入是不现 

实的，因此投资渠道多元化是必然选择。为了鼓励全社会向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可制定相关政策，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1)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环境服务收费政策；(2)建立专 

项补助资金，对环境基础设施监测进行投资；(3)发行环境彩 

票，广泛筹集社会资金；(4)制定对环境基础设施的优惠政 

策；(5)支持环境基础设施企业上市，发行环保股票或债券； 

(6)积极引进外资；(7)创建环保银行，对环保投资和融资进行 

总量管理与监督，发挥信用中介职能、支付中介职能、信用创 

造职能、聚积社会资金职能。 
、

(六)以科技带动环保产业结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环保产业就是高新技术与环境保护的 

最佳结合点，高新技术是环保产业的生命线。在 0ECD国家 

看来，激活环保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倒新，只有通过技术 

创新才易于克服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负外部性，易于适应市场 

对新产品的需求。因此，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技术驱动型 

(technolosy-driven)的产业，R肋 的投入是相当高的，全球最大 

的环保跨国公司将其收入的 8％一10％投入到 R＆D中。目 

前，科技对环保产业的支撑和驱动远远不够，还看不到科技 

在发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环保企业普遍处于低层次运行， 

市场比较混乱无序，而环保工程和环保产品缺乏科技含量尤 

为突出，科技在环保产业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管理 

层和企业本身都应充分认识到只有科技创新才是环保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因此要将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化， 

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力发展 

环保科技企业，促进环保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七)建立与现代环保企业制度相逢应的环保企业发展 

机制 

环保企业是环保产业的主体，环保企业发展机制对环保 

产业健康发展，保障环保产业的需求，为环境保护提供 良好 

的技术保障和物质基础。促进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 

要作用。环保企业自身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加强科技创新。实施科研、生产、营运工程承包一体化； 

创新资本经营，扩大创业融资发展；扩大企业问优势联合，提 

高产业集中度，组建环保产业集团，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强 

对中小型环保企业的指导、扶持和服务，扶持一批发展前景 

好的高新技术环保企业，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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