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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防治设施逞营市场 

现状及发展对策 
●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 娄性义 

● 青岛市市北区环保局 李桂芝 

在众多论述有关环保产业市场的文献资料中，或从我国 

环保产业的现实情况来看，对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简称治污 

设施)运营市场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 目前我国有 2／3的 

治污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或不能运行 ，这是很大的浪费。探索 

治污设施运营制度的新模式 ，大力开发治污设施运营市场 ， 

是发挥环保投资效益，增加环保产业发展空间的一个紧迫课 

题 。 

1 环保产业及其市场 

环保产业首先是经合组织(OECD)的发达国家发展起来 

的．而且占据 了 目前世界环保市场 90％的份额。0】 CD于 

1996年提出环保产业所包括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环 

保设备 ：废水处理、废弃物管理与再循环、大气污染控制和消 

除噪声设备，监测设施、科研与实验室设备，用于自然保护与 

提高城市环境舒适性的设施。二是环保服务 ：从事废水处 

理、废弃物处理、大气污染控制、消除噪声等方面的操作，提 

供有关分析、监测与保护方面的服务 ，技术与工程服务，环境 

研究与开发，环境培训与教育，核算与法律服务，咨询服务， 

生态旅游。其它环境服务。三是洁净技术与洁净产品；洁净 

生产技术与设备，高效能源开发与节能的技术及设备，生态 

产品。并把上述内容概括为 8个领域，并视为环保产业的核 

心活动。它们是水及水污染物处理 ，废弃物管理与再循环， 

大气污染控制，消除噪声，事故处理 ，环境评价与监测，环境 

服务。能源与城市环境舒适性。 

我国环保产业起步于 70年代后期，目前环保界普遍认 

为环保产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污染 、改善生态环境 、 

保护 自然资源为 目的进行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品流通 、 

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保护、信息服务、工程承包、监理和技术 

咨询活动的总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环保工业 ，包括废 

水、废气、废渣、噪声、振动、恶臭、地 面下沉等防治所需的设 

备、材料、仪器、仪表、药剂等。二是资源综合利用，包括二次 

资源和再生资源的综合利用。二次资源主要指工业废渣、城 

市下水污泥、城市生活垃圾、农业桔杆等。再生资源主要是 

收旧利废。包括废钢材、废有色金属、废玻璃 、废纸、废塑料 

等。我国 85％的资源、95％的能源来 自矿产资源，矿产资源 
一 般是不可再生资源，用一点少一点，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必须大搞资源综合利用，一部工业发展史，在某种 意义上讲 

就是一部变废为宝的历史。三是技术服务 ，包括环境工程 、 

技术咨询、环境评价、信息服务、生态环境建设等。 

市场孕育产业，产业又促进市场繁荣，从而促进一个国 

家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 的持续 、稳定 和协调发展。预计 到 

2000年美国的环保产业年产 值可达 2094亿美元 、日本 达 

820亿美元，目前我国不到 100亿美元。中国环境污染 的严 

重性和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中国环境保护的长期性和 

艰巨性，必然有一个巨大的环保产业潜在市场，昭示了中国 

环保产业发展前景的广阔和诱人。随着我国经济建设 的高 

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国家对环保投资也将逐年增加，预计未来十年中，我国环保 

投资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在经济 比较发达的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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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投入的增长都高于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但在上述分析 

