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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保产业涉及多种企业类型 , 在 SWOT 分析过程中 , 产业的复杂性给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等因素的识别造成困

难.本文尝试以厦门市环保产业为例 ,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SWOT 分析方法 , 罗列外部和内部环境因素 , 通过访谈

和问卷调查综合多位专家的意见 ,识别因素属性 , 评估影响力度 ,克服产业复杂性带来的困难 ,并将数值转化成战略四边

形的形式 ,直观反映产业所处的战略地位.结果表明 ,厦门市环保产业处在开拓型战略区 ,机会和优势的总力度远超过威

胁和劣势 ,应当积极进取 , 寻求发展.

关键词:环保产业;SWOT;定量分析;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X 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79(2007)S1-0223-06

　　SWO T 分析即优势(S trength)、劣势(Weak-

ness)、机会(Oppo rtuni ty)和威胁(Threat)分析 ,最早

用于企业战略管理 ,通过分析企业内部因素(优势和

劣势)以及外部因素(机会和威胁)为企业的战略规划

提供依据.多年以来的实践证明 ,SWO T 分析是战略

管理中使用最广泛 ,最持久的分析工具[ 1] ,其应用范

围已经从单个企业的战略管理延伸到产业群体
[ 2]
、区

域经济[ 3] 、城市管理[ 4-5] 、环境管理[ 6-8] 、海岸带综合

管理[ 9] 、乃至国家战略[ 10] 等领域.SWOT 分析以定性

分析为主 ,容易带有主观性和盲目性[ 11] ,而一些定量

方法的引入 ,如德尔菲法 、矢量 、梯度 、极坐标 、四半维

坐标[ 11-13] 等数学工具以及层次分析法[ 14-15] ,可以提

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环保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 ,但

是针对环保产业的 SWOT 分析成果较少
[ 16-17]

,定量

分析仍属空白.本文将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

的专家打分法对厦门市环保产业进行 SWOT 分析.

1　环保产业的界定

环保产业从最初的以末端治理为主逐步发展到

包括产品和服务在内的多样化格局 ,已经渗透到一 、

二 、三产业的各个领域 ,产业边界模糊 ,难以进行明确

的界定.国际上环保产业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环保产业是指针对环境问题的“末端治理”而

言 ,在污染控制与减排 、污染清理及废弃物处理等方

面提供设备与服务的企业;广义的环保产业是针对

“产品生命周期”而言 ,既包括能够在测量 、防止 、限制

及克服环境破坏方面生产与提供有关产品与服务的

企业 ,也包括能提供使污染和原材料消耗最小的洁净

技术与产品的企业
[ 18]

.在我国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 ,

将环保产业按照产品和服务类型分为四个领域 ,即环

境保护产品 、资源综合利用 、环境保护服务和洁净产

品.该分类简单明了地概括了我国环保产业的结构体

系 ,本文对于环保产业的界定也采用上述分类.

2　分析方法设计

通过专家打分进行 SWOT 分析的一般步

骤[ 12-13] ,首先是通过信息收集确定优势(S)、劣势

(W)、机会(O)、威胁(T)等因素 ,然后进行专家评估 ,

计算各因素力度 ,进而构筑战略四边形(所谓战略四

边形 ,是在四半维坐标系的坐标轴上根据 S 、W 、O 、T

的总力度分别标出对应点 ,依次连结构成四边形 ,详

见 3.4节),判断企业的战略地位.该步骤适用于单个

企业或单一产业部门.环保产业涉及四种类型的企

业 ,每种类型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 ,优势 、劣势 、机会 、

威胁因素也不尽相同.同一个内部因素对于一类企业

是优势 ,对另一类企业可能是劣势;同样的 ,一个外部

因素对一类企业是机会 ,对另一类企业则可能变成威

胁.在专家打分前先认定优势 、劣势 、机会 、威胁因素

可能会限制专家的判断 ,影响结果的客观性.因此 ,笔

者对 SWOT 定量分析过程进行了调整(图 1),专家打

分前 ,只罗列内部和外部因素 ,因素的属性即优势 、劣

势 、机会 、威胁由专家判断 ,汇总各位专家的意见后再

对各因素的属性进行识别 ,然后计算总优势 、总劣势 、

总机会 、总威胁力度 ,构筑战略四边形.



