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编辑：高洪艳 电话：95013812345-1023 myyaowen@163.com 制版：董童

2012年7月12日 星期四Business Views商事广角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王 哲 邢梦宇

44..55万亿元万亿元 节能环保产业市场盘子端上来节能环保产业市场盘子端上来

编者按：近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的节能环保产业“十二五”规划浮出水面，明确“十二五”

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以上，到 2015 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左右。

在节能产业重点领域，规划指出，要重点发展以合同能源管理为主要模式的节能服务业，目标是

到 2015 年，分别形成 20 个和 50 个左右年产值在 10 亿元以上的专业化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和环保服务

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节能服务业销售额年均增速保持在 30%。

此前，《“ 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即将出台的消息已传出数次，其中最引人关

注的就是，目前，中国的节能潜力到底有多大。近日，

国 务 院 正 式 颁 布《规 划》，给 节 能 环 保 产 业 端 出了 4.5

万亿元的市场盘子。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到 2015 年，中国节能环保

产业总产值将达到 4.5 万亿元，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

能潜力超过 4 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

服务业总产值可突破 3000 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

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投资可超

过 8000 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 5000 亿元。

山东招金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规划》出台

对整个行业来说无疑会形成利好。据了解，今年上半

年，该集团主导金翅岭金矿污水厂中水回收利用项目，

计划投资 2228 万元，建成一座 8000 吨/日的污水处理

厂，可以处理全矿的生产废水（包括含氰废水、碱性废

水、酸性废水）和生活污水。

《规划》曾四易其稿

国家发改委人士向记者透露，《规划》形成之后，曾

先后四次书面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和

专家意见，收集反馈的数百条意见绝大部分被采纳或

部分采纳。

“其中，我们还专门就‘十二五’期间具有显著带动

作用的重大关键技术进行调研，多次征求科技部、中科

院、工程院及行业专家对相关技术的意见，力求与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相衔接。”该人士说。

此外，《规划》还提出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大型企业集团，明确了节能、资源循环利用、环保等重点

扶持的产业领域，提出了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

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及应用等八大重点工程。未来 5 年，

与这些重点领域和重点工程相关的企业都将从中受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在接

受采访时说：“与普通竞争性行业不同，节能环保产业属

于典型的政策法规驱动型产业，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既要

突出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

要加强政府引导，驱动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市场。”

发展主导让位给企业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政策推

动。《规划》出台之后，这种局面将慢慢改变。

目前，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的规模早已突破 2 万亿

元，从业人数已超过 3000 万人，相关企业达到数十万家，

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已初具规模。在这一阶段，政府的

主导作用将逐渐过渡给企业，政府的工作重心将逐渐转

向强化执法监督，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

市场环境。

一边是政府在逐渐放手，另一边却是行业发展尚在

襁褓中。

目前，中国节能环保企业规模差距较大，赚钱的都

是央企，中小企业多是看好行业前景，盲目涉水，实际盈

利能力不足。

《规划》出台后，政府如何让位给企业是业内最为关

注的问题。对此，《规划》提出了七大政策措施，包括：完

善价格、收费和土地政策、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拓宽

投融资渠道、完善进出口政策、强化技术支撑、完善法规

标准、强化监督管理，给予企业最直接的帮助。

冯飞表示，对于企业和消费者而言，选择利用节

约能源产品的关键在于价格信号，为避免出现节能环

保产品价格过分高于普通产品、价格扭曲、节能环保

产品无人选择的局面，就需要政府制定标准，建立完

善的市场机制，进一步确保能源产品深度替代传统产

品，继而确保凸显节能产业经济效益。

合同能源管理企业：产业中的“蚁族”
合 同 能 源 管 理 ，在 国 外 简 称

EPC，在 国 内 被 称 为 EMC（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ing），是 上 世

纪 70 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发

展起来的一种基于市场运作的全

新节能机制。合同能源管理不是

推 销 产 品 或 技 术 ，而 是 推 销 一 种

减 少 能 源 成 本 的 财 务 管 理 方 法 。

EMC 公司的经营机制是节能投资

服务管理，客户见到节能效益后，

EMC 公司才与客户一起共同分享

节能成果，取得双赢的效果。

EMC 公司通过与客户签订节

能服务合同，为客户提供包括能源

审计、项目设计、项目融资、设备采

购、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人员

培训、节能量确认和保证等一整套

的节能服务，并从客户进行节能改

造后获得的节能效益中收回投资

和取得利润。在合同期间，EMC 与

客户分享节能效益，在 EMC 收回

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利润后，合同结

束，全部节能效益和节能设备归客

户所有。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节能服务产业产

值首次突破 1000 亿元，达 1250.26 亿元。2012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新增第四批备案节能服务公司 620

