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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冬日的浙江省湖州市，杲
杲冬阳照耀大地。城市北边的
太湖山庄内，来自五湖四海的
环境企业家悉数到此，他们是
为时隔3年再次召开的“2023
中国生态环境产业高峰论坛暨
环境上市公司峰会”而来。

报告厅内，老友相逢、新知
结交，开会间、座谈中、就餐时，
企业家们叙友情、话合作，谈生
存、聊发展；交流中，“协同”“整
合”和“创新”成为高频词。

业内如今的共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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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新能源”“环保+低碳节
能”“环保+新材料”“环保+资
源化”等或将成为新业务探索
的选择。

与此同时，基于环保产业
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业内也呼
吁，希望环保赛道上多一些特殊
的金融政策或者定价模式。

压力很大
但动力很足

整场峰会听下来，中国城
市报记者感受到企业家们的情
感色彩比较鲜明——压力很大，
但动力很足。

压力大的背后，既有宏观
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有产业发
生的深刻变革。

2023 年全国两会召开前
夕，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
清新环境总裁李其林就在一场
媒体见面会上坦言，环境企业
存量市场竞争愈加激烈，行业

“洗牌”趋势更加明显。
彼时，李其林刚接任商会会

长不久，面对记者提出的“行业
为什么会陷入低毛利陷阱”“环
境企业舵转何方”等犀利问题，
他给出了沉稳而有力的回答。

时至今日，虽然上述问题
仍存在，但经过近一年的拼搏，
李其林和在场的企业家们似乎
更多了一份攻坚克难的笃定和
信心。

这或许是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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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
流中心首席专家唐艳冬就在发
言中阐释了政策的有利性——
2023年，中央财政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安排了330亿元，水污
染防治资金安排257亿元、增
加20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安排1091亿元、增加99
亿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国
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
度在不断加大。”唐艳冬说。

李其林表示，随着美丽中
国建设、“双碳”城市、“无废”城
市的推进，各种生态环境领域
的需求潜力巨大，短板领域、薄
弱环节和开辟产业新领域新赛
道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
克服了危即是机。在寻“机”的
过程中，多位专家和企业家提出
向技术要未来的增量。

“自动监测系统数据应用
于执法过程后，垃圾发电企业
的环保数据处于实时监管的模
式，这对项目公司管理、设备、人
员资质、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一位垃圾处理行业从
业者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唐艳冬建议，生态环境企
业要保持定力，在技术研发方
面精益求精，获得“独门绝技”，
在节能减排降碳关键核心技术
领域持续发力，加快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推动
前沿技术与生态环境产业深度
融合，为产业发展不断注入创
新动力。

转变思路
合作共赢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在峰会举行的圆桌对话环节，
台上来自央企国企的企业家数
量明显多于民营企业家。这背
后，或与行业结构调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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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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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维
尔利董事长李月中在发言中提
到民营企业在创新和执行方面
的优势。他认为，这些优势也
决定了市场上必有民营企业的
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规范
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
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已发布两月有余。这份文
件也被坊间称为“新PPP机制”。

对此，业内认为，政策红利
之下，国企和民企合作可以优
势互补、强强联合，通过技术创
新、商业模式创新、合作模式
创新，解决民企参与度问题，
并通过风险收益分配原则，实
现双赢。

毫无疑问，变化仍是主旋
律。一方面，行业竞争格局在
发生调整；另一方面，企业的业
务形态也在求变。

在新业务探索方面，中国
城市报记者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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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一些企业基于传统业
务，开始探索产品资源化和能
源化的利用路径；一些企业则
深入锂电池生产领域，负责处
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而
另一些企业试图通过为特定行
业提供碳减排方案、帮助其参

与碳交易活动等方式来获取收
益。总之，思路打开、方向找对
后，部分公司市值和业绩也得
到了明显改善。

创新金融政策
为产业注入源头活水

产业与资本是经济体系发
展的两翼。然而，在实际中，环
境产业两翼存在不平衡的痛点。

一方面，由于环保项目普
遍存在建设周期较长、资金需
求规模较大、投资回报期较长
等问题，一直存在融资相对较
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小环保
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难
度高、渠道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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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业界普遍反
映，离满足资金需求仍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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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相较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仍
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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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此，业内呼吁，基于环境产业的
特殊属性，在环保赛道上应有
一些特殊的金融政策或者定价
模式。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鱼塘纵横、水光潋滟，阡陌
相连、风景秀丽。在太湖南岸
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坐落
着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留最
完整的传统桑基鱼塘系统，被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评为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何谓桑基鱼塘？据介绍，
湖州先民们因地制宜，将洼地
深挖为鱼塘，挖出来的泥土堆
砌在鱼塘四周形成塘基，再在
塘基种上桑树，用桑叶养蚕，
而后将蚕沙倒入鱼塘养鱼；每
到冬季鱼塘清淤，夹杂着鱼粪
的淤泥又被堆到塘基上培育
桑树。

时光推移，“塘基种桑、桑
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
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生态模
式得以形成和发展，造就了种
桑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
塘相连相倚的美丽景观，并形
成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

现代产业技术升级，但文
化历久弥新。如今在南浔区，
桑基鱼塘不仅仅是一种生态农
业模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
文化传承方式。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在
和孚镇荻港村桑基鱼塘采访时
了解到，当地已通过补种桑苗、
整修道路、恢复桑地、规划整修
已坍塌鱼塘等方式，逐步恢复
桑基鱼塘原始风貌。

在保护的同时，桑基鱼塘
也在通过建设渔桑科普文化长
廊、桑基鱼塘特色研学场所、大
小蚕房、环河观光步道等方式
阐述新的故事。

“您看，这是我们正在建设
的地标性建筑，它的外形像一
个蚕蛹。建成后，游客们可登
上‘蚕蛹’俯瞰鱼塘风光。”桑基
鱼塘讲解人员指着正在施工的
建筑对记者说。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规划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学钢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工业化快
速发展的当代，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面临危机，需要走多元化、
市场化道路，通过农文旅融合，
适应当下需要。

2023年6月，南浔区政府
设立了“和孚桑基鱼塘世遗活
化与可持续时尚社区建设项
目”。项目由南浔区农业农村
局作为管理方，南浔区强村富
民集团提供资金支持，引入乡
伴集团和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
基金会等多方参与。

与此同时，项目还特邀世
界自然基金会、上海生态学学

会、东华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
专业机构加入示范创建，共同
打造流域可持续社区示范点，
为世遗不断释放新的经济、生
态、文化价值再添力量。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参观正
在打造的自然研学基地与村落
文旅等项目时了解到，相关项
目将通过可持续的设计，构建
生态研学、餐饮住宿、休闲娱
乐、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桑基鱼
塘超级IP产学研一体可持续旅
行目的地。“从见到桑基鱼塘的
第一眼，我们就认为这会成为
乡村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创新
型产品。”乡伴集团董事长朱胜
萱说。

冯学钢建议，要丰富研学
场景和产品，开发桑基鱼塘研
学课程，建设农耕文明馆、乡愁
馆，打造文化小课堂；丰富研学
形式与内容，如科普竞赛、艺术
创作、作文邀请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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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桑基鱼塘活用桑基鱼塘 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赋能农文旅融合发展

特色桑基鱼塘项目所在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