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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对攀枝花市的环保产业及其构成进行了分析 , 提出了该市环保产业的基本思路和具体目标 , 并针对该市环保产业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环保产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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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 ticle analy sed the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industry in Panzhihua City , set the basic idea and concrete aim to devel-

op environmental industry of the city , and set up the strategy w hich aims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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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行和实施 , 与可持

续发展紧密联系的产业 ———环境保护产业正日益受到

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 , 经济界普遍把环

保产业视为 “朝阳产业” , 有的专家预言:“环保产业

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产业之一” 。环保产业是实现

环境保护目标 、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物质技术保障 ,

是提高环境质量的必要手段 。环保产业的发展水平对

我国未来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

影响 。

攀枝花市作为全国 5个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之一 ,

国家 108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之一 , 自 1996年起开展

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 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 把保

持人口 、经济 、 社会 、 环境 、 资源的协调发展 , 特别

是发展环保产业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1　攀枝花市环保产业现状
1.1　攀枝花市环保产业概况

攀枝花市环保产业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 尤其是

8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 , 环保产业从无到有 , 已初步形

成一定规模。1997年 , 全市环保产业年产值 14585.6

万元
[ 1]
, 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 984500 万元的

1.47%, 约占全市工业生产总值 782600 万元的

1.85%, 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0.7%[ 2]和 1.6%[ 2]高出

0.77和 0.25个百分点。全市环保产业概况如表 1 所

示。
表 1　1997 年全市环保产业概况

项目

单位

总数

(个)

职工

人数

(人)

固定资

产总值

(万元)

年产值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年销售

产　值

(万元)

数目 12 3119 15830 14585.6 2175.8 16227

1.2　攀枝花市环保产业构成

全市环保产业由环保产品生产与流通 、 环保技术

服务 、综合利用三个领域构成[ 2] , 如表 2 所示 , 其中

以综合利用为主体。环境监测设备 、环保药剂与材料

等方面尚属空白。具体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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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市环保产业各领域构成

项　　　目
年产值

(万元)

年销售产
值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从业
人数
(人)

从业单位
数 (个)

产
品
生
产
与
流
通

水污染
治理设备

200 396 16

空气污染
治理设备

480 950 56

固体废弃物
治理设备

40 80 4

噪声与振动
控制设备

20 40 2

其　　　它 60 118 12

260 1

综
合
利
用

三　　废
综合利用

12526.9 12812.6 3386.5 2042 7

废旧物资
综合利用

1170 1807 -1307.3 622 3

技
术
服
务

环保技术
开发

23.4 -0.55 30 3

环保工程
设计施工

88.7 7.1 165 2

　　注:因一些厂家从事多个领域 , 故表 2所列从业单位比表 1所列单

位多。

1.2.1　环保产品生产与流通

环保产品生产与流通领域 , 应是环保产业的主体 。

但本市刚开始起步 , 且十分薄弱 。目前从事环保产品

生产与流通的单位只有一家 , 年产值 800万元 , 利润

90万元 , 年销售产值 1584 万元。分别约占全市环保

产业年产值的 0.5%, 利润的 4.1%, 年销售产值的

9.8%。该领域年产值占环保产业年产值的比例 , 同全

国 44.2%[ 2]的平均水平相比低 38.7个百分点 。

该领域产值的具体构成是:水污染防治设备占

25%, 较全国水平 43.6%[ 2]低 18.6个百分点;空气

污染防治设备占 60%, 较全国水平 41.8%
[ 2]
高 18.2

个百分点 。

1.2.2　综合利用

目前综合利用是本市环保产业的主体 , 综合利用

又包括 “三废” 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综合利用两个方

面 , 分别占综合利用领域的 91.5%和 8.5%。1997年

全市从事综合利用的单位有 10家 , 职工人数 2664人 ,

年产值 13696.9万元 , 占全市环保产业的 93.9%, 较

全国平均水平 42.7%[ 2] 高 57 个百分点;年利润

2079.2万元 , 约占全市环保产业年利润的 95.6%, 较

全国平均水平 37.6%[ 2]高 58个百分点 。

1.2.3　环保技术服务

环保技术服务领域发展程度尚稚弱 , 环保技术服

务包括环保技术开发和环保工程设计施工两方面 。

1997年从事该领域的单位有 5家 , 年产值 88.7万元 ,

占全市环保产业的 0.6%, 比全国平均水平 13.1%[ 2]