　图 1　SWOT 分析流程图

　Fig.1　The flow char t of SWOT analy sis

3　厦门市环保产业 SWOT分析结果

3.1　厦门市环保产业概况

根据 2004年统计数据 ,厦门市环保产业注册单

位共有 136家 ,其中内资企 、事业单位 121 家 ,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 9家 ,外商投资企业 6家 ,从业人员 4 589

人 ,年末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原值 14.74亿元 ,全年

收入总额 7.01亿元 ,占厦门市 GDP 的 0.79%[ 19] ,低

于我国 1%的平均水平 ,年实现利润 4 000多万元.

内资企 、事业单位在数量上处于厦门市环保产业

的主导地位 ,年末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原值占整个产

业的 94%,但是全年利润总额仅占整个产业 46%.港

澳台资和外资企业的年末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原值

只占 8%,全年利润总额却达到整个产业的 54%(图

2).内资企事业单位虽然拥有大量资产 ,却不能创造

相应比例的利润 ,这一方面是由于内资企 、事业单位

中许多是公益型事业单位 ,本身利润不高 ,甚至亏损 ,

如厦门市水务集团下属 6个污水处理厂的产业总收

入为 9 242万元 ,利润却为-2 912万元;另一方面 ,

也说明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的整体效益高于内资企

业.

从经营范围分析 ,厦门市环保产业四种类型兼备

(图 3),环境服务型企业数量最多 ,其中又以从事污染

治理设施运营服务的为最多 ,可见厦门环保服务型产

业还处在以末端治理为主的阶段.

3.2　专家分析
专家分析采取问卷和访谈的方式 ,受访对象为厦

　图 2　厦门市环保产业固定资产与利润分布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fix ed capita l and profits of

Xiamen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Industry

(EPI)

　图 3　厦门市各类环保产业数量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so rts of Xiamen EPI

门市环保产业从业人员及环境科学专业学者.其中 ,

从业人员 19人(包括 7名管理层人员 、5名工程师和

7名普通员工),学者 3人 ,一共发放 21份问卷 ,回收

有效问卷 20份 ,有效率 95%,受访者之间的权重相

同.

问卷的设计是选取厦门环保产业的外部环境因

素及内部因素 ,分别编制外部和内部因素评估表.由

于企业面临多方面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企业个体之间

会有所差异 ,因此选取因素的原则主要是考虑多数企

业都会面临的共同因素.外部因素包括:(1)政治环境

(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政府对排污企业的执法

监管);(2)市场环境(环保产业进入国内市场的门槛 、

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环境市

场现有规模及发展潜力);(3)竞争环境(来自国内其

他省市以及国际环保产业的竞争);(4)融资环境(环

保产业可用的融资渠道).内部因素包括:营销(企业

品牌 、产品服务/质量 、营销策略),生产(生产成本 、企

业规模),技术(技术水平 、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能力),

人事(组织管理),财务(融资能力)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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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外部因素赋予强度和概率两个变量 ,强度反

映外部因素的属性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程度 , 机会为

正 ,威胁为负 ,取值范围为-5 ～ 5;概率代表外部因素

发生的几率 ,取值范围 0%～ 100%.每个内部因素赋

予强度和重要性两个变量 ,强度反映企业竞争力的优

劣及程度 ,优势为正 ,劣势为负 ,取值范围-5 ～ 5 ,重

要性代表该因素对企业发展的重要程度 ,取值范围

0%～ 100%.强度评分标准参照表 1.一个因素的强度

变量在不同问卷样本可能存在正负值的差别 ,即受访

专家对同一因素的属性判断存在差异 ,最后以平均值

的正负决定该因素的性质.

