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2014.3

国 外 动 态
News  Abroad

高		明，洪		晨

（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108）

摘	 要:当今环保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美国作为全球环保产业的领头羊，

其环保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之有效的发展政策。美国政府主要通过法律法规、税收、贷款、债券、

基金、放宽出口管制、以外交促贸易等政策措施，促进了美国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投融资及国际贸易。

借鉴美国政策经验，我国应在环保产业管制政策、技术创新政策、财税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上做出相应改

进，以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积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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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
对我国的启示

环保产业又称环境产业，是指以防治污染，改善环

境、有效利用资源、满足用户环境需求为目的的各种技

术、产品和服务的总称。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

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保产业随着

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个新兴产业。美国环保产

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成熟产业，

在改善环境质量，增加就业岗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

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一五”以来，我国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推进节能减排，努力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环保产业发展创造了巨

大的市场需求，环保产业迅速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

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规模小，科技

含量低，生产工艺落后等问题突出。环保产业是政策依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项目“福建省节能环保产业技术与装备发展研

究”（2012R0046）；福建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福建省环保产业发展的技术

路线图研究”。

赖型产业，政策决定了其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借鉴美

国环保产业政策，对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现实意义。

1   美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

从产业结构上看，美国环保产业主要由环保设备、

环保资源、环保服务三大类构成。表1是美国商务部的

界定[1]。

从生产规模上看，数据显示，1970年美国环保产业

总产值390亿美元，占其GDP的0.9%，1985～1990年美

国环保产业的增长率为5％～12％，1991～1996年下降为

1%～5%。2003年美国环境产业的总产值为3010亿美元，30年

增长了近8倍，年均增长率近7%，而同期美国GDP年均

增长率为２％～３％，占当年美国GDP的2.74%，实现利润

200亿美元，创造利税450亿美元。2008年其环保产业总产

值已增长到3157亿美元，吸纳就业人数187万人。2010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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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达到3570亿美元，吸收就业人数539万人。预计到

2015年美国环保产业的产值将达到3980亿美元，吸纳就

业人数576万人，2020年产值达到4420亿美元，吸纳就

业人数638万人 [2、3]。

管理、修复服务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环保设备

和环境资源在美国环保产业中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环保

设备方面水处理设施与药剂具有较强竞争力，环境资源

中的清洁能源近几年随着低碳生活的倡导而发展迅速。

在美国三类环保产业中，环保服务、环保设备、环境资源

 分类 内容 

第一类：环保服务  

环境测试与分析服务 提供“环境样品”（如土壤、水、空气和生物样品）的分析测试服务 

废水处理工程 建造收集和处理生活污水、商业和工业废水的公共设施，即 POTWs 设施（Publicly 

Owned Treatment Works） 

固体废弃物管理 收集、处理、处置固体废弃物 

危险废物管理 管理危险废物流、医疗废物、核废物 

修复服务 受污染地区、建筑物理清扫，运转设施的环境保洁 

咨询与设计 方案设计、工程设计、咨询、评估、认证、项目管理、运营管理、监测等 

第二类：环保设备  

水处理设施与药剂 为水和废水处理提供设备服务，包括生产、供货和维修生产环境分析仪器以及信

息系统和软件 

仪器与信息系统 生产环境分析仪器、以及信息系统和软件 

大气污染控制设备 为大气污染控制（包括汽车尾气控制）提供设备和技术 

废物管理设备 为危险废物处理、贮存和运输提供设备，包括回收和治理设备 

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技术 为生产工艺中的污染预防和废物处理/回收，提供设备和技术 

第三类：环境资源  

水资源使用 向用户售水 

资源回收 出售自工业副产品或废旧物品回收或转化的材料 

清洁能源 出售能源，提供太阳能、风能、地热、小规模水力发电系统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

的服务 

 

 

时期 发展程度 政策导向 

20世纪 60、70 年代 初步发展 命令+控制 

20世纪 80 年代 高速发展 命令+控制 

20世纪 90 年代之后 成熟阶段 经济手段，出口手段 

表1  美国环保产业结构

图1  美国环保产业企业收入结构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中国环保产业研究报告.2010.02. 

http：//wenku.baidu.com/view.）

图2  美国环保产业行业分类的
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航天证券.环保设备产业深度报告.2013.05.

 http：//www.casstock.com/upload.）

表2  美国环保产业龙头企业

美国环保产业领域 代表企业

废水处理领域
U.S. Filter Corp； ITT Fluid Power；GE Water 

Technologies； The F.B. Leopold Company.

