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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环保型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运用生产力

系统论并结合产业分析等方法,阐述与环境产业持续发展方式有关的问题,探索我

国环境产业发展规律,建立环境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其具体思路为“一线三面”:
“一线”,即可持续发展—产业环保化—环保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运行机制—环保

产业化发展政策体系,阐述环境产业的发展模式;宏观面,即从宏观环境分析环境

产业的长中短期发展趋势与对策;中观面,从行业分析角度,以环境产业经济学理

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环境产业市场、技术、信息、资本、组织、结构问题与对策,推理出

环境产业集中度、规模经济与竞争优势培育措施;微观面,以市场化运作条件下的

现代企业制度,分析中国环保企业的现状、问题与发展方向。
  本书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1)产业环保化。国民经济各行业实行环境成本内生化及全过程控制污染,
以“低资本投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和高经济效益”为运作模式,促进人口、
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农业、清洁工业、环保化服务业、环
保化知识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环保产业化。环保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既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类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过程,又是实现“天人合一”这种环保型可持续发展价值链

的过程。
  (3)可持续发展价值链的实现模式。产业环保化是发展环保产业的前提条

件,是解决环保产业发展瓶颈的根本出路。
  非环保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是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非环保产业化

同样影响环保产业中不同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利于产业的环保化,更不利于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真正实施。因此,产业环保化与环保产业化相辅相成,两者价值链

的有机结合能有效促进可持续发展价值链的实现。产业环保化与环保产业化价

值链由社会价值链、经济价值链和环保价值链组成。



     

  一、选题和研究思路

  本书用可持续发展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对环境产业经济发展内在机理进行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这里的环境产业(即环境保护相关产业),是根据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主题和广义的环境保护范畴来界定的,是广义的环保产业。传统

意义上的针对环境问题的终端处理活动是狭义的环保产业(包括污水处理、废弃

物处理、大气质量控制以及其他诸如噪声控制、土地改善等方面的内容)。涉及

学科建设的环境产业扩展为广义的环保产业,即针对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而言,不
仅包括狭义的内容,还包括涉及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洁净技术与产品使用过程中

的洁净产品、节能技术与工艺以及绿色设计,即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回收利用,
使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符合生态标准。
  之所以将环境产业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因为环境产业在实践和理论上

尚存在诸多问题:实践上,资源配置不合理,投入产出不经济,缘于其运行机制尚

待完善,环境产业管理、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现状严重滞后于现实及潜在市场发

展需要;理论上,对环境产业的内涵、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运行机制缺乏宏观、
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系统研究。笔者试图以学科建设为起点,探讨规范分析下的

环境产业经济学理论。
  作为应用型经济学科,产业经济学有其一般性原理:首先,产业经济学研究

产业内部各企业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产业和产业间互动的

规律以及产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等;其次,产业经济学的学科领域包括产

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关联理论、产业布局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和产业

政策理论。笔者在用产业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研究环境产业这一特殊行业

运行规律的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不仅是因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

系尚待完善,也是因为现代环境产业具有较强渗透性、资本密集及高技术性等特

征。更深层的原因是:环境产业作为针对环境问题进行环境保护、以实施可持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并不仅仅为了短期经济效益,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环

境,实现人类社会长远利益,所以必须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就是说,环
境产业最大经济效益的取得,不能以牺牲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同其他

产业一样,现代环境产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商品扩大再生产,最起码建立在维持

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即经济效益是首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良性循环。如何

达到经济、环境和社会“三赢”这种福利经济学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求助

于现代环境经济学理论。环境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

应用学科,对有关经济制度与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与外部性、环境政策的公平与

效率等进行了研究,其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对分析环保产业经济运行机理确有

无可争议的支持,但涉及产业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环境经济学也表现乏力,
因此笔者将环境产业研究的理论依据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理论。
  毋庸讳言,可持续发展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入人心。但现实告诉我们:
作为跨学科、综合性的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时空性、层次性错综复杂,作为研究环

境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必须重新界定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以此塑建环境产业

的价值链。所以,在第二、三章里,笔者用了较大的篇幅阐述可持续发展价值观、
环保产业划分类型和环保产业价值链的整合效应。
  在描述环境产业经济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后章节用行业分析方法对中国

环保产业的现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研判,预测中长期环保产业动态的

发展趋势,侧重于:一是收集产业变化趋势中最有价值的信息,并据此作出产业

发展的战略性判断;二是以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转型为背景,对产业组织和

政府行为特征作出详细的分析,从而得出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可能性条件,为产业

的重组提供基准判断;三是将资本市场和产业变动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重要

方面,强化资本市场的重要性。通过综合性判断和推理,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环
境产业作为人类的救命产业(并非向自然索取而是返还生态资源),其不断发展