表 1　强度量化指标

Tab.1　Quantitativ e index of intensity

强度指标 微弱 较弱 中等 较强 极强

分数绝对值 (0 , 1] (1 , 2] (2 , 3] (3 , 4] (4 , 5]

3.3　因素识别和总力度计算
回收问卷后 ,计算每个因素的强度平均值 A 、概

率平均值 P 或重要性平均值 I .根据强度平均值的正

负识别因素属性 ,将识别出来的机会 、威胁 、优势 、劣

势因素强度平均值分别乘以对应概率或重要性平均

值 ,计算各因素的力度.计算公式如下:

第 i个机会因素的力度:Oi =A i ×P i

第 j 个威胁因素的力度:T j =A j ×P j

第 k个优势因素的力度:Sk =Ak ×I k

第 l个劣势因素的力度:W l =A l ×I l

将 4种因素力度分别求和 ,得出总优势S 、总劣势

表 2　机会 、威胁因素专家评估

Tab.2　Exper t ev aluation fo r oppo rtunities and threats

外部因素

分值

强度平均值

-5～ 5

概率平均值

0%～ 100%

力度

国家环境政策 3.50 0.55 1.93

政府执法监管 2.85 0.47 1.33

国内市场准入门槛 1.45 0.38 0.55

国际贸易绿色壁垒 0.55 0.24 0.13

市场规模 2.15 0.43 0.93

国内同行的竞争压力 -2.40 0.41 -0.98

国际同行的竞争压力 -1.35 0.22 -0.29

融资渠道 0.10 0.17 0.02

总机会力度 O 4.90

总威胁力度 T -1.27

表 3　优势 、劣势因素专家评估表

Tab.3　Exper t ev aluation fo r streng ths and w eaknesses

内部因素

分　值

强度平均值

-5 ～ 5

重要性平均值

0%～ 100%

力度

企业品牌 2.63 0.50 1.31

技术水平 2.84 0.57 1.63

自主知识产权 0.95 0.45 0.42

产品/服务质量 2.63 0.47 1.23

生产成本 0.79 0.33 0.26

企业规模 0.89 0.43 0.38

组织管理 1.79 0.42 0.76

营销策略 0.42 0.38 0.16

创新能力 1.05 0.44 0.47

融资能力 -0.16 0.29 -0.05

总优势力度 S 6.62

总劣势力度W -0.05

W 、总机会 O和总威胁 T ,结果见表 2和表 3.

3.4　构造战略四边形
以总优势力度 S 、总劣势力度W 、总机会力度 O

和总威胁力度 T 4个变量各为半轴 ,构造四半维坐标

系.在四半维坐标系的 S 轴 、O 轴 、W 轴和 T 轴上分

找出计算出的优势力度 S 、劣势力度 W 、机会力度 O 、

威胁力度 T 的对应点 S l 、W l 、O l 、T l ,依次连结 4 点即

得到战略四边形 S lO 1W lT l ,四边形的重心位置代表

产业所处战略地位(图 4),显然 S lO 1W lT l 的重心落

在第一象限 , 即优势和机会都很大的开拓型战略

区[ 11] .

　图 4　战略四边形

　Fig.4　Str ategic quadrilater al

4　结果讨论

一般来说 , SWOT 分析要明确识别出优势 、劣势 、

机会 、威胁等因素 ,为决策制定提供依据.而图 4的战

略四边形中 ,劣势总力度几乎为零 ,显得十分微弱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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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识别出劣势因素 ,而相对的优势总力度则很

突出.同样地 ,机会和威胁也存在较大的悬殊.从表 2

和表 3的统计结果来看 ,优势和机会等有利因素的个

数明显多于劣势和威胁等不利因素 ,导致优势 、劣势 、

机会 、威胁的总力度不平衡 ,使得分析结果向有利因

素倾斜 ,不利因素没有充分体现 ,产业发展存在的问

题尚未凸现 ,因此有必要对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

4.1　机会(Opportunities)
识别出的优势因素共有 6 个 ,即“国家环境政

策” 、“政府执法监管” 、“国内市场准入门槛” 、“国际贸

易绿色壁垒“ 、“市场规模”和“融资渠道” .