低 12.5个百分点 , 年利润 6.55万元 , 占全市环保产

业的 0.3%, 比全国平均水平 16.1%[ 2]低 15.8个百分

点。

1.3　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及其各领域的效益状况

全市环保产业的效益状况如表 3所示 , 1997年全

市环保产业实现销售产值 16227万元 , 人均产值和人

均利润分别为 4.65万元和 0.698万元 。环保产业各领

域的效益状况差异较大 , 综合利用领域人均产值和人

均利润较高 , 环保技术服务领域较平均水平低近 10倍

和 20倍 。

表 3　1997 年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及各领域效益状况[ 2]

项　　目
年销售
产值
(万元)

年利润

(万元)

利润率

(%)

人均
产值
(万元)

人均
利润
(万元)

全市环保产业 16227 2175.8 13.4 4.65 0.698

环保产品生产与流通 1584 90 5.7 3.08 0.346

综合利用 14619.6 2079.2 14.2 5.43 0.780

环保技术服务 23.4 6.55 28.0 0.455 0.034

2　环保产业发展思路
根据我市的环保产业现状的发展要求 , 结合我市

环保产业发展趋势 , 提出我市环保产业发展的思路。

攀枝花市应高度重视环保产业 。把环保产业作为

本市二十一世纪新的经济增长点 , 力争培育成支柱产

业 , 并按照下述基本思路来发展环保产业;站在二十

一世纪经济发展的高度 , 按照科技创新原则 , 结合攀

枝花市的实际 , 从所处地理位置 、 环境 、 所具资源优

势和特色 、以及现有工业基础出发 , 实行 “立足当前 、

着眼未来 、 政策扶持 、环保牵动 、 科技引导 、 优化结

构” 的方针 , 推进环保产业发展驱动机制和产学研一

体化的市场主体的形成 , 扬长避短 , 在 “相对优势”

和 “特色” 上做文章 , 努力开拓环保产业发展新局面 。

3　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发展的具体目标
确立环保产业协调领导机构 , 理顺管理体制 , 规

范环保产业市场 , 建立环保产业宏观调控体系。

强化环保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 , 建立符合可持续

发展和有利于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采用产业发

展的倾斜政策 , 积极支持环保产业发展 , 对环保产业

实行优惠政策 , 采取财政补贴 、 减免税政策 、 低息贷

款 、 折旧优惠 、 利润留成 、 奖励制度等。同时对环保

产业的原材料供应 、新产品开发 、技术改造 、 税收 、

价格 、 投资等给以优先考虑和优惠 , 促其尽快发育 ,

并使其顺利发展。

挖掘现有企业潜力 , 把产业结构调整 , 企业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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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保产业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 扩大环保产业队伍 ,

形成实力 , 建成 1—2个环保集团和一批环保企业 。

通过培养和引进等途径 , 建立一支环保产业的科

研队伍与经营管理队伍 , 使攀枝花市拥有 3—5名该领

域的省级以上学科带头人 。

引进与开发一批高科技含量的环保项目 , 形成 5

个以上环保产业的龙头产品。同时 , 要引导企业依靠

科技进步 , 发展环保产业 , 发展环保新产品 , 提高科

技在环保产业中的含量。通过依靠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创造 、 新发明给予环保产业注入活力 。

4　攀枝花市发展环保产业的切入点
以本市现有环保技术和环保产品为立足点 , 加大

技术投入和创新力度 , 加快环保产业的规模扩张 , 迅

速提高这些环保产品在攀西及西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 。

4.1　环保产品

攀枝花市目前生产的环保产品主要有:

