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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产业 ：

新形势下建筑企业跨界经营的重要方向

一、生态环保产业是容量

巨大、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限，

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末，生态

环保在我国一直以国家和各级政

府为主体。直到进入 21 世纪，

随着国力的增强、发展内涵的扩

展，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生

态环境质量要求的大幅度提升，

生态环保逐步由事业向产业转

变，并且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

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其作为产

业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一定改

变，具体是指 : 在国民经济结构

中 , 以防治环境污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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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流

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

承包、自然保护开发等活动的总

称。 

据权威部门数据，“十三五”

期 间 全 国 生 态 环 保 领 域 的 投

资 规 模 将 接 近 10 万 亿 元， 较

“十二五”期间增长 194%，占

GDP 比重预计达到 2.6%。从内

蒙古自治区来看，期间每年仅用

于环境治理的投资就达 1400 亿

元，“十三五”期间将超过 7000

亿元。

不仅如此，生态环保产业

还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

业，其发展前景集中反映在四个

方面 ：一是总体规模迅速扩大 ；

二是产业领域不断拓展 ；三是产

品种类日渐丰富 ；四是涉及方面

逐步增多。党的十九大报告，更

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国家

的“千年大计”，将美丽中国纳

入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将“生

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

将“绿色发展”提升为五大发展

理念之一，将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纳入民生范畴，提出要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

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此同

时，生态环保领域相应的法律规

定更加严格，政策支持也更加到

位，提出和实行了“最严格的

环境保护制度”，陆续出台与之

配套的史上“最严格的节约用

地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还实行了“省以下环保机

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等。所有这些，都为生态环保产

业发展开辟了新空间、提出了新

要求。

二、建筑企业具有向生

态环保产业延伸发展的天然

优势

由于建筑企业拥有大型施

工机械装备，主营各类城乡基础

性、公共性和民用建筑的投资建

设与运行维护，并且长期参与生

态环保领域部分行业的投资建

设，所以 , 在生态环保领域具有

较强的竞争优势和拓展潜力。这

些行业主要包括城市供热、供

水、园林绿化等与生态环保有

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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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建筑企业视角，分析建筑企业进入生态环保领域的优势、劣势及相关机会等，以期在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寻找进入生态环保领域的拓展重点、风险点和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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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产业园，即以新能源、新材

料、新技术等低碳项目为主的新

兴企业聚集区 ；土壤修复，即利

用物理、化学、生物方法转移、

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

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

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

为无害的物质 ；环保疏浚，即清

除河湖水体中的污染底泥，解决

污染水体的内源，减少底泥污染

物向水体的释放，达到生态修复

和水生态系统恢复的双重目标 ；

污染底泥无害化处置及资源化利

用，即对城市污水管道及河湖底

泥等淤泥中的病菌 \ 病毒等进行

灭活，以达到“无害化、稳定

化、资源化”目的。

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生态

环保产业也完全可以和城市、园

区综合开发建设打包承建。比

如，污水处理，即通过各种组合

处理技术对高盐高毒有机废水进

行处理 ；再比如，固废处理，即

利用物理、化学、生物、物化及

生化等方法对固体废物进行无害

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不仅如此，建筑企业相对

于其他企业，一般都具有较强的

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这对于生

态环保产业无疑是福音。目前，

国内一些建筑企业通过 PPP 模

式已成功进入城市污水、供水和

垃圾处理等行业。 

三、生态环保产业的发

展形势为建筑企业提供了难

得的进入机会

我国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虽

然空间巨大、前景广阔，但由于

发展时间短、基础差、领域新，

在实际发展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

问题。

一是投资主体少、投资总

量不足。尽管国家、地方、社

会、民众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

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但行业进

入门槛高，所需投资大，整个产

业仍然处于市场主体不足、投资

难以满足需求的阶段。 

二是内部结构不合理，产

业体系不健全。当前生态环保

领域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

业集中度较低，缺乏具有较强

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同时，

整个行业的设备成套化、系列

化、标准化水平也偏低，缺少

品牌企业、名牌产品，更缺少

产业联合体和有强大技术支撑

力的大型骨干企业。

三是技术支撑力不足、创

新能力不强。我国节能环保技术

的创新主体是企业，目前该创新

体系还不完善，研发资金投入不

足，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缺乏

对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掌握，

一些自主生产的设备在性能和效

率方面都有待提高。

四是服务体系不健全，服

务平台亟待完善。合同能源管

理、环保基础设施和火电厂烟气

脱硫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服务模式

有待完善 ；再生资源和垃圾分类

回收体系不健全 ；节能环保产业

公共服务平台尚待完善，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和不足，一

方面昭示了我国生态环保产业发

展的方向和重点，另一方面也在

呼唤更多的投资主体、更多的社

会资本、更先进的技术装备、更

高水平的管理服务进入。这也正

是建筑企业进入生态环保产业难

得的契机。

四、建筑企业向生态环

保产业拓展的重点、风险点

和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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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筑行业的历史经验、

现有优势和发展可能，建筑企业

进军生态环保产业，可把包括城

市供热、供水、园林绿化、环保

疏浚、生态环保产业园、污水处

理、固废处理、流域综合治理等

作为重点。一方面取决于国家对

这些领域的支持力度较大，比如

在各级政府有关环保 PPP 项目

库中，污水处理项目占 40%，

垃圾处理项目占 6%，两者合计

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另一方面因

为这几类项目与城市综合开发或

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相连，与建筑

企业的传统业务紧密结合。如将

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单项工程

与城市综合开发项目捆绑打包，

便于发挥其在城市综合开发领域

中的丰富经验和传统技术优势。 

与此同时，应谨慎投资土

壤修复、海水淡化等目前看来属

于技术支撑不足、投入产出不高

的项目。一方面建筑企业在这些

领域涉猎项目有限，在资质和经

验方面较为欠缺 ；另一方面由于

这类领域治理成本过高，前期投

入较大。以海水淡化为例，目前

主要采用膜处理技术，由于膜的

价格昂贵，电耗也较高，350 吨

以上的纯水需要 6000 元左右的

电耗。 

当然，进入全新产业都会

存在一定风险，关键是事前要有

预见、有评估、有应对之策。建

筑企业跨界进入生态环保产业可

能遇到的风险，首要的就是政策

风险，即国家根据发展需要对生

态环保领域的一些硬性指标做出

调整。比如 ：污水处理排放标

准、固废处理检验方法等。在国

家层面一些细微的标准变动，往

往会对企业的项目投资、建设、

运营造成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

响。应对之策，关键是需与政府

主管部门特别是政策制定部门及

时沟通，始终保持对该领域政策

的敏感度。同时在和政府谈判及

签订协议时，尽可能获取政府对

于政策变动进行补偿的承诺，降

低项目风险。至于项目建设中的

融资风险和后期运营风险，则很

大程度取决于建筑企业自身的管

理运营水平。有些能力上的短板

或实力上的软肋，还可以借助市

场力量解决，比如后期运营能力

不足的问题，就可以采用运营外

包的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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