的这个包括诸多领域和部门的环保产业中，环境污染防治设 

施运营管理的市场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因而其市场前景还 

未显露不 出来 。 

2 环境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 

近 20年来，国家、地方和企事业单位投资了大量资金， 

建设了一大批治污设施 ，据有关资料表明，这些设施大约有 

1／3能正常运行 ，有 1／3不能正常运行 ，有 1／3根本不能运 

行 。这三个 1／3警示我们，我国有接近 2／3 的治污设施未能 

充分发挥效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和浪费，分析其原因，有 

工程方面的技术原因和运行管理模式不合理方面的非技术 

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技术原因是现阶段导致治污设施 

不能正常运行的主要原因。 

技术原因主要是选用的工艺不合理 、技术不成熟、设备 

不配套。有的治污工程在搞设计时 ，连污染源都没搞清楚 ， 

能处理到什么程度心中无数，生搬硬套；有的成分复杂、难处 

理的工业废水 ，不经过试验获得合理的技术经济参数就搞设 

计，技术还不成熟就急于上工程。国外技术不管符不符合我 

国国情照搬照抄；有的是设备产品质量低劣，粗制滥造，达不 

到使用效果和使用年限，言过其实，夸大设备技术性能，明知 

设备存在某些缺陷，技术还没过关就急于上市；有的是工程 

质量差，不问当地地质情况就搞设计 ，致使构筑物下沉断裂 

或不按设计图纸施工，防渗漏措施不合标准，有的水池头天 

装满水第二天就漏了一半。为节省造价，购置伪劣产 品，不 

能保证工程质量，加之 目前环境工程还没有工程监理，施工 

中存在不少问题，也有的是因为产品结构改变，使用原材料 

随之改变而导致治污设施不能适应新污染源处理 ，本身又无 

改造和调试能力，明知处理效果不好甚至根本不能处理 ，为 

应付检查也凑合运行等等。 

现行的治污设施运行管理基本上是两种模式 ，一是排污 

企业建设的治污设施由企业 自己负责运行管理 ；二是公共性 

的治污设施，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和生活垃圾处理场由公 

益性的事业单位负责运行管理。这两种模式都是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产物，存在许多弊端。工业企业没有像重视生产那 

样重视治污设施的运行管理，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 ，其运行 

费用又是由企业负担。如 目前把工业废水处理到达标排放 ， 

其运行费用一般包括动力、人工、药剂、管理维护、折旧等费 

用．加起来 lm3大约工要花 1．2元钱，一个 日处理 1000m3 

的污水处理站 ，一年要花 40多万元。从经济角度把它看成 

是个包袱。越正常运行其费用越多，如果不是有很强的环境 

意识 。一般都不会主动使治污设施正常运行。治污设施的运 

行管理没有引入企业运行模式 ，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缺乏 

利益机制的驱动，因此难以较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来保障治 

污设施的正常运行。治污设施运行管理还没有实现专业化 

和社会化服务。有的单位和负责运行的人，缺乏专业知识 ，有 

的连其工作原理、设施的操作规程都没弄明白，出了故障也 

无法解决，加上环保公司售后服务跟不上，几年就成 了一堆 

废铁。操作管理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不具备运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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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不可能保障治污设施的正常运行。对于公共性 的治污 

设施，其建设和运行费由政府负担 ，如 目前建一座 10万吨的 

生活污水处理厂要投资一亿 多元 ，处理 lm3污水约需 0．6 

元，一年运行费用要两千多万元 ，这 已成为地方政府沉重的 

财政负担，如果运行管理机制不加以改变，就会 出现建得起 

运行不起的局面，要么降低处理要求，要么由于无力维护，不 

用几年就会使其处理效率下降 ，甚至失去其应有 的处理能 

力。 

3 探索治污设施运行管理的新模式 

建立新的治污设施运行管理模式 ，其出路是把治污设施 

的运行管理推向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目前我 

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这“四化”的客观条件。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经济规律已经开始在社会活 

动的各个领域发挥重要的支配作用，治污设施运行管理作为 
一 项社会经济活动的性质已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和接受，因 

此治污设施运行管理实现“四化”能为社会认 可。我国已经 

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环保企业，他们 

不但有能力进行环保技术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环保治理工 

程的设计和施工，也有能力进行治污设施运营的专业化管 

理。国家环保总局为推进治污设施运营“四化”管理 ，已在进 

行试点 ，有部分地区和环保企业已进行了尝试 ，作 了有益的 

探索和积累了经验。如某市投资 6亿元建起一座 日处理 40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委托给某环保公司负责实行市场化、产 

业化运营管理 ，实行社会化的有偿服务，自主经营、自负盈 

亏，一切运行管理均与经济挂钩，因此他们积极采用新技术， 

内部挖潜提高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政府按 0．2元／吨向市 

民收取污水处理费完全交给公 司使用，该公司将 20万吨污 

水处理到杂用水标准出售给有关工业企业作工业用水，污泥 

发酵生产沼气解决内部一部分能源，发酵污泥又制成优质农 

肥出售，几项收入加起来抵消运行成本还有余。同时每年还 

节约 7000万吨水资源，剩下的 加 万吨污水处理达标后可作 

农灌和绿化用水。该环保公司为治污设施企业化运营管理 

摸索出一套新的模式。使该项治污工程获得了环境、社会和 

经济三个效益 ，这有利于治污设施的正常运转 ，发挥环保投 

资的效益，又把环保产业的发展领域 由过去的产 品生产、工 

程建设领域进一步扩大到设施运行管理领域，增加了环保产 

业的发展空间，同时更适应 了市场机制的需要 ，有利于促进 

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4 开发治污设施运营的环保产业市场 

治污设施运营市场，是潜在的也是现实的。说它是潜在 

的是由于机制、认识 、法规等诸因素尚未使治污设施运营市 

场得到有效开发；说它是现实的是因为目前确确实实有一个 

广阔的治污运营市场存在，如何把这个潜在市场变成现实市 

场，需要下大力去开发。 

治污设施运营市场到底有多大，从青 岛市来看 ，市政府 

提出 2001年创建环保模范城市，将加大环保投入 ，从 1998 

年到 2002年 5年内将投资 89．66亿元，以加强对城市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和污染防治工程建设，环保投入 占 HNP1．5％ 