较为突出的是“国家环境政策”和“政府执法监

管” .前者得分最高 ,强度平均值 3.50 ,属于较强的机

会 ,概率平均值 0.55 ,力度值 1.93 ,后者强度平均值

2.85 ,属中等机会 ,接近较强水平 ,概率均值和力度值

仅次于“国家环境政策” .说明我国环境政策带来的发

展机会得到受访者普遍看好 ,政府的环境执法和监管

对环保市场的建立和扩大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市场规模”的强度平均值在中等水平 ,概率适

中 ,对于朝阳产业来说还需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准

入门槛”机会强度较弱 ,概率较低.目前 ,环保产业的

市场准入门槛整体较低 ,为新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机

会 ,但是也容易混入质量低劣的产品以及非环保的同

类替代品(如不可降解的快餐盒),破坏市场秩序.

“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及“融资渠道”的机会强度

都属微弱 ,概率偏低 ,力度微小 ,不能成为有影响的机

会因素 ,并且有转化为威胁的可能 ,如绿色壁垒对环

保产业的出口形成阻碍 ,融资渠道的不畅将限制企业

的发展.

4.2　威胁(Threats)
威胁因素仅有两个 ,即“国内同行的竞争压力”和

“国际同行的竞争压力” .来自国内的竞争威胁强度中

等 ,概率适中 ,来自国外的竞争威胁强度较弱 ,概率偏

低.国内其他省市的环保产业是厦门市环保产业的直

接竞争对手 ,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国外企业与厦门市

环保产业的竞争接触较少 ,但从本地港澳台资和外资

企业的效益来看 ,国外环保产业潜在威胁性更强.

从访谈中了解到 ,厦门市环保产业自身的竞争也

十分激烈 ,由于环境保护型企业数量众多 ,同类型企

业之间为了争夺客户竞相杀价 ,导致恶性竞争 ,不利

于产业的良性发展.

4.3　优势(Strengths)
10个内部因素中有 9个被识别为优势因素.得分

最高的有“技术水平” 、“企业品牌” 、“产品/服务质

量” ,都属于中等强度 ,重要性平均值较高 ,即受到普

遍认可 ,对企业作用较大.受访者许多是环保产业从

业人员 ,由此说明他们对于厦门环保产业的技术 、品

牌及质量具有较充分的信心 ,然而中等强度的平均值

也表明优势水平并不突出.

“组织管理”和“创新能力”强度较弱 ,说明在组织

管理和创新方面仍需要加强.

“自主知识产权” 、“生产成本” 、“企业规模” 、“营

销策略”等优势强度微弱 ,已经不能成为产业的优势 ,

对较多企业来说还属于劣势.

4.4　劣势(Weaknesses)
“融资能力”是唯一被识别为劣势的内部因素 ,强

度平均值只有-0.16 ,重要性平均值 0.29 ,劣势程度

并不显著.

不同受访者对同一个因素的打分可能存在正负

分的分歧 ,为了量化分歧的程度 ,在这里我们引入负

分样本和负分比例的概念 ,将一个因素在问卷中得负

分的个体样本称作负分样本 ,负分样本占总样本数的

比例为该因素的负分比例.负分比例越接近 50%表示

受访者的分歧越大 ,而分歧较大的情况下 ,由于正负

分相互抵消 ,强度平均值将趋近于零.这种情况在内

部因素中出现较多(图 5),如“融资能力”的负分比例

为 63.2%,即多数人认为“融资能力”是劣势因素 ,优

势因素中“营销策略”的负分比例超过半数 , “自主知

识产权” 、“生产成本” 、和“创新能力”等的负分比例也

较高 ,说明还是有较多企业在这些方面存在劣势.“企

业规模”的负分比例较低 ,平均强度仍然不高 ,说明真

正具备规模优势的企业数量不多 , 整体产业规模较

小.因此 ,这些低强度平均值的所谓优势因素 ,不足以

代表整个产业的优势 ,相反 ,由于存在较大的分歧 ,说

明很多企业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 ,可以把它们视为产

业的劣势.

