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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绿水青山中的金山银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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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持续上升。“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将节能环保定义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十九大”更是将

污染防治作为我国当前“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提出。在整体重视程度和行业内部利好政策的

鼓励之下，我国清洁环保行业近五年高速发展。 

投融资方面，2013-2017 年我国清洁环保行业发展迅速，共发生 923 起股权投资事件，

累计投资金额达 1,318.05 亿元，股权投资市场投资案例数和金额呈逐年增长态势。退出方

面，2013-2017 年间，清洁环保行业共发生退出事件 397 笔，涉及 270 家公司，股权转让

和并购为主要退出方式。并购市场方面，2013-2017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共发生 793 起并

购事件，涉及并购总金额达 1,679.48 亿元，行业并购整合速度较快。IPO 方面，2013-2017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 IPO 企业总共有 61 家，上市的清洁环保企业不多，但不乏盈利能力较

强的“实力派”选手。 

图 1 2013-2017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 VC/PE 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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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私募通 2018.07                                                                                  www.pedata.cn               



 

在此背景下，清科研究中心发布《2018 年中国清洁环保行业投资研究报告》，阐述清洁

环保行业发展现状，并从环保、高效节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四大领域分析相关细分行业

的具体趋势、VC/PE 投资现状、产业结构、核心技术和未来发展情况，最后为市场提供一

些值得关注的方向和投资策略建议。 

 

国内污染治理需求持续增加，环保子行业水处理、固废行业蓄势待发 

环保指代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本篇报告中，环保是清洁环保下属的二

级行业，特指利用工程技术手段，识别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一系列密切互相替代企业的

总称。 

图 2 环保行业产业图谱 

 

固废处理利用和水污染治理是环保行业市场规模最大、受到关注最多的两大领域，是

环保领域未来的主要增长方向。据 LCEGS（Low Carbon Environment Goods and Services）

的统计调研，2016年全球环保产业市场中，固废处理利用和水污染治理分别占总规模的 49.1%

和 35.6%。相对于固废和水处理占环保行业近 85%的国际水平，我国目前市场仍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 

水污染治理是利用技术、工程和管理手段改善环境水体或工业生活用水水质的过程。根

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2013-2017 年期间，水污染治理领域共发生 153 起投资事件，

累积金额 85.26 亿元。其中发生在 2015 年及之后的投资事件占比 73.2%，金额占比 64%，



这主要得益于政策的引导。2015 年国务院颁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业内简称“水十条”），

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并启动严格问责制，标

志着中国在水污染领域的铁腕治污进入“新常态”。“水十条”与同时期发布的“十三五”规

划中对于污染物排放减量目标以及同年开始执行的新《环境保护法》相互促进，推动水污染

治理领域的投融资迈上新台阶。 

表 1 “十三五”规划对污染物总量减排的目标设定 

污染物 “十二五”成果 “十三五”期间目标 

化学需氧量 -12.9% -10% 

氨氮 -13% -10% 

二氧化硫 -18% -10% 

氮氧化物 -18.6% -10% 

来源：国务院《“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固废全称固体废物，是指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

丧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品、物质。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统计，2013-2017 年期

间，固废处理领域增长迅速，共发生 144 起投资事件，累积金额 196.44 亿元。其中 2017

年增长尤为迅速，不仅投资案例数创下新高，投资金额更是凭借中联重科环保的大额案例，

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增长率达 622.7%。与其它几个环保版块不同，我国在固废领域起步

较晚，近期政策法规较为密集，因而激活了庞大的潜在市场。在可预见的将来，固废处理利

用将逐步超越水污染治理，成为环保大行业下的支柱产业。 

表 2. 固废处理利用领域近年重点政策法规 

时间 政策法规名称 涉及领域 

2016-1-25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制定指南》 危险废物 

2016-5-28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 土壤修复 

2016-11-7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2016 修正版） 全部固废 

2016-11-24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全部固废 

2017-4-27 《“十三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工作方案》 危险废物 

2017-8-29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环境影响评价指南》 危险废物 

2018-7-11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全部固废 



2018-8-31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修复 

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2018.09 

 

尽管政策为环保市场打开了持续增长的大门，但环保行业并非顺风顺水。目前环保行业

主要问题在于集中程度较低，缺少标杆引领，技术和研发投入不足等。随着市场完全开拓带

来的行业竞争加剧，真正拥有有效盈利模式的企业才有望突出重围。对于一级市场的投资机

构，目前环保的主战场已经从攻城略地的增量市场厮杀转移到了存量市场规模和技术的比拼，

故投资关注点应当适度后移，以公司实际营业成绩为重，同时兼顾发展潜力，例如信贷评级，

技术和人才储备等。 

 

高效节能：“十三五”规划寄以厚望，高效节能市场规模持续扩张 

高效节能行业此前在官方口径中一直以“节能减排”或“节能环保”形式存在，即使提

及“高效节能”，也基本用于描述产品而非产业。但“十三五”规划特别将“高效节能”从

环保大分类中独立出，提出了“到2020年，全国高效节能产业规模力争达到3万亿元”的阶

段目标。作为独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效节能未来前景可观。 

图 3 高效节能产业图谱 

 