大气污染控制领域 GE Energy； Rentar； Anguil Environmental；John Zink.

固体废弃物处理

领域

American Ecology Corporation；American Waste 

Industries；Clean Harbors Environmental Ser-

vices； Chemical Solvents.

（资料来源：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2011.03  http：//wenku.baidu.com/view.）

从企业结构上看，美国共计约有15万家环保企业，

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市政当局与其他公共实体，主要

提供饮用水、废水处理和固体废弃物管理；二是随着美

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崛起的私人企业，主要从事污

染补救、污染控制等业务。小型和中型企业是美国环保

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年收入约占美国环保产业总收

入的28%，大型企业年收入约占美国环保产业总收入的

40%，市政当局与其他公共实体每年收入约占美国环保

产业总收入的32%。具体见图1。

的市场份额分别为48%、22%、30%。

具体见图2。

从产业集聚上看，加利福尼亚、

德克萨斯、纽约、宾夕法尼亚、佛罗

里达、新泽西、伊利诺伊、路易斯安

娜州是美国环保产业产值名列前茅的

州。这些州也由此成为了美国环保

产业的集聚区。德克萨斯州的Choose 

Energy、US Ecology，纽约州的U.S. Filter Corp、ITT Fluid 

Power、Create S. International，佛罗里达州的Parkson Cor-

poration，宾夕法尼亚州的Black & Veatch Water Asia，路

易斯安那州的Crucial等成为全球领先的龙头企业。美国

环保产业集聚产生了外部规模经济、竞争效益和创新效

益，为上述环保龙头企业占据国际市场提供良好的空间

和资源支持。

从产业龙头企业上看，美国环保产业废水处理领

域、大气污染控制领域、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均有自己

的代表企业，具体见表2。

从产业布局上看，环保服务业可以说占据了美国环

保产业的半壁江山，其中固体废弃物管理、有害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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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分析

美国的环保产业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80年代

快速发展，90年代步入成熟阶段。环保产业是典型的政

策导向型产业，在环保产业发展之初，美国政府主要采

取命令+控制的发展政策，通过颁布一系列的强制性的

法令条例增加了环保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刺激了环保产

业的发展。但90年代之后，美国的环保产业发展速度明

显减慢，产业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强制的法律不仅增加了

执法成本，而且不利于激励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或投

资。由此美国政府开始转向利用经济手段和出口手段来

刺激环保产业的发展。具体见表3。

2.2   环境技术创新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趋

缓，出口量减少，美国政府意识到来自全球市场的严

峻考验，决定加大环保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政策规划方面，1995年克林顿政府出台《国家环境

技术报告》，要求政府、产业界、学校紧密协作，加大

环保技术的研发力度，并确定了工业生态、污染清除和

恢复、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发展领域，以工业

生态作为重点发展对象。2003年布什政府出台《美国气

候变化科学计划的战略规划》，2005年出台《美国气

候变化技术规划》以鼓励大气污染领域的技术研发力

度。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一项加强清洁能源技术、

科学的国家级计划，旨在促进新能源的研究。在资金支

持方面，1990年以来， 美国政府的环境技术研发经费

一直维持在研发总经费的9%左右， 2002年、2003年和

2004年的研发费用分别达34.18亿美元、36.9亿美元和

37.62亿美元[4]。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超级基金（Super-

fund）、信任基金（Trust Fund）、示范补贴、贷款等各种形式

来解决研发资金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特别注重

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所的环保技术协同创新，实现产学

研结合。如1990～1999年实施的先进技术规划（ATP），

2003年创建东北部创新集团（Northeast CHP Initiative），

两项政策的特点均是各种组织协同参与到能源与环境的

技术研发中，优势互补，不仅加大了技术成果转化的力

度，也解决了技术研发经费问题。如今，美国环保产业

研发成果转为专利或技术许可证的比例高达70%以上，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3   环境财税政策