以上，远高于全 国平均 1％的水平。其投资方向是t大气污 

染防治，包括烟气脱硫和汽车尾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包括城 

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治理 ；固体废弃物治理，包括工业废 

渣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综合利用；城市环境噪声控制；启 

动碧海行动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据青岛市环境状况公报表 

明，1998年用于环保的总投资达 14．82亿元，加上过去建设 

的估计大大小小有上千个治污设施。以我市市区的废水治 

理为例，目前我市工业和民用年耗水量各约 0．9亿吨，废水 

产生率按 85％计 ，各排 0．76亿吨，假设处理率都达到 80％ 

的话，各为0．6亿吨，工业废水运行费用一般平均为 1．2元／ 

吨，其年运行费用为 0．72亿元 ；生活污水运行费用一般平均 

为 0．6元 ，其年运行费用为0．36亿元。两项合计为 1．08 

亿元 ，再加上废气、废渣 、噪声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估计一年 

在 2亿元以上，这是个相当可观的环保产业运营市场。 

如何使治污设施运营产业化呢?首先要大力宣传治污 

设施运营管理社会化 、专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也是环保产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积 

极引导以企业经营的方式参与治污设施的运营管理活动，政 

府要制定政策鼓励企业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国家环保总局 

已决定执行资质证书制度，对具备条件的企业颁发治污设施 

运营资质证书，以推动其产业化。另外要逐步做到排污企业 

与治污设施运营管理分离，由专业化公司进行管理，实行有 

偿服务，体现了“排污者付费、治污者收费”的原则。专业化 

运营公司的管理人员要经过培训，对确实具备一定专业知识 

和运营管理技能的人员颁发上岗证，这样可以改变 目前这种 

治污设施运营管理的无序状态，可以将其纳入法制化、规范 

化、有序化的轨道。充分发挥环保投资效益 ，为促进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治污设施产业化运营管理可以多种服务形式t①排污企 

业可实行“一厂两制”或全权委托方式 ，以承包方式交给厂内 

专业运营部门，或者通过招标方式委托给厂外专业化的运营 

公司，提供社会化有偿服务。这样企业就可以专心搞生产， 

解除了“三废”治理 的后顾之忧 ，企业按签定合同规定，根据 

处理水量和达标(国际惯例每月监测 10次以上，80％的数据 

达标为合格)情况付给运行费用。②环保公司自己或委托大 

专院校和科研单位，针对 电镀、印染、化工 、食品、草编、旅游 

等产生的废水的特点 ，研制不同的车载式流动处理装置，这 

种装置要结构紧凑，处理效率高，可安装在拖车或集装箱内， 

用汽车拉着去为城市周边和乡镇企业服务。这些企业一般 

规模较小，产品单一 ，废水量小，有的不是连续生产，他们又 

不想投钱建废水处理设施 ，有的建 了也无技术人员运行管 

理。由于水量小 ，可先用调节池将废水贮存起来，根据需要 

定期或不定期地去处理 ，环保公司根据水质水量和处理深度 

收取费用。一台装置可以为几个类似的企业服务，既实现废 

水处理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又免去企业建设废水处理设施。 

③城市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可实行两权分离 ，即设施建 

设权与运营权分离，由政府投资兴建设施 ，再将设施委托给 

专业化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由于专业化公 司有技术开发能 

力，不仅对生活污水可实现综合利用，对生活垃圾也可进行 

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回收其中的废金属、废塑料、 

废纸 、废玻璃等，有机质制成农肥，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无机 

质进行工程填埋，填埋后的场地可以开发成林地、草地、耕地 

或盖厂房等获得综合效 益。④有条件的可以采用 BOT形 

式，即建设权与运营权结合的方式。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 

发展报告》定义，所谓 B(丌(build—operate—transfer)，即“兴 

建一经营一移交”，这是一种私营机构参与基础设施开发和 

运营的方式 ，也是一种新型的利用私人(民营)资本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的项目融资方式。项 目建成后在特许权规定的期 

限内进行经营，向用户收取费用 ，以回收投资、偿还债务、赚 

取利润。达到特许权期限后 ，将项r目无偿交给主办国或公共 

部门。采用 BOT投资方式 ，有利于降低工程投资，提高治污 

设施的运营管理水平和运行的稳定性，同时还可大大减轻地 

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又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满足全社 

会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需求。 

主要参考文献 

1 徐 嵩龄 世界环保产业发展透视《中国环保产业> 

1997．No．3 

2 闫 林 将环保产业培育成 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中 

国环保产~k)1999．NO．2 

3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对策研 

究 世界银行 JGF赠款项 目(94一JGF一06) 

4 胥树凡 转变环境 污染治理机制，促进环保产业市 

场的转化 《中国环保产业)1998．NO．2 

编辑／盂凡模 

一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