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期间环保行业发展速度 推动表面处理行业整合

内容摘要：“十二五”期间环保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种类繁多的规划

性文件密集出台，预示我国表面处理行业在“新政潮”的推动下，将迎来新一轮

整合与洗牌。2011 年 9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表面处理、电镀加工等行业列为国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

“十二五”期间环保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种类繁多的规划性文件密集

出台，预示我国表面处理行业在“新政潮”的推动下，将迎来新一轮整合与洗牌。

新修订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于去年 6月 1 日起施行，

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地位相当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 年修订)》

也在今年 1月 30 日正式施行，两个新目录都突出强调了鼓励高档、环境友好的

新产品研发和生产。

2011 年 9 月 7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表面处理、电镀加工等行业列为国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十二五”

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也随后出台。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的中长期规划，2012 年

初公布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年~2015 年)》从品种质量、节能减排、装备

改善等多个角度明确了表面处理、电镀加工行业的升级路线。国际模具及五金塑

胶产业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认为，2012 年，将是表面处理市场快速转型的

一年，行业将迎来大洗牌。

首先，2012 年，将是表面处理市场快速转型的一年。随着近年来电镀先进

工艺的突破，全国各地电镀城、表面精饰产业园的大力兴建，投资拉动周期将进

入市场资本为王的时代，行业将迎来大洗牌。电镀和表面处理市场需求总体放大，

国家将加大对表面处理和电镀加工行业的政策引导，促进表面处理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事实上，目前表面处理行业门槛不高，仍会有很多企业进入。同时，由于不

同企业的融资情况差异加大，面临并购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表面处理主业的

低利性仍然会延续 2～3年，这将困扰以表面处理为主导的企业，也会进一步促

进企业向综合服务业转型。那么，政策对表面处理发展会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市



场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政府又该如何做好管理和服务呢？

罗百辉认为，在投资拉动的整体宏观政策背景下，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相应调整，对表面处理市场影响比较大。货币政策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相对积极，

但地方政府的投资不足仍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2012 年，地方财政将持续紧

缩。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不足，市场资本需求势必

增加。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各地政府纷纷谋求资本对接。如 2011 年 10 月 20

日，国家发布《2011 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

深圳市等成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规模数百亿，一定程度改变地方融资结构。

二是一些地方传统表面处理公司改制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积极谋求上市

融资。三是很多股权投资基金将努力进入技术性环保产业市场。

环保企业上市和股权投资基金进入将有比较显著的市场表现。传统环保公司

上市看似简单，实际上存在商业模式创新缺乏和增长性矛盾制约的问题。以往，

表面处理作为生产技术性环保企业上市，则因准备不足、渠道不畅，未能很好地

进入资本通道，资本对接平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预计 2012 年，进入资本市

场的技术性环保公司会超过 20 家。

“十二五”之后，政府对环境的要求明显提高。

从政策层面看，2011 年，环境保护的特点是标准更高、要求更高、范围更

宽、监管更严。比如，电镀废水排放标准提高、《“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出台等。这些要求将促使环境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为市场创造更多机会。

基于环境要求的提高，国家进一步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同时也加大了环保产业

投资性规划。

在地方政府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国家主要以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方式，

实现对行业发展的支持。《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

期间，环保投资需求约为 3.4 万亿元。其中，优先实施 8项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开展一批环境基础调查与试点示范，投资需求约 1.5 万亿元，具体实施将进一步

细化。

未来 3～5年中，表面处理市场基本的投资组合将是“民间资金＋市场性资

金”，地方政府资金看淡表面处理投资市场。

“十二五”国家战略新兴产业规划，重点突出了国家的产业视角及需求，很



多政策也将向此倾斜。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提上日程，从设备提供、工程等基础制

造业、建筑业转型为现代服务业。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通过了依托重大专项建立产业化

平台、支持关键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与环境服务业支撑技术研究等多项措施；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关于环保系统进一步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则相

对明确和全面的提出了环境服务业概念，指出着重发展环境服务总包、专业化运

营服务、咨询服务、工程技术服务等环境服务业。

罗百辉认为，环保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其实更多地指产业向环境服务业的升

级与转型。包含两层含义:从产业角度，是指从传统的设备制造业等业态向服务

业转型；从产业主体及企业的角度，很多领先企业开始向综合服务提供商转型。

进入“十二五”，越来越多的表面处理企业向综合服务商转型，体现了市场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代表着一种新的行业机会。

合同环境服务作为综合环境服务的主流商业模式，将在“十二五”期间得到

广泛应用。因此，中国表面处理行业会实现主业的专业化回归，重视表面处理服

务的专业化。

在表面处理行业，政府需要做两件事，一是社会管理，一是公共服务。表面

处理市场快速转型之时，政府良好的发挥职能很关键。那么，政府如何根据政策，

做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两个职能，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可以委托企业做。目前的特许经营政策体系，就是地方

政府将市政公共服务合理委托企业完成的制度安排。但是，社会管理必须政府亲

自去做，企业没法代办。

政府的两个职能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处理好关系很重要。比如，电镀城的建

设规划、选址以及搬迁等工作属于社会管理，而污染处理场的建设和运营等又属

于公共服务。2011 年，国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

在城市排水领域，发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虽未谈及市场，

但强化了排水管理。事实上，社会管理到位，市场资金才好进入。

在大力推进我国表面处理产业结构调转过程中，政府要加快发展和完善行业

信息化服务体系。要把完善行业信息化服务体系作为推进两化融合的重要内容，

加快建设一批主体多元化、服务便捷化、机制多样化的地方两化融合促进服务中



心。组织实施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业务剥离重组示范工程，提升面向产业链和产业

集群的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能力和水平。通过引导资金、财政贴息、税收优

惠等形式，支持面向地方产业集群发展的信息化技术和服务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