过程既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过程,又是实现“天人

合一”这种环保型可持续发展价值链的过程。环保产业化是必由之路。因此,本
书的书名定为“环境产业经济学”。
  综上所述,环境产业发轫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引发的环境问题。为了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环境产业这一基础和战略性产业,最终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已成必然。在达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情况下,人
类社会生产力必将极大地提高。这也是笔者选题、破题的初衷和研究目的。
  二、研究对象范围的确立

  撰写本书的初衷,是基于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拟以环境产业的某一部

环境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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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内容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角度深入分析其内在机理。但在搜集、整理和分

析有关环境产业运行资料时,发现环境产业具有其他产业不同的特点,其运行的

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也相当复杂,在实践中尚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在理论方

面,因涉及跨学科的诸多理论,缺乏极具说服力和依据的理论指导;单就可持续

发展理论而言,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譬如说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持

续发展评估,须建立适于本书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下的产业划分与布局、环境产

业的地位及环保产业化运行机制、环保产业化政策的价值趋向等理论体系,所以

笔者只能将主要精力从对环境产业的实证分析转入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从而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整个环保产业,而非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环
境产业投融资体系、环境产业政策等部分。但因涉及内容多、范围广,在篇幅有

限的情况下对环保产业进行深层次的研究确有难度,所以本书从“一线三面”进
行分析论述。
  “一线”,即可持续发展—产业环保化—环保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运行机

制—环保产业化发展政策体系,阐述环保产业的发展模式;宏观面,即从宏观环

境分析环保产业的长、中、短期发展趋势与对策;中观面,以环保产业经济学理论

与分析方法研究环保产业市场、技术、信息、资本、组织、结构问题与对策,推理出

环保产业集中度、规模经济与竞争优势培育措施;微观面,以市场化运作条件下

的现代企业制度,分析中国环保企业的现状、问题与发展方向。
  三、致谢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中国环境产业化的经济学

分析,编号:05ES89)及参与的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济运行

与调控,编号:J50504)的部分研究成果,并由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资助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这是近年来研究团队共同艰苦努力的结果,也是研

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书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由笔者提出课题研究

思路与撰写提纲,而后由笔者与研究团队成员分头撰写,最后由笔者统一修改并

审定。具体分工如下:第一、七、八、十一章:高广阔;第二章:高广阔、张永庆;第
三章:高广阔、陈珏;第四章:高广阔、齐恒;第五章:高广阔、张能进;第六章:高广

阔、缪磊;第九章:高广阔、宁路井;第十章:高广阔、张永庆。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笔者的博士生导师朱国宏教授、张薰华教授和硕士

生导师石磊教授的悉心教诲。朱国宏教授精益求精的治学风格和博采众长的研

究方法可谓学者楷模;张薰华教授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用发展的、辩证的、全面

的方法研究问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效用”和“边际

效用”理论,使笔者受益匪浅。张薰华教授在环境产业经济学学科建设上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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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多得的建议和支持,本书的出版也是给张教授九十华诞的一份薄礼。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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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

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严法善教授也对本书给予指点,以及一贯支持笔者的亲

朋好友,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高广阔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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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环保产业

这一朝阳产业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从宏观上看,一方面是以跨

国公司为主体的、以国际环保市场为依托的环保资本、环保技术和劳动力在

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日渐加大,如何建立

良好的环保产业运行机制并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已经

提到议事日程。构成环保产业微观基础的环保企业,其生存和发展也面临巨大

挑战和多重压力:①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环保产业的升级,技改资金的不足,新

环保企业的加入,使环保行业面临利润平均化(即报酬递减)问题;②环保技术装

备优良、规模宏大的国外环保企业必然冲击国内环保企业的经营;③信息技术

的发展使环保产业潜在的竞争对手增加,劳动力密集不再是优势,高科技环保企

业可利用互联网开展环保产业服务、新产品营销,传统经营理念、业务、运行

方法都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信息时代的产业再造,其根本思想是彻底摒弃大

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重新塑造与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相适应的企业模式,

在人员、资本、组织方面进行资源重组。总之,21 世纪环保产业仍然有很多不

确定性,对政府部门、学者和实务工作者而言都有很多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领域。 
  本章以国内外环保产业现状和发展为切入点,阐述实践和理论上的问题症

结;在界定环保产业内涵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环保产业的研究目的、学术

价值以及分析方法。 

1.1 问题的提出 
  1.1.1 国外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世界环保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西方发

达国家由于排放的工业污染大量进入自然环境,相继发生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公

害事件①。工业发展给人类环境带来的副作用逐渐被人们认识,一些科技人员在

                                                   
① 朱国宏.可持续发展:中国现代化的抉择[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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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工业科技研究的同时开始进行环境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为环境科学、环保

产业的发展做了具有历史性的奠基工作,环保产业初见端倪。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化国家发展迅猛,原油、煤炭大量用于工业生产,