（1）税收政策

美国于20世纪70、80年代初将环境税收政策引入环

保产业，具体包括环境税、减免税和完全免税。环境税

方面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征收大气污染税、

水污染税、固体废弃物税、农业污染税、噪声税、能

源税等实现负向激励。减免税方面，1986年，美国政府

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所得给予所得税减免；1991年，美

国23个州对购买循环利用设备的企业免征销售税；2005

年，推出《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向电

动汽车生产、清洁煤技术提供了约140亿美元的税收减

免。从2005年起10年内，美国向能源企业提供146亿美

元的减税额度，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

采取节能措施。目前实施的联邦生产税收抵免（PTC）

2.1   环境管制政策

美国环保产业的最初发展与美国政府实施的严格的

环境法规、环境标准是密不可分的。1970年美国国会通

过《国家环境政策法》拉开了环保管制政策的序幕。20

世纪70年代初美国政府制定出30余部环境法律。1970

年美国国家环保局（USEPA）制定出第一部《清洁空气

法》，并于1970～1990年之间三次修改这部法律，一次比

一次严格。1972年颁布《清洁水法》，1976年颁布《资源

保护与恢复法》，1980年颁布《综合环境资源补偿和

责任法》，2005年颁布《能源政策法》，2007年颁布

《2007年能源自给安全保障法》，2009年颁布《美国清

洁能源安全法案》。       

这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不仅使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而

且拉动了环保产品与服务的国内需求，拓宽了环保产业

市场。比如《清洁空气法》通过对诸如二氧化硫、空气

污染微粒、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的强制限制，使大

气污染控制设备得到快速发展。《清洁水法》的技术标

准设置使得企业不得不购买污水处理设备以避免罚款，

同时也激发了污水处理技术、供水处理技术的研发热情。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要求2020年前电力部门12％

的发电量要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2012年后建

筑能效比要提高30％，2016年后要进一步提高50％，有效

地促进了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分类 内容 

第一类：环保服务  

环境测试与分析服务 提供“环境样品”（如土壤、水、空气和生物样品）的分析测试服务 

废水处理工程 建造收集和处理生活污水、商业和工业废水的公共设施，即 POTWs 设施（Publicly 

Owned Treatment Works） 

固体废弃物管理 收集、处理、处置固体废弃物 

危险废物管理 管理危险废物流、医疗废物、核废物 

修复服务 受污染地区、建筑物理清扫，运转设施的环境保洁 

咨询与设计 方案设计、工程设计、咨询、评估、认证、项目管理、运营管理、监测等 

第二类：环保设备  

水处理设施与药剂 为水和废水处理提供设备服务，包括生产、供货和维修生产环境分析仪器以及信

息系统和软件 

仪器与信息系统 生产环境分析仪器、以及信息系统和软件 

大气污染控制设备 为大气污染控制（包括汽车尾气控制）提供设备和技术 

废物管理设备 为危险废物处理、贮存和运输提供设备，包括回收和治理设备 

清洁生产和污染预防技术 为生产工艺中的污染预防和废物处理/回收，提供设备和技术 

第三类：环境资源  

水资源使用 向用户售水 

资源回收 出售自工业副产品或废旧物品回收或转化的材料 

清洁能源 出售能源，提供太阳能、风能、地热、小规模水力发电系统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

的服务 

 

 

时期 发展程度 政策导向 

20世纪 60、70 年代 初步发展 命令+控制 

20世纪 80 年代 高速发展 命令+控制 

20世纪 90 年代之后 成熟阶段 经济手段，出口手段 

表3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导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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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税收抵免（ITC）对美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产生

