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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节能环保产业有良好扎实的发展基础，也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必须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做

强做大节能环保产业，全力推动浙江节能环保产业再跨越、再出发

发展成效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十三五”以来，浙江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总体部署，将节能环

保列为省重点发展的八大万亿产业之一，发布实施《浙江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浙江省节能环保产

业人才发展规划》。2017 年，浙江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出 9102 亿元，同比增长 16.2%；2018 年总产出增速

有所放缓但仍保持增长趋势，达到 10000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二，并提前实现“十三五”万亿产值目标。

产业集聚特征明显。浙江节能环保产业在规模壮大的同时，区域性集聚的特征日益明显。嘉兴、杭州、

绍兴、宁波等 4市集中了全省 59.8%的节能环保企业和 65.7%的总产值，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基地相继涌现。

如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永康经济开发区等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余杭水处理设

备、诸暨电除尘器、海宁布袋除尘器等环保装备基地，衢州氟硅新材料、嘉兴乍浦化工新材料、湖州水处

理膜材料等环保新材料产业基地等，其中诸暨现代环保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国内已具备一定影响力。

龙头企业引领发展。在节能环保产业各行业领域，已成长起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拳头产品，成为

产业发展“标杆”。如阳光照明已是全国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出口基地之一，吉利、万向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成绩斐然，天能、超威两家企业成为新能源电池的领头羊，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的反渗透海水淡

化技术全国领先，菲达环保则是全球燃煤电站电除尘装备最大供应商。在各大龙头企业的引领下，浙江新

能源电池国内市场份额占 50%以上，高效节能照明产品产能占全国 1/3以上，海水淡化产能占全国 1/6，环

境监测、大型电除尘、垃圾焚烧、工业废渣综合利用等技术装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兴领域加快发展。以“互联网+”节能环保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方式方兴未艾：浙江依托数字经

济优势，在印染、化工、电镀、造纸、制革等传统行业大力推广“互联网+环保”监管，积极探索能源互联

网、智能电网，开创实现虎哥回收等“互联网+回收”的再生资源经营模式。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行业、新

产品蓬勃兴起：浙江新能源种类和利用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在风电、光伏、核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领域

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以环保服务为代表的新服务、新模式风生水起：浙江环保服务已覆盖工业废水、

废气和生活污水处理、固废处置、环境自动连续监测设施运营等主要领域，2011-2017 年全省环境服务业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28.6%，产值位列全国第四。

面临新形势

2019年以来，浙江节能环保产业增长明显趋缓。前三季度，规上节能环保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全年完成8%的增长目标压力很大。这既有受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产业自身存在诸多制约因素的限制。

部分行业领域受外部性影响显著。节能环保产业属政策驱动型产业，受政策影响大。如受国家进口洋

垃圾政策调整，浙江再生资源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进入发展寒冬期，其中台州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基地大部



分拆解加工企业停产或经营状况差，再生资源龙头企业受到很大冲击。又如，随着煤电行业快速推进“超

低排放”，电除尘装备龙头企业菲达环保的国内主营收入同比 2018 年直接下降 9%。当然，也有享受到政

策红利的行业，随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全国推进，垃圾桶、厨余垃圾处理器和餐厨垃圾处理销售额成井

喷式增长。由此，政策造成的行业间两极分化极其明显。此外，中美经贸摩擦、国际汇率波动、市场竞争

洗牌等因素，都加大了节能环保民营骨干企业的市场风险，形势不容乐观。

企业和集群竞争力均有待提高。一方面，浙江节能环保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实力偏弱，制造业类中小

型企业占到 80%以上、环境服务业类小微企业占 70%左右。2019 年“中国环境企业 50 强”，浙江占 8 席，

排位最好的盈峰环境仅列第 14位；而北京在前 10 位中就占了 6 席。而且浙江节能环保企业以民营居多，

资本实力普遍不如央企，加上合作抱团少、市场拓展力不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旧突出。另一方面，

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园区的能级，也有较大提升空间。与拥有多个国家级环保科技产业园区的江苏省相比，

浙江“国字号”品牌相对较少，产业集群效应与区域市场影响力不显著。

创新能力和人才投入亟待加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为主的结构，也使浙江节能环保产业科研和

人才投入相对受限。2017 年，浙江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2.43%，节能环保制造业 R&D 经费投入强

度为 2.5%，虽然高于全社会 0.07 百分点，但对标上海的 3.9%，节能环保产业的科技含量和研发水平还是

偏低。同时，节能环保产学研用结合的创新体系仍不够完善，科技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到推广应用都很

难，拥有先进技术的研发企业难免遇到市场障碍。如杭州爱净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无机纳米催化除臭技术，

优势明显、适用性广，但目前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在设计时还是以传统除臭技术为主，造成公司较难

参与竞标。

发展举措

节能环保产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性产业，也是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浙江节能环保产业有良好扎实的发展基础，也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迈入“十

三五”收官年和“十四五”初，必须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做强做大节能环保产业，全力推动浙江节能环

保产业再跨越、再出发。

内聚外引，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载体和企业。省级层面，深入推进全省大花园建设、生活垃圾分类收

处、静脉产业基地建设等工作，继续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争取和省级资金支持力度，为节能环保产业平台

和企业成长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实践，集中要素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推动节能

环保产业集聚、壮大，帮助龙头骨干企业快速成长。牢牢把握“四大建设”等战略机遇，“五个千亿”投

资工程等政策机遇，重点盯引和落地一批引擎性项目、企业。

形成合力，成立省级节能环保产学研联盟。在省发展改革委指导下，筹备成立由 3家及以上有号召力、

影响力的节能环保龙头骨干企业、相关高校和科研单位牵头的浙江省节能环保产业联盟，汇聚社会各方力

量、增强产业风险应对能力。以联盟为核心，探索“政产学研金介用”有机联动的创新模式，谋划一批创

新合作载体和技术转移中心，编制节能环保低碳产品技术目录，推动节能环保技术突破、转化、应用。鼓

励各地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实际需要，成立区域性的节能环保产业联盟，合作抱团，切实增强区域品牌的

影响力。

做好顶层设计，启动浙江省节能环保产业“十四五”规划编制。在总结“十三五”发展成效和问题的

基础上，对“十四五”全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做出整体性、战略性布局和安排，加强对节能产品装备、新

能源装备、再生资源、节能环保装备等优势领域，以及节能环保新材料、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潜力领域的



研究，明确全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关键领域，提出推动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举措，聚焦一批具有牵引力

的节能环保产业重点工程。

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节能环保产业的政策引导作用。参照 2009年省政府出台专项政策文件做法，进一

步出台节能环保产业支持政策意见，着重从财政、用地、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方面，支持创新投入和科

技转化、产才融合创新载体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强化统计监测，不断完善节能环保产业统计体系。从调研来看，一些新兴节能环保服务业、节能环保

制造业企业还未纳入统计口径，而一些已经被市场淘汰的节能环保企业尚未从统计口径中剔除。要加强节

能环保产业统计基础工作，进一步厘清节能环保产业边界，明确产业统计口径，做好基础性工作，实现统

计口径和范围的与时俱进，及时把握产业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