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迫于环境的压力,工业化国家从立法、管理、环境工程等

方面实施污染控制。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工业发达国家在污染控制

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污染控制技术与装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环保工业体系基

本形成,环保市场有了一定的规模,环保产业呈增长态势。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环保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形成了以污染控

制设备为主体的环保市场,环保产业规模大,发展迅速。进入 90 年代,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的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0%,介

于风头正劲的制药业和信息业之间,高于计算机行业,并且以高于 GNP 增长率

1~2 倍的速度发展着,环保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上升。1994 年,美国

约有 52 000 家环保企业和 90 多万从业人员,年产值 1 000 亿美元,年增长率保

持在 20%左右;日本现有环保企业 1 000 余家,从业人员 3 万多人,年产值 300
亿美元;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环保产业亦实力雄厚,年产值分别达到 270 亿

美元、120 亿美元和 90 亿美元。发达国家的环保产业从主要为控制污染服务

步入了为建立清洁、舒适、优美环境提供技术保障的新阶段,新材料技术、新

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正源源不断地被引进到大气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

和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并向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领域拓展。总之,

环保技术正向深度化、尖端化方面发展,环保产品向普及化、标准化、成套化、

系列化方向发展。此外,随着世界环保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环保

产业也逐步发展,环境贸易发展迅速。以占领世界环保产品市场为目的、以争

夺环保技术制高点为中心的国际竞争已拉开序幕。发达国家早在 70 年代就形

成了以污染控制设备为主体的环保市场,并一直稳步发展。近年来,由于绿色产

品的行销,环保市场出现持续增长的势头。目前,世界环保设备和服务市场仍是

以欧洲及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主体。据统计,全世界环保市场达到 3 000 亿美

元/年,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约占 1 000 亿美元,日本和欧洲占 1 000 亿美元,其他

国家占 1 000 亿美元,并以每年 7.5%的速度增长。由于发达国家环保技术相近,

环保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美国的脱硫、脱氮技术,日本的除尘、垃圾处理技术,

德国的污水处理技术等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无氟制冷技术方面,美国和欧洲

竞争激烈,日本和欧洲在资源回收上进行角逐。由于发达国家环保设备市场增

长趋缓、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市场于是成了发达国家争夺的对象。 

2



  综观世界环保产业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环保产业一

直是一个政策法规引导性的产业,世界上环保产业发展较快的工业化国家一般

都有严格的环境法律和环境标准,通过贯彻法规、标准,把环保产业推向更高的

水平。二是环保产业在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技术密集型的综合型产

业,环保产业的产品和技术是以环境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多学科、多专业、多技

术相互融合的结晶。随着全球经济和信息技术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环保法

规、环保标准的国际化,环境保护的观念将日益深入人心,环保产业将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 
  1.1.2 中国的环保产业  

  与西方发达国家环保产业的发展一样,中国环保产业也经历了萌芽阶段和

初期发展阶段②。中国环保产业的萌芽阶段可追溯到 1923 年建成的上海北区

污水处理厂③,之后城市垃圾处理、废气治理也渐渐运作,但这只是当地政府的

行政行为,谈不上形成市场规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新开工

156 个工业大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已经安装了一些环境污染治理设备。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在北方重工业城市中开展了“三废”治理工作。如

1963 年在沈阳、鞍山、抚顺等市成立了“三废”治理办公室,推进了我国早期

环保产业的发展。1973 年我国召开了全国性的第一次环保工作会议,并颁布了

环保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对当时的环保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企业的污染

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及“三同时”制度。这些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环保产

业的发展,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1983 年国务院召开第二次

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务委员宋健

于 1988 年 6 月首次提出“环保产业”。 1989 年,国家环保局组织了全国范围

内的第一次环保产业情况调查。1988 年全国环保产业的生产总值为 38 亿元,

年产值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137 家,占环保企业总数的 71%。这说明当时我

国的环保产业处于规模小、水平低的发展阶段。 

                                                   
② 许多专家和学者对中国环保产业的历史各抒己见,如于越峰以 20 世纪 60~80 年代末为发展初期,90

年代初至今为成熟期;岳颂东则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为“自为”阶段,之后为发展阶段。根据产业生

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产业形成的过程一般较长,不应局限于现代的时限,可把视野扩展到近代甚至更远。 
③ 北区污水处理厂位于上海靶子场,日处理污水量为 0.35 万立方米;于 1990 年 8 月 2 日停止运转。见

《上海环境保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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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言之,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环保产业基本处于没有市场引导也无政

策扶持的“自为”阶段。这期间主要以“三废”治理为重点,所用的污染处理

设备基本上是从苏联(与主体设备一起)引进的。作为单独的环保技术引进,主要

是电除尘及袋除尘设备。1989 年第一次环保产业情况调查标志着中国环保产

业的形成。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中国环保产业步入初级发展阶段。1990 年 11 月发