4.1.1　无机膜油水分离器

该设备油水分离效果高于国家规定标准 , 各项经

济技术指标居全国领先水平。

4.1.2　集箱式高压静电除尘器

4.1.3　饮食业厨房油烟净化器

该产品是攀钢环保机械运输厂与四川大学合作开

发的已在攀枝花市使用 , 准备向全省推广。

4.1.4　微孔陶瓷膜暴气器在焦化废水浮选工艺中的应

用

该技术是攀钢环保机械运输厂与南京化工大学及

攀钢煤化工公司合作开发的新技术 , 该技术在国内属

领先水平 。

4.2　环保技术和环保产品着手点

根据国家的环境保护和环保产业政策及目前全国

环保产业的发展趋势 , 针对攀西及西南地区环保市场

的需求 , 可以选择从以下几个环保技术和环保产品着

手:

纳米钛污水处理技术及设备

三元催化净化器汽车尾气处理装置

电子束法烟气脱硫工程

城市生活垃圾厂和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及市

场化运作

5　攀枝花市发展环保产业的对策
5.1　政策先行 , 环保牵动 , 促进环保大市场的形

成[ 3]

要积极开展政策预测措施研究 , 明确全国环境保

护政策 , 特别是控制政策的发展动态与趋势 , 强化地

方环保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 。先行推出发展趋势基

本明朗的环境污染控制政策 , 为本市环保企业发展创

造有利的生存空间 。

5.2　高度倾斜 , 积极扶持 , 推动环保产业大发展[ 3]

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要实行明显的政策性倾斜 , 通

过产业政策 、 金融政策 、 税收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 ,

大力加以扶持 。

5.3　投资社会化 、 运行市场化 , 建立环境污染治理新

机制
[ 3]

推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 十分重要的是要解决好环

境污染治理的运行机制问题。一定要改变目前环保公

用设施由政府单一投资的局面 , 通过政策调控和引导 ,

吸收企业 、 社会多方资金 , 建立政府 、 企业 、 银行合

作投资机制 , 实现投资社会化 、 多元化。二是要改变

环保公用设施经济负担重 , “建得起 、 运行不起” 的局

面 , 通过完善排污收费制度 , 加强技术经济分析和提

高设施技术含量等方法 , 保证投资的经济效益 , 从而

把环保公用设施的经营推向社会 , 实现管理企业化 ,

运行市场化。三是要改变工业污染分散治理 , 低效益

治理的局面 , 通过发展专业化的环境治理公司和提高

环境保护社会化服务功能 , 实现工业污染治理专业化 ,

服务社会化。

5.4　科技引导 、技术创新 、 确立环保产业高科技含量

的技术路线

要清醒地认识到 , 环保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

扶持 , 更需要依靠自身的科技含量 , 环保产品与环保

项目能否冲出本市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

形成气候 , 最终将取决于科技含量 。首先要把好项目

关 , 新上的环保项目 (产品)必须是技术上先进的 ,

在技术上具有竞争潜力 , 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其次要

加大技术引进力度 , 重点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 实行技

术跨越 , 缩小本市与国内外先进地区 (国家)的差距 。

第三要增强自身研究开发能力 , 着力培养和壮大自己

的研究开发队伍。只进行技术引进 , 不进行自己研究

开发 , 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对引进的技术 , 认真消化 、

吸收和提高 , 不断进行创新 , 才具有市场竞争能力 。

第四要开展全面技术创新 , 以市场为出发点和归宿 ,

把握好科技 、 管理两个重点 , 全面开展产品创新 、 工

艺创新 、 组织创新 、市场创新 、 营销创新 、 服务创新 。

5.4.1　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绿色技术是指能减少环境污染 , 减少原材料资源

和能源的技术 、工艺或产品的总称 。绿色技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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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广有效与否直接影响到我国环境保护的成败和经

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潜力 , 并将影响到我国面向 21世纪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效 。绿色技术创新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绿色产品创新 , 即开发各种能节约原材料和能

