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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办发〔2009〕68号)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成都市环保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2）》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二月四日 

  

  成都市环保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2）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部署，为加快我市环

保产业发展，特制定本规划。 

  一、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 

  环保产业是一个跨领域、跨地区，与其他行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最

具潜力的行业之一。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对于实现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国内环保产业发展现状。 

  1.国际环保产业发展现状。1992年全球环保产业总产值为25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4800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11.8％，已成为“朝阳产业”。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环保产业中占据主

导地位，2008年约占全球环保产业总产值的70％，其重点是污染治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资源综合

利用、监测仪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与设备制造，以及环境贸易与金融服务。根据德国著名咨询公

司罗兰财务的研究报告，到2030年，德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1万亿欧元，超过汽车制造和机械生产等

行业，成为德国第一大产业。 

  2.国内环保产业发展现状。我国环保产业起步晚于发达国家约20年，在技术、产品及产值方面均

落后于发达国家。以产值为例，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总产值为79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环保产业总

产值的7.6%。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迅速，“九五”、“十五”期间，产值年增长率达15％以上；“十

一五”期间，产值年增长率预计在18％以上，部分技术和产品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成都市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优劣势。 

   1.基础与优势。 



   （1）产业发展初具规模。截至2008年，我市环保企事业单位有413家，其中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

73家，从业人数2.7万人，年总产值85.8亿元，占全国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08％。2004年到2008年间，

产值年均增长率达43％。 

  （2）部分领域基础较好。从事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已初具规模；城市污水处理规模已超过130万

吨/日；高速铁路声屏障在国内名列前茅；汽车尾气净化器已通过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定，为东风集

团、长安铃木公司、奇瑞汽车公司等7家生产厂的90余款整车（发动机）提供配套。 

  （3）科研力量相对较强。我市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聚集了大量科研人才，在环保科研方面具有

一定优势；在蓉的化工、轻工、冶金、核物理、电子、电力、水电、纺织等专业设计院都设有环保技

术部门。设在四川大学的国家烟气脱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在烟气脱硫、脱硝方面进行了

大量技术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果，一些技术成果已经转化为产品。 

  2.问题与劣势。我市环保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尚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需

要，主要问题表现在： 

  （1）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一是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未形成大型龙头骨干企业或企业集团。我市

413家环保从业单位中，近80%都是小型企业。二是环保产品结构不合理。413家从业单位中，从事资源

回收利用的102家，从事环境服务的231家，从事环保产品生产的80家。环保产品主要为常规产品，生

产成套化程度低，无监测设备生产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以一般资源回收利用为主的企业居多，如废金

属、废纸回收再生产企业就占44家，而从事秸秆、畜禽粪便等生物质能综合利用的企业很少。环境服

务方面大都限于一般工程设计与施工，没有形成工程融资、设计、系统集成、安装、调试、技术培训

和设施运营管理一条龙服务体系。 

  （2）政策措施支持不够。与国内主要城市相比，缺乏有针对性的环保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在资

金、人才、服务等方面扶持力度不够。 

  （3）“产、学、研”脱节。研发力量主要集中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绝大多数环保企业自身的

研发能力不足，未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和创新体系，以及先进技术及时向产业化生产转化的

机制。 

  （4）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环境工程招投标、环境工程评估服务、环境工程监理服务等均为空白，

环保设施专业化营运管理相对落后，存在无序低价竞争、工程质量不高、治理设施运行效率低等问

题，影响了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三）环保产业发展市场分析。“十一五”期间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我

国加快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时期，国家仅安排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就达3300亿元，2009年，又

新增环保基础建设经费2100亿元，环保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市场空间广阔。国内600家大中

型燃煤电厂按照国家节能减排目标要求，需要安装烟气脱硫和除硝装置，将形成600—1000亿元的需

求；我国汽车工业生产中，汽车尾气净化器需求可达120亿元；水污染控制等领域的环保市场前景很

大；废旧回收利用随着我国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报废高峰期的到来将形成巨大的市场；在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加快生态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建设过程中，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土

壤、矿山修复、节能产品等领域的环保产业具有广阔市场空间。 

  二、发展思路与规划目标 

  （一）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依托，坚持 

“市场为导向、科技为支撑、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加强政策引导，依靠技术进步，培育规范市场，

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环保产业宏观调控体系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促进环

保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成为我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我市环保产业“国内一流、西部领先”的战略

目标。 



  （二）发展目标。到2012年，全市环保产业实现产值260亿元，其中，环保产品产值70亿元，环境

服务产值40亿元，资源综合利用产值150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45%。力争实现产值过10亿元的企业2

家，产值在5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下的企业5家，产值在1亿元以上、5亿元以下的企业10家，并培育出

一批有产品特色和竞争力的企业群。 

  三、发展重点 

  （一）大气污染防治。扶持重点企业提高配套能力，提高产品质量。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汽车尾气净化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200兆瓦以上燃煤电厂机组烟气脱硫工

艺及相关产品；引进高效节能催化燃烧等先进技术和产品，尽快实现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进入该领域

先进行列。 

  （二）水污染防治。大力扶持日处理能力5万吨以下的先进、实用、高效、低耗的设备生产企业，

逐步形成产品系列化、标准化；引进日处理1千吨以下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村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