布的《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若干规定》,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奠定

了政策基础。1992 年 4 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委托国家环保局召开了全国

第一次环保产业会议,明确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向。政府

的重视和环保市场的潜在需求明显加快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速度。2005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

[2005]39 号,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

件。《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等重要文件均确立了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总体思路。为了贯彻落实

《决定》,2006 年 4 月国务院召开了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历史性

转变的战略构想,为生态保护工作参与综合决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

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环境保护摆上

了重要的战略位置: 
  一是在分析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

大”作为首要问题,把环境保护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二是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抓手,强调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是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体现了环境优先的发展战

略。 
  四是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更

高的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五是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专门做出工作部署,强调“要完

善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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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报告还对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

入以及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六是把环境问题作为国家对外关系的新内容,强调“环保上相互帮助、协

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十七大会议还决定将“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这一切充分

表明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真正进入了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主战场,中国环保

事业迎来了空前的历史机遇。 
  2004 年,列入调查的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从业单位 11 623 个,其中企业

单位 9 804 个,事业单位 1 819 个;专业单位 5 389 个,占单位总数的 46.4%;兼

业单位 6 234 个,占单位总数的 53.6%。内资企业 10 817 个,占单位总数的

93.1%。我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12 个;外商投资企业 494 个。内资企业中,国

有企业占 26.8%;有限责任公司占 38.4%;私营企业占 16.1%;其他企业占

18.7%。其中,通过 ISO9000 系列认证的企业 3 923 个,通过 ISO14000 系列认

证的企业 846 个,上市公司 249 个。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年末生产经营用固

定资产原值为 23 902.1 亿元,年内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1 313.1 亿元。从业单位

中,以中小型企事业单位为主。固定资产为 1 500 万元以下的小型规模经济单

位 7 954 个,1 500 万~5 000 万元的中型规模经济单位 1 899 个,5 000 万元以

上的大型规模经济单位 1 770 个,分别占环保企事业单位总数的 68.4%、16.3%
和 15.3%。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从业人员 159.5 万人,其中,企业单位从业人

数 152.9 万人,事业单位从业人数 6.6 万人。全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收入总额 4 
572.1 亿元,人均收入 28.7 万元;实现利润 393.9 亿元,人均利润 2.5 万元;应交

税金总额 343.6 亿元;进出口合同总额 62.3 亿美元。“十一五”期间,国家将进

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规模,为我国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带来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新的发展机遇。环境保护相关产业将成为解决经济与环境

协调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④。 
  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在实践及理论上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上,环保产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指导。目前国家还没有制定

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政策体系不完善,对环保产业的指导和引导不够。 

                                                   
④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2004 年全国环保相关产业状况公报, http://www.zhb.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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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落后,环保设备成套化、系列化、标准化、国产

化水平低,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一些急需的污染治理设备还没有自己的制

造技术。特别是在燃煤电厂烟气脱硫、城市垃圾处理、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和

高浓度有机废水治理等重点领域,国外设备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三是环保产业市场混乱,存在多头管理、地方封锁、行业垄断的现象,环保

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层层搞环保产品认定,利用行政权力干

预市场,造成市场割据,不仅保护落后,严重阻碍环保产业技术进步,而且挫伤经

营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企业规模小而分散。目前大型环保企业只占全国环保企业总数的

2.8%(其中约 65%为兼营),近 90%都是小型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五是环保产品和环境工程缺乏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和有效的质量监督管

理。 
  六是环保产业市场化机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环保产业

服务体系应由科技开发、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环保咨询和产品营销组成。

目前我国环保产品还停留在自产自销阶段,缺少中介流通环节,既不能使成熟的

高新产品得到及时推广,也不能有效地制止“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

环保产业市场混乱,影响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⑤。 
  诚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但在理论上,对涉及

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十分薄弱,对有关环保产业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

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因而存在诸多认识上的偏差和不足。既缺乏具指导意义

的环保产业长远规划,又缺乏可衡量环保产业化的指标评估体系和方法。即使

有科技成果,其产业化缓慢,转化队伍欠缺。环保工程属边缘学科,从事环保工程

研究的科研群体分散于不同的科研部门,造成各自为战的局面。科研课题低水

平重复,再加上高新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缺乏必要的先期投入,致使科技成果转

化非常缓慢,技术成果产业化程度很低,限制了环保产业的发展速度。因此,亟需

有一门专门研究环保产业经济活动运行规律的理论。笔者试图从经济学角度,

运用有关研究方法,综合分析论证中国现代环保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轨迹,

以期达到抛砖引玉、发展环境产业经济学的目的。 
 

                                                   
⑤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做好环保产业发展工作的通知》,1999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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