源 、少用昂贵和稀缺物资的产品 , 在使用过程中以及

在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产品

以及易于回收 、 复用和再生的产品 , 这类产品的市场

前景十分广阔。一类是绿色工艺创新 , 包括减少生产

过程中污染产生的清洁工艺技术和减少已产生污染物

排放的末端治理技术两方面 。绿色工艺创新不仅可以

有效地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 从而降低工

业活动对环境的威胁 , 并且可降低资源利用的成本 、

降低物耗 , 使产品在质量和成本上都具有较强的市场

竞争能力 。为了使绿色技术创新成为我国企业经济的

新增长点 , 要建立健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激励

机制 、内部动力机制 、能力机制 、 社会配套服务体系 。

加强政府政策法规的强制管理和政府环境管理的经济

刺激手段 , 由于我国现有的排污收费标准 , 远远低于

企业处理污染物的处理成本 , 大大削弱了排污收费对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激励作用 , 因此有必要对

排污收费标准及收费监督措施进行重新认识与修正 ,

使排污费尽快接近处理费或对环境造成的损失费 , 增

加环境成本的约束力 , 使经济手段真正起到防止环境

污染 , 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的目的 。

5.4.2　推行 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为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必须认真贯彻实施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 而环境标志是 ISO

14000标准的重要内容 , 通过推行 “环境标志” , 促进

“环境标志” 产品的开发 , 引导使用环境标志产品 , 推

行清洁工艺和生态技术 , 提高商品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环境价值观 , 将有效推进生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5　聚集力量 , 形成合力 , 走规模化 、集约化的产业

发展模式

攀枝花现有环保产业力量的潜在力量 , 受到行业

管理的割离和所有制的限制 , 形不成合力 , 必须解决

聚集力量 , 走规模化 、 集约化发展通路的问题。第一 ,

在聚集力量过程中 , 要不分所有制 , 不分行业 , 实行

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结合 , 生产企业与科研单位的

结合 , 环保行业与机械电子行业的结合 , 国有企业与

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结合 ,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

发挥各自所长 , 形成相对开发优势 。第二 , 要走股份

制的道路 。以股份制方式聚集力量 , 把分散于全市各

个行业 、 各个方面的力量凝聚起来 , 组建环保公司和

环保集团公司。第三 , 必须认真解决牵头单位问题 。

目前本市正在从事和准备从事环保业的单位多数有联

合的愿望 , 但由于体制制约和传统习惯的缘故 , 缺乏

具体行动 。应由政府牵头 , 遵照自愿原则 , 推动联合

和形成环保企业 , 并以股份份额确定各联合方的权 、

责 、 利。第四 , 要以开放的观念对待联合。不仅市内

有关方面力量要形成合力 , 而且要与国内科研单位 、

大专院校联合 , 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要与国内实

力强的环保企业联合 , 走集团化道路;要与国外有关

单位联合 , 走国际合作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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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存性资源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本物质

基础 ,也是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目前 ,我国许多地区人均耕地不足 6 分 , 有的甚至只有 2

～ 3 分 , 即使田产上吨也不足以养活承载的人口。许多农民
无地可耕 , 四处流浪 ,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多 ,
这个问题将日益严重。区域环境中水土的流失 、土壤退化 、沙

化 、自然灾害的发生都使土壤数量 、质量大幅降低;现在迅速
发展的城市 、村镇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 , 正在迅速地吞噬

着残存的土地。而且 ,土地资源紧缺更激起强烈的占有土地
的愿望和行为。人们将开发建设活动占用土地都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 , 节约土地的概念十分淡薄。很多人认为 ,此处占用的

土地 , 搞得建设项目比种庄稼收益大得多 ,按照效益—费用比
率分析 , 当然划算。但该结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 , 此处占

用土地 , 彼处还有“无限多”的土地可供补充 , 但事实上 , 当土
地危机来临时 ,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粮食。

我国的水资源形势比土地资源可能还要严峻。城市缺水

已有十几年了。大河断流 ,先是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 后是
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现在整个华北 、西北 、东北地区都存在着

河流上下游争水的问题。

曹植青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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