了积极影响。另外，美国政府对诸如市政污水处理工程

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等公共事业建设和投资项目实行

完全的免税政策。

（2）财政补助

由于环保产业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收益不确

定，企业在投资时往往望而却步，这就需要政府给予一

定的财政补助。美国《联邦水污染控制法》中规定：城市

污水处理厂如采用联邦环保局认定的“最佳实用处理技

术”，就可向环保局申请补助。2009年推出《美国清洁

能源安全法案》，规定2020年前，美国的排放总量相比

2005年要降低17％，2050年则要降低83％，法案颁布后

每年为燃煤发电的碳捕捉科研、设备改建等提供10亿美

元的资金。同年颁布《2009年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案》，

规定拨款近1,000亿美元用于能源研究、相关税收抵免和

基础设施建设以在新能源发电领域实现突破。目前美国正

推出1603财政部补贴计划，支持了大量的太阳能光伏和光

热项目的开发。美国太阳能行业协会曾多次表示“此计划

是美国太阳能产业最重要的政策。”根据SEIA，自2012

年9月起，计划利用私营部门的项目投资为44,000多个国

内太阳能项目提供超过7.17亿美元的补贴。

（3）投融资政策

美国政府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债券、基金、股票等

多种投融资政策促使环保企业的融资方式多元化，解

决环保企业融资难的问题。1987年建立“清洁水州立

滚动基金”，1987～2001年间向10,900个清洁水项目提

供34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5]。2009年颁布小企业管理局

（SBA）7(a)贷款计划，由参加项目的金融机构对小企

业提供不超过200万美元的贷款，SBA在一定比例上提

供担保，与金融机构分担偿债风险。同年美国政府向福

特（Ford）、日产（Nissan）等汽车企业提供10亿美元

的低息贷款，支持它们重新装备，以生产电动汽车和其

它低能耗车辆。美国作为市政债券的领头羊，饮用水和

污水处理两个领域的项目建设资金约85%是来自于市政

债券融资。

2.4   环境国际贸易政策

全球化背景下环保产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迅速发

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比日本、德国等发达国

家，美国的环保产业出口额明显不足，与其环保产

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针对这一情况，1993年1月

克林顿政府公布环境技术出口战略，成立商务部牵

头的促进中心，专门研究各国出口机会及环境技术需

求，以指导美国环境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在该战略的

影响下，当年美国环境技术和产品出口额就增加了

25亿美元[6]。 2002年布什政府公布第一个国家出口战

略（NES2002），强调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帮助更多

的环保企业获得市场信息及相应的技术协助。环境问

题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美国贸易政策战略中具有

重大地位，属于七大核心政策重点之一，其主要内容

是削减关税，与贸易伙伴采取多边行动，开放有利于

气候问题的环保产品及服务贸易。如今，美国的环保

产业出口以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支持为主，确

定了八个扩大出口的对象国：俄罗斯、南非、巴西、

阿根廷、智利、墨西哥、中国、印度。出口集中于危

险废物与固体废物、污染预防、能源保护、能源效率

等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通过放宽出口管制、积极参

与国际贸易机构（WTO，OECD）、以外交促贸易、

提高国际环境标准等措施为本国环保产业占据国际市

场提供条件。

3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3.1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现状   

我国的环保产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30多年的

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共出台环保产业相关政策200 

项左右，但多数政策以命令 + 控制为主要特征。根据政

府相关网站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布的重要环保产

业发展政策见表4。

3.2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结构不全面

行政手段过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经济政策较

少。如排污权交易制度虽然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但由

于缺少配套政策，存在排污总量难量化，初始分配障

碍，权利寻租等问题。

（2）政出多门，权责不清

我国环保产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却没有

一个全国性的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的政策指导和

监督协调。环保部、农业部、水利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措施，导致政出多门、执法不力，严重影响了环保产业

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3）政策执行不到位

缺少量化的目标，政策可行性不强。在执行过程

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垄断也使政策执行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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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产业投融资政策力度小

主要表现在：1）投资不足，我国对环保产业的财政

投入明显滞后与其他产业。2）融资困难，利用贷款、基

金、股票等方式融资的支持政策较少。

3.3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环保产业持续发展提

供支撑

规范的法律制度与发展规划对环保产业的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1）应加快我国环境立法步伐，在充分

考虑环保产业发展的规律性、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

状、国内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出稳定、细致、可行的法

律法规。2）加大执法力度，奖惩分明，惩罚劣质环保

企业，奖励优质环保企业，使得技术水平高，产值高，

产品种类丰富的环保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与发展机会。

（2）鼓励支持技术创新，建立多层次环保产业园

1）应利用发达国家急于进行技术转让的有利时机，

积极促进环保产业国际技术交流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人才，帮助环保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目标。2）应加强

产学研合作，充分利用资源共聚优势。3）环保产业作

为高科技产业，应建立多层次的环保产业园，利用其集

聚效应、资源互补效应、扩散效应，加快生产清洁化、

产品绿色化、环境产业化的进程。

（3）推行灵活多样的经济政策，拓宽环保产业融

资渠道   

我国应适时完成由政策驱动向政策法规、市场需

求、经济利益多方驱动的转变，推行灵活多样的经济政

策，尽快促使排污权交易制度化、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实施环境税费改革。同时我国应鼓励环保企业融资方式

多元化，为企业通过贷款、基金、债券、股票、项目

（PFI，PPP）融资提供政策便利。 

（4）鼓励环保产品出口，加强政府在环保产业国

际贸易中的作用

中国环保产业必须“走出去”，这是其保持长久竞

争力的必由之路。政府必须为环保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扫

除障碍，提供出口信息服务、减免出口关税、简化行政

手续。同时，应以政府的名义在国际组织中为环保企业

争取权益，把环境外交和环境贸易相结合，利用政府对

非洲地区的项目援助带动环保产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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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

采取补助、贴息、奖励等方式，支持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重点工程；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优先安排企业实施节能环

保项目；选择若干资质条件较好的

节能环保企业，开展非公开发行企

业债券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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