家，全国备案的节能服务企业数量达到 2339 家。

节能服务公司的另外一个称谓是合同能源管

理企业。目前，这些企业广泛分散于节能环保行

业的各个领域。不同于大型央企更新节能设备

“不差钱”，许多“差钱”的中小企业要想搭上节能

减排“顺风车”，不可或缺的就是产业内部的这些

“蚁族”。

“2011 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额从 2010 年

的 287 亿元增长到 412.43 亿元，增加了 43.45%，实

现的节能量达到 1648.39 万吨标准煤。行业从业人

数也有大幅度增加，从 2010 年的 17.5 万人增加到

37.8 万人，增加了 116%。据测算，到 2015 年，中国

节能产业有望年均增长 15%，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

预计将超过 3 万亿元，占 GDP 的 7%至 8%。”广东省

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说。

企业借钱难

《规划》提出，“ 十二五”期末，节能服务产业

总产值可突破 3000 亿元。让人焦虑的是，这份摆

在能源合同管理公司眼前的蛋糕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好咽。

障碍在于，合同能源管理公司面临着巨大的融

资压力。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科技与产业发展工作委员

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现有节能服务公司

以自有资金为主，占全部投资的 65.2%，其次是银行

信贷，占全部投资的 28.1%。

近年来，民间资本和租赁业务开始进入节能服

务市场，但所占份额极小，分别占全部投资的 4.2%

和 3.5%。

“目前，各地的节能公司规模都太小，各种机制

上的问题使人们并不看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厦

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

而凭借这些小微企业自身体量，拿到做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的起步资金、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并盈

利，以及后期再用信托方法将项目托管出去，需要

相当一大笔资金。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爆料，事实上，这笔起步资

金对于广大小微企业而言很难拿到，做项目只能通

过有资金实力的大企业，比如央企，以做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的名义拿到启动资金，但都是高息的，否

则很难“凑到这部分资金”。

按照该人士的说法，做成一个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能达到 10%的收益就不错了，公司的利润都让

“钱挣走了”，比如在银行贷款需要偿还大量的利

息；如果向基金公司寻求支持，利润更是所剩无几，

“其实相当于借了高利贷”。

《规划》提出的一项政策就包括，拓宽投融资渠

道，探索收费权质押贷款，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发行

债券、短期融资券等，支持节能环保企业上市融资，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

“但总体而言，节能服务产业的融资渠道还是相

当狭窄，成为中国节能产业发展的掣肘。”黎友焕说。

项目开发混乱

企业喊“缺钱”，有钱的金主却在苦寻合适的项目。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该公司在 2010 年设有低碳事务部，但是从

去年开始逐渐将这一部门合并到综合事务部，手

头项目已经所剩无几。风险大、盈利低、找不到合

适的项目，成为公司对业务部门作出调整的主要

原因之一。

浦发银行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细

数了企业融资难的 4 个原因：“注册资金少，缺少抵

押物；节能服务公司使用了很多新技术，银行对这

些新技术欠缺把握性；项目一般较小，银行的积极

性不足；银行很难突破传统的信贷模式。”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一

份有关金融支持节能减排的研究报告称，节能项目

主要面临 3 个风险：技术风险、融资风险和节能结

果认定风险。节能服务产业在技术鉴定和节能效

果认定方面一直缺乏权威标准。

原 GEF 中国节能促进项目办公室执行主任王

树茂指出，国内现在有很多节能技术，非常混乱，鱼

目混珠，有些节能服务公司能力不强或者夸大节能

效果，真假难辨。

“由于缺乏比较权威、有效的信息，金融机构和

企业很难判断某项技术到底有没有风险，这就需要

提供信息服务和检测服务。所以，中国急需建设完

善检测队伍和检测机构。这是一个能力建设问

题。”王树茂说。

“先进科学的能源计量工作能够为耗能企业提

供有效的计量技术服务，既能找出节能降耗的切入

点，又能为供需双方提供准确的节能量，例如规范

的蒸汽计量、液体计量等。此外，也可以通过引入

国 际 第 三 方 标 准 对 节 能 效 果 予 以 衡 量 ，例 如

IPMVP 的引入。只有行之有效地解决技术鉴定与

节能效果认定的问题，节能减排产业才能获得长足

发展。”黎友焕表示。

浦发银行上述工作人员提出了诚恳建议，银行

可以改变思路，设计组合产品对节能服务公司进行

信贷；引入第三方评估，使银行放贷放心；把某一类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进行量化改造，比如建筑节能项

目，可以与协会合作进行批量信贷。

政府加强衔接

“只要节能行业的风险大，就不会有资金愿意

投入，那么这个行业的风险就更大。”林伯强一针

见血地指出，节能领域的机制应该采取市场的机

制，但政府需要在中间扮演重要角色，以解决资金

等问题。

受困于融资渠道过窄，政府一直对节能服务产

业实行帮扶政策。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改委等部门《关于

加快推进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

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25 号），从营业税、增值税

以及企业所得税各方面入手，对节能减排产业的发

展予以优惠。

据黎友焕介绍，该文件规定，对节能服务公司

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取得的营业税应税收入，

暂免征收营业税，对其无偿转让给用能单位的因实

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形成的资产，免征增值税。节

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符合税法有关

规定的，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

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

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用能企业按照能

源管理合同实际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合理支出，

均可以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区分

服务费用和资产价款进行税务处理。能源管理合

同期满后，节能服务公司转让给用能企业的因实施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折旧或摊销期满

的资产进行税务处理。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企业

办理上述资产的权属转移时，也不再另行计入节能

服务公司的收入。

据了解，2011 年，共有 5749 个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获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过去 5 年，除中央

财政已投入的 600 多亿元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外，

全国 36 个省、市、区设立了针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的专项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