备；引进湿式催化氧化、光催化氧化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及沼液处理技术；推

广生物发酵床零排放环保养猪技术；打造西部水处理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 

    

  （三）资源综合利用。加快发展秸秆、餐厨垃圾、畜禽粪便、城市污水厂污泥、林区“三剩物”

等生物质能综合利用，重点在沼气、建筑墙材、生物油脂、有机肥料等产品生产方面有所突破，在西

部率先实现生物质能产业化；大力扶持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的发展壮大。建立西部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置中心。 

  （四）环境服务。发展环境工程评估、环境工程监理、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监

测、环境投融资及风险评估等咨询服务产业；培育集环境工程总承包、环境污染治理、环保设施运

营、环保技术、管理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环保服务骨干企业。 

  （五）环保材料。大力扶持隔音吸音材料与成套隔声降噪设备、可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微生物处

理添加剂、高性能水处理絮凝剂和混凝剂等产品的生产企业，力争达到西部领先水平。 

  四、产业空间布局 

   （一）环保生产型企业布局。在金堂工业集中发展区规划建设全市环保产业基地，主要发展以

循环经济为基础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和环保产品生产与经营企业。重点建设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综合处

置区、资源综合利用区和环保产品生产区，集中打造一批优质企业群。在新津工业集中发展区重点布

局废金属、废纸回收利用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二）环保服务型企业布局。在成都龙潭工业集中发展区规划建设全市环保科技孵化园，打造环

境服务总部基地。科技孵化园重点扶持中小环保企业的核心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工程验证试验，

重点引进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具备创新能力的环保企业，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环境服务总部基地

重点引进环保工程设计、环境工程监理、环保工程招投标、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监

测、环境金融服务等环保服务企业，形成一条龙的环保科技服务体系。 

  五、推进措施 

  （一）构建政策体系和协调机制。制定、出台加快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和工作推进方案，建立工作

协调机制和环保产业统计体系。 

  （二）扶持一批重点发展项目。 

  1.扶持利用生活垃圾、秸秆替代燃煤用于水泥、墙体材料生产等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化项目。 

  2.扶持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声屏障及吸声材料的研发、生产，扩大企业生产能力，提高产品技术

含量，支持参与国内外相关产品的竞标。 



  3.扶持汽车尾气净化技术的研发和相关产品的生产。 

   

  4.扶持我市相关企业在省内、国内建设收购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扩大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运营规

模。 

  5.扶持我市专业环境保护研究机构的发展，提高宏观战略研究能力，为制定环保政策、发展环保

产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三）引进一批技术与产品。 

   

  1.针对我市环保产业薄弱环节，瞄准国内外环保产业市场，招大引强，重点引进龙头骨干企业和

拥有关键产品、技术、市场的企业。鼓励我市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与国内外知名环保企业合资、合作。 

   

  2.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强化与国内外知名科研机构、环保骨干企业的交流及技术合作，吸引其

到我市建立研发基地，鼓励成果在本地转化。 

   

  （四）研发一批高新技术和产品。 

    

  1.开展电厂烟气脱硫工艺和设备研究，掌握200兆瓦及以上机组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装置的工艺设计

和设备制造技术。 

     

  2.开展生物质能发电、供热的技术和设备研究。重点研究高效微生物的分选与培育、沼气发酵工

艺条件及相关发酵设备，掌握生物质能转化沼气的核心技术，创造条件形成产业化规模。 

     

  3.开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回收、综合利用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研究，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

设备制造，创造条件形成规模生产能力。 

     

  4.开展光触媒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负载型光触媒小型污水处理设备，用于难以生物降解的农

药、化学制药、石化等行业废水处理。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成都市环保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分管市领导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市环保局，负责协调管理环保企业，指导环保产业的发展。 

    

  （二）政策保障。 

    

  1.制定出台《成都市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和《成都市环保产业发展名录》，引导行业发展，推动

结构调整，规范企业行为，激发行业活力，提高行业竞争力。 

     

  2.成立“成都市环保工程招投标办公室”，制定《成都市环保工程评估及招投标管理办法》；限

制无序、重复的技术引进；依法禁止无序竞争；规范环保产品认证制度。 

     

  3.鼓励引进国内外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加速本地技术和产品升级；制定支持环保工程总承包、

大型环保装备制造、专业化配套等重点企业发展政策；支持成都市环保企业参与国内外重大工程建设

中的环保专项工程投标，并提供融资、担保；对成都市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国产化而引进技术、进口配

套设备（零部件）的，由政府相关部门协调争取减免进口关税和增值税；鼓励环保企业按产业布局规

划向工业集中发展区集中，在科研经费、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三）资金支持。 

    

  1.对于我市现有的环保产业骨干企业、与国内外知名环保企业的合作项目、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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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技术或成果在本地转化的项目，按照相关政策予以专项资金支持。 

     

  2.支持有条件的环保企业进行债券融资和上市融资，对成功融资和再融资的企业，按照相关政策

规定予以奖励。 

     

  3.投资建设公共研发基地，为环保企业提供试验和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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