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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力+资本追逐，环保产业上新风口 湖南环保产业年产值已达1900亿元

企业跨界、并购，抢食千亿环保大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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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看法

在全省环保产业发展座谈
会上，省环保厅党组书记、厅长
王一鸥就我省环保产业发展强
调， 想要把我省的环保产业做
大做强，一是企业要研究、吃透
环境保护规划、 刚性需求和环
保产业新政策， 预测环保产业
发展形势; 二是要整合资源，优
势互补，强强联合;三是要充分
发挥骨干企业的优势， 利用好
行业协会的平台。

“我省环保产业发展的大
环境和大形势逐渐向好。”在
2016年省环保产业协会年会
上， 省环保厅巡视员王会龙指
出，生态文明建设、环保督察等
制度的确立，对领导决策层、各
部门和企业的约束大大增强，
也大大提高了环保产业的发
展。水、气、土三大战略的政策
陆续出台， 使得环保市场前景
广阔， 环保投入的增长幅度也
增大。

谈到下一步发展， 王会龙
强调：“新形势下环保企业也要
考虑新情况， 在治理项目的规
模、技术、分类、周期、模式等环
节上， 都与之前有了很大的差
别， 尤其现在的环保要求更严
了， 这就需要各企业有清醒的
认识， 更要看到环保产业发展
的大势，要根据‘十三五’规划
来谋划企业发展， 重视科技创
新，注重模式安全，注意工程质
量，遵守自律规范。”

刚刚过去的2016年， 湖南环保
产业可谓硕果累累，一批环保龙头骨
干企业成绩可圈可点，环保产业产值
继续保持20%的高速增长，预计可达
1900亿元。

近年来，湖南不断加大对环保的
投入，PPP、第三方治理、海绵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等一系列环保新概念
催生出巨大市场，吸引各路资本竞相
追逐， 不少湖南本土企业跨界转型，
外地企业也纷纷通过业务拓展、并购
等方式，进军湖南环保市场，使得湖
南环保市场的竞争格局日益鲜明且
更加激烈。

■记者 姜润辉

政策给力，产业发展快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 要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
问题，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
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央提出开展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 深入实施土壤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 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专项行动; 选择适宜
模式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同时鼓励资金向有关农业方面
进入， 这为环保产业发展带来
了利好消息”、“土壤改良修复
培育、农村垃圾回收、农村污水
处理等产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机遇”……在2月5日，中央一号
文件刚公布， 湖南环保圈人士
云集的某微信群就炸开了锅。

事实上，2017年， 政策的
“给力”无疑为广大环保企业在
产业改革发展大潮中勇立潮头
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湖
南延续了2016年的势头， 各项
环保政策出台的频率以及落地
更加高效有力， 使得环保产业
变革越发恢弘壮阔。

在2017年省两会上， 省长
许达哲代表省人民政府作工作
报告， 报告明确了2017年主要
目标任务和主要工作， 环境治
理被列入我省今年三大攻坚
战。

“十二五”期间，湖南环保
产业增加值保持年均增长20%
以上，2015年生产总值达1600
亿元。根据《湖南省“十三五”环
境保护规划》，我省将推动环保
产业大发展，壮大龙头企业，促
进全省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20%以上。

根据《湖南省“十三五”环
境保护规划》， 我省将大力培

育、促进环保产业，支持重点领
域，鼓励扶持水气土污染治理、
重金属污染治理等环保领域技
术创新和研发， 大力创新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运营和研发、
设计、制造、治理综合环境服务
等服务模式;促进产业集聚，支
持长株潭等有条件的地区整合
产业链资源， 打造集研发、设
计、生产、运营于一体的环境治
理装备制造、 环境监测仪器制
造和环境服务产业集聚区，引
导环保产业集聚发展。

为推进湘江流域重金属污
染治理， 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模式，2017年省预算内基
本建设投资设立“湘江流域重
金属等污染治理专项”， 资金
总额4000万元;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2017年中央预算内投资
备选项目等系列政策也纷纷落
地……

“随着利好政策持续加码，
可以预见，在政策落地、供给侧
改革等强力驱动下， 湖南环保
产业潜在市场需求将进一步爆
发， 而且呈现越来越细分的趋
势。”湘江节能环保协作平台创
始人郑亚国表示。

环保产业呈现了新形态

环保产业的“香饽饽”身
份， 借助环保需求的升级及环
境资本市场火热的助力， 大大
刺激了投资者布局环保领域的
野心， 不少企业通过跨界并购
等方式， 纷纷进入湖南环保产
业。

跨界整合风起云涌。 华菱
集团是1997年底由湖南省三大
钢铁企业———湘钢、涟钢、衡钢
联合组建的大型企业集团，资

产总额约1100亿元， 年销售收
入近千亿元。 据华菱集团官网
显示， 在华菱集团的战略新兴
板块， 华菱能源环保产业已完
成初步方案， 正在推动组建能
源环保公司的工作。

与华菱集团一样跨界进入
环保领域的企业不在少数。中
冶长天官网上显示，中冶长天
加大对节能环保技术的投入
力度， 整合公司内部管理、经
营和技术力量，成立全资子公
司———湖南中冶长天节能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工
业余热利用、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
治、物理污染防治、污染修复
等环境保护与资源再生利用
工作，是集研发、设计、咨询、
总承包、设备制造、工程运营
管理、能源审计、环境影响评
价及节能评估于一体的环保
科技企业。

环保产业在经济转型升级
发展中呈现了新形态。 一方面
是纵向整合及延伸环保产业
链，一方面横向联合，实现规模
化发展及精细化管理。2016年7
月26日，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揭牌， 这标志着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正式入主
湖南省凯天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作为湖南环保龙头企业，凯
天环保自1998年与德国百年企
业合作以来，一直致力于引进、
消化、吸收、改进国外的先进环
保治理技术和理念， 通过多年
来与欧美知名环保企业进行技
术合作， 产品及系统工程设计
能力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工
厂环境治理、 重金属污染治理
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名列前
茅。

航天凯天与株洲、衡阳、常
德、益阳、娄底、湘西6个市州，
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新
加坡的4家世界先进环保企业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航天凯
天将与世界五百强环保企业一
起共同推进环保产业、 新材料
产业在当地的发展， 共同推进
航天云网以及“智慧城市”在当
地的建设运营， 同时将积极推
动资本和项目合作。

新型商业模式获应用

近3年，我省共发布了三批
省级PPP示范项目，其中生态环
保项目占25.6%。广阔的市场需
求催热PPP模式在环保领域广
泛应用。公司投身PPP项目的热
情也有增无减， 纷纷参与这场
PPP盛宴。这其中，不乏中联重
科、 永清环保等本土企业大手
笔拿项目。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
组曾对2014-2016年我省省级
PPP示范项目进行梳理，发现主
要涉及三方面：一是污水处理、
垃圾焚烧等生态建设与环境保
护项目；二是智慧城市建设、海
绵城市建设、供水、供气、地下
综合管廊等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三是生态开发、生态公园、
生态城镇、 风光带建设等文化
旅游项目。

“技术比较成熟、投资规模
适中，又有稳定收入来源的PPP
项目往往比较受公司热捧。而
污水处理等环保类项目具有稳
定的现金流，适宜使用PPP模式
运作， 使得这类项目对社会资
本更具吸引力。”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课题组专家闫仲勇表
示。

“

环保产业想要做大做强
企业需吃透刚需和新政

清新长沙蓝。环保行业迈入“黄金时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