　图 5　内部因素负分比例

　Fig.5　Nega tive sample pe rcentag es of internal facto rs

4.3　方法探讨
战略四边形明显偏向第一象限的直接原因是机

会和优势因素个数多于威胁和劣势因素.经过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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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强度均值偏低的机会和优势应该弱化 ,归入威

胁和劣势因素 ,但总体上不会影响厦门市环保产业处

于有利战略地位的结果.

本次研究尝试用专家打分的统计结果来识别产

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正负属性 ,受访者意见直接

影响 SWOT 定量分析的结果.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

客观性 ,这种方法最好增加一定的回访次数 ,即德尔

菲法 ,对强度平均值较低的因素分析正负分样本的比

例 ,将这些分歧较大的因素和受访者补充的因素编入

问卷 ,进入下一轮访谈 ,以保证优势 、劣势 、机会和威

胁都得到明确的识别.

5　结　论

(1)厦门市环保产业竞争态势.优势(S)主要表现

在较高的技术水平 、企业品牌 、良好的产品和服务质

量上 ,但是并不突出.主要的劣势(W)在于多数企业

的融资能力较差 ,部分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生产成本 、

营销策略和创新能力不足 ,整个产业的总体规模不

足 ,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主要的机会(O)有我国的环境

政策 、政府执法监管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威胁(T)主

要来自现实的国内竞争者 ,潜在的国外竞争者 ,本地

企业间的恶性竞争 ,以及融资渠道不畅 、绿色壁垒等.

战略四边形反映厦门市环保产业处在开拓型战略区 ,

即机会和优势明显 ,威胁和劣势相对较弱.

(2)产业发展对策.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一个

产业从出现 、发展到最后被淘汰的全过程要经历 4个

阶段 ,即幼小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 20]

.目前厦

门市环保产业正处在成长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对政

府的依赖性较强 ,不能完全脱离政府的扶持 ,因此 ,需

要当地政府为环保产业提供必要的扶持.首先进一步

强化环境保护的法制监督 ,培育环保市场 ,完善市场

体系 ,建立合理的市场准入机制.其次合理规划产业

布局 ,扩大产业总量 ,提高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适当

调整产业类型的分布 ,提高环境保护产品 、资源综合

利用 、洁净产品三类企业的比例 ,防止恶性竞争.同时

积极为环保产业开辟融资渠道.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

环保产业的涵盖面很广 ,市场空间也很广阔 ,应该充

分发掘潜在市场 ,通过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创新产品 ,占领市场空白.通过降低成本和有效的营

销策略增强竞争实力 ,避免低层次的杀价竞争.充分

利用目前国内的政策环境 ,放眼国内和国外市场 ,把

握机会 ,规避威胁 ,凸显优势 ,弥补劣势 ,为我国建设

环境友好型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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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WOT Analysis of Xiam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LIN Jia-bin ,XUE Xiong-zhi＊

(Environmental Science Resea rch Center , Xiamen Univer sity , Xiamen 361005 , China)

Abstract:Environmental P ro tection Industry(EPI)cover s several enterprise categ ories.The complexity of the EPI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cognize the inte rnal streng ths and w eaknesse s , external oppo r tunitie s and th reats in SWOT analysis.To solve the

pr oblem ,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adopt a SWOT model w i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In the study of Xiamen EPI , the

model listed the internal and ex ternal facto rs o f the industry.View s fr om exper ts we re co llected through face- to-face inte rview s

with questionnaire.The evaluations of exper ts w ere calculated to identify the attributions and impacts of the facto rs.With integ ra-

tion of expe rts'evaluation , the difficulty raised by the complex ity o f the industry wa s settled and the strategic quadrila te ral based on

the to tal sco res o f streng ths , w eaknesses , oppor tunities and threats illustrated the strategic po sitio n of the industry.It rev eals that

the Xiamen EPI is in expanding st rategic a rea and the oppo rtunities and streng ths exceed threats and weaknesses significantly ,

the refore , ente rprises could pur suit fur the r deve lopment agg ressively.

Key words:env ir onmental pro tection industry;SWOT;quantitative analy sis;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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