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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业如何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环境产业如何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时至3月，春意渐浓。近
期，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西藏大厦内，一场环境企业家
媒体见面会引人关注。今年
与会嘉宾都摘下了口罩，似
乎也预示着行业会迎来新的
转机。

见面会上，企业家们直面
“行业为什么会陷入低毛利陷
阱”“环境企业舵转何方”等问
题，他们的共识是：环境产业拼
关系、拼资本、拼商业模式的时
代已经过去，拼综合解决方案、
打造第二增长曲线的时代或将
到来。

存量市场竞争激烈
行业洗牌加剧

回顾环境产业的发展历
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十二五”的美好时代、“十三
五”的震荡期和疫情3年的筑
底期——

“十二五”期间，各种利好
政策叠加出台，不少企业乘风
而上，行业迎来加速发展时
期；到了“十三五”，受宏观经
济“去杠杆”、PPP（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项目投资降温
等因素影响，环境行业整体冲
高回落。

“优质项目缺乏及融资成
本高企，使得环境产业整体出
现增收不增利的现象。”全国
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清新环
境总裁李其林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回忆称，那一时期，环境
上市公司的市值大幅缩水，混
改和重组一时成为行业热点，
现金为王和安全经营是行业
主轴。

疫情暴发后，环境企业的
稳健经营、系统性抗风险能力
经历了重大考验。

一个好消息是，随着疫情
防控进入新阶段，我国经济韧
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优势再
次显现。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年初以来，全国各地掀起抢抓
经济发展的热潮，一大批重大
项目开始推进实施，其中不少
有关环保的项目上架。

“2023年我国经济复苏，
政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政
策导向非常明显。从今年初
开始，各地政府大量收集环保
类和环境治理类的相关项
目。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
是有一些新的机会。”在瀚蓝
环境总裁金铎看来，在新的热
潮中，企业需要识别哪些是机
会、哪些是诱惑，找准节奏和
切入点入场。

“近年来，环境产业的竞
争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李其林表示，一方面存量市场
竞争愈加激烈，行业“洗牌”
趋势更加明显；另一方面具有
较强资金实力及资本运作能
力的大型央企、国企进入市场
并成为业内重大项目的推动
主力。

据不完全统计，央企已有
近半数企业布局生态环保产
业，20多家省级环保集团相继
成立；与此同时，过去3年，也
有50家左右环境细分赛道的
民营环境企业实现上市。

对此业内认为，新形势
下，央企体系和省级市场是否
形成封闭市场？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将如何分一杯羹？都
是当下环境产业竞争格局面
临的问题。

融资难题仍在
平均毛利率出现下滑现象

产业与资本是经济体系发
展的两翼。中国城市报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于环境产业而
言，两翼并不平衡。

一直以来，环保项目由于
建设周期较长、资金需求规模
较大、投资回报期较长，普遍存
在融资相对较难的问题。

债权融资方面，虽然近年
来绿色金融、公募REITs（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等新型融资
工具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离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仍有
一段距离。股权市场方面，环
境上市公司的市值总体处于低
位区域，主流环境企业近年来
的涨幅相较其它战略新兴产业
仍然较低。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上市公司相关统计数据，相较
于“十三五”时期毛利率的稳定
水平，“十四五”期间环境产业
平均毛利率持续下滑，而2021
年至2022年这一趋势仍未好
转。对此，有观点认为，环保行
业难逃低毛利率陷阱。

“低毛利率并非指绝对值，
而是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李
其林表示，毛利率下滑受到宏
观经济形势下行及行业同质化
竞争影响，但也是行业竞争力
减弱的明显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产业
与民生息息相关，带有一定的
公益性质，这就决定了它并不
具备追求高毛利率乃至暴利的
行业属性。

对此，李其林呼吁，基于环
境产业的特殊属性，在环保赛
道上应该有一些特殊的金融政
策或者定价模式。

综合环境治理需求愈加明显
“环保+”扩展产业内涵

尽管环境产业面临诸多挑
战，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但危和
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
即是机。

如今，在“双碳”目标引领
下，环境产业内涵被数倍打开，
产业责任也数倍增加。

“在‘双碳’战略提出之前，
很多业界同仁干的事实际上就
是减污降碳。‘双碳’目标的提
出把整个行业提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雪浪环境董事长、总经
理胡建民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在传统环境业务趋于

稳定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
保护向着全过程减污降碳和
清洁生产延伸，这就极大地
扩展了环境产业的内涵。”李
其林说。

那么，环保市场新的增量
空间具体在哪里？

李其林对此的看法是，当
前市政领域环境治理已逐步
实现专业化、标准化，在局部
区域需求以及提质增效方面
还有待强化；工业污染治理、
农村环境治理领域市场空间
尚未充分打开，同时面临巨大
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仍需重点
关注。

“节能环保，这个词打断
骨头连着筋。能源和环保是
相关性非常强的两个产业。”
在胡建民看来，眼下新能源发
展势头强劲。新能源材料生
产制造过程会为环保行业带
来新的机会。“去年我们公司
进驻到锂电池生产领域，负责

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气。”他说。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新业务探索方面，“环保+新
能源”“环保+低碳节能”“环
保+新材料”“环保+资源化”已
经成为40多家环境上市公司
的选择，部分公司市值和业绩
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在多位企业家看来，未来
围绕“一企、一园、一城”的综合
环境治理需求愈加明显。

“龙头企业整合市场，制定
商业模式；科技企业专注创新，
协助提升盈利能力；运营企业
数字化赋能，提质增效；金融企
业投资创新溢价，投资资产增
值。”李其林说，这种多元协同
合作，可能是未来环境产业再
次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
场景。

本报讯（记者
郑新钰）中国城市
报记者从商务部获
悉，为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加
强边疆地区建设，
推进兴边富民、稳
边固边，经国务院
同意，商务部联合
中央编办、外交部、
发展改革委等 16
部门印发《关于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 推动边（跨）境
经济合作区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
的通知》。

《通知》立足新
发展阶段，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边（跨）
合区高质量发展，优化顶层设
计，促进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明确了5类15方面政策举
措：一是完善功能布局，包括研
究推动新设和扩区调区、加强
与口岸及相关开放平台联动
等；二是拓展国际合作，包括畅
通跨境物流和资金流、高质量
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支持地方参与国际
经贸合作等；三是支持产业创
新发展，包括做强做优边境贸
易、延伸完善沿边特色产业链
供应链、加大对承接产业转移
的支持力度、前瞻布局中高端
产业和新兴业态等；四是优化
要素供给，包括统筹各类财政
资源支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优化用地和用能管理、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等；五是完善体制
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工作协调
机制、优化管理体制等。

中国自主品牌红旗汽车出口迅增
企业赶订单 工人生产忙

3月16日，在吉林长春的中国一汽

红旗制造中心繁荣厂区，全自动机械手

臂在装配轮胎。数据显示，今年1—2

月，中国自主品牌红旗汽车累计出口

1553辆，同比增长253%。目前工人加

紧生产赶制3月订单，车间内一派繁忙

景象。

中新社记者 张 瑶摄

我国出台十五方面政策举措

推动边（跨）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