 

高效节能的两个主要方向分别为工业节能和社会节能。工业节能是指在工业生产的各



种程序中使用新设备或技术，实现相同产出条件下更低能量消耗的服务过程。耗能较高的行

业是工业节能主要服务的对象，如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电力、石油、化工等。不难发现，

目前工业节能主要面向化石燃料燃烧的过程，以热能利用率的提高为主要改进方向。据清科

研究中心统计，2013-2017年期间工业节能领域共发生69起投资事件，累计金额20.34亿元。

近三年来投资额高达18.60亿元，代表着工业节能服务潜力的释放。 

《“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指出，目前工业节能领域仍然存在自主创新能力

不强、缺乏开拓性技术创新等问题。因此，未来工业节能的重点技术方向在于自主开发的创

新型技术，例如钢铁行业的热态炉渣余热高效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有色行业的铝电解槽

大型化及智能化技术和石油化工行业的油品及大宗化工原料绿色制备技术、石化装置换热系

统智能控制技术等。 

社会节能是指在社会活动中能源利用的环节通过各类技术和管理手段减少能源消耗的

过程。社会节能主要包括建筑节能、社会节约用电、交通运输节能等方面。据清科研究中

心统计，2013-2017年间，社会节能领域共发生投资事件33起，累计投资金额16.91亿元。 

发展趋势方面，社会节能领域方兴未艾，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其中，节能建材生

产领域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国产企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业先进外企的垄断；未来，

鉴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体量，外资企业将携带其先进技术纷至沓来，因此也会是国内同行接受

挑战和拜师学艺的时机。 

 

新能源：风电&光伏发电增速较高，补贴退坡激励技术升级 

新能源是指除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清科研究中心定义的新能源是广义的新能

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核能等。根据清科旗下私募

通统计，新能源行业 2013-2017年共发生 154起股权投资案例，总投资金额为 289.82亿元。

其中风能、太阳能近年增长速度较快，受关注程度更高，是目前较为活跃的两大新能源方向。 

 



图 4 风能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范围是 2017 年全年） 



图 5 太阳能行业概况 

 

数据来源：国家能源局、清科研究中心（数据范围是 2017 年全年） 

 

随着行业的成长壮大，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补贴持续退坡。在 2017 年北京国际风能大

会（CWP2017）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表示，风电补贴将分步退出，



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实现不提供风力发电补贴；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 号），

规定自发文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 0.05 元，I 类、II 类、

III 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 0.5 元、0.6 元、0.7 元（含税），新投运的、

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标准降低 0.05

元，即补贴标准调整为每千瓦时 0.32 元（含税）。退补压力短期内会造成新能源行业增速减

缓，利润被压缩，若成本下降不能抵消降补影响，企业将难以维系，但另一方面该政策也激

励企业不断更新技术，维持行业利润。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发电成本呈快速下降趋势，平价上网可期，即无需国家补贴也

能维持正常收益率。以风力发电成本和太阳能发电成本为例，根据《“十二五”期间投产电

力工程项目造价分析》，2015 年风电工程投资成本下降至 7761 元/KW。2017 年全国风电

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1,948 小时，以 7,500 元/KW 投资成本测算，目前国内风电电度成本为

0.33 元/KWh,已经低于中东部地区煤电上网电价。太阳能行业虽然目前发电成本较高，但开

发速度较快，到 2025 年将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光伏发电的成本主要包括组件成本、周边

系统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等，其中组件成本占比较大。根据太阳能光伏网数据，目前我国光伏

组件成本下降至 0.32 美元/瓦，两年降幅 23.8%。同时彭博新能财经（BNEF）数据显示，

我国光伏发电价与煤电价差距一直在减少，2016 年 6 月份光伏比煤电贵 5.6 美分/千瓦时，

2018 年 6 月光伏仅比煤电贵 2.1 美分/千瓦时。实现平价上网后，新能源发电将占有较大主

动权，有望替代煤电，市场规模实现迅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能源与制造业碰撞出的火花已渐成燎原之势 

新能源汽车产业承载着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制造业崛起的重任，受国家政策倾斜与资金

支持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发展。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旗下私募通数据统计，2013-2017 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共发生 196 起股权投资事件，总投资金额为 635.87 亿元人民币。从时间

维度上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一路“飙升”，投资案例数和投资

金额从 2013 年的 8 起、2.19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17 年的 79 起、300.97 亿元人民币。 

新能源汽车的三大热点分别为整车制造、电池生产和充电桩开发运营。新能源整车市

场方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79.4 万辆，销量为

77.7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 53.8%和 53.3%，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 2.7%，比 2016 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新能源车动力电池市场方面，根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动力电池产量为 44.5GWh，同比增长 44%；充电桩方面，依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4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