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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作为实施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产业载体，我国

对环保产业的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从 2004 年的 1909.8
亿元增长为 2014 年 9575.5 亿元，相应，环保产业收入

总额由 2004 年 4572.1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 39 810 亿元，

环保产业的增加值已经远超产业投入，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并跨越了产业形成期，由经济拉动模式逐步转

变为经济带动模式 [1]。环保投资的增长在拉动国民经济

增长的同时 [2]，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3]、增加居

民收入、促进社会再就业 [4] 等方面均有直接或间接的社

会经济红利，不过，仍存在包括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拉

动作用没有完全发挥 [4]、部门之间的环境治理投入结构

不合理 [5] 等诸多问题。因此，从环保产业发展关联结构

角度入手评价环保投资绩效、促进环保投资优化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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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有现实意义的 [6]。通过分析环保产业与其上游及

下游产业间的相互关联程度的变化，结合环保政策与投

资方向等要素，分析我国环境管理业最终需求结构与产

业波及效应变化，为提高环保产业投资绩效并促进环保

产业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本文运用《2007 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与《2012 年中

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将环境管理业作为环保产业对应

国民经济 42 个分部门进行关联度分析，以判断环保产业

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产业关联结构与程度的变化，并

对应产业政策及结构调整提供政策建议。

1  环保产业产出最终使用结构分析

根据投入产出表产出结构，最终使用由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额及出口三部分组成，其中最终消费包括居民

消费与政府消费，资本形成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与存

货增加，因此，可以将最终使用分配系数拆分为消费分

配系数、投资分配系数和出口分配系数三部分，其计算

公式分别为：

消费分配系数：

投资分配系数：

出口分配系数：

最终使用分配系数：

式中，Cj、Ij、Ej 作为各部门总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

别为用于消费、投资、出口三方面使用；Yj 为 j 部门总

产出；uj 最终使用分配系数也是以上三方面分配系数之

和。根据以上计算公式，对 2007 年及 2012 年部分与政

府工作及社会生活方面密切相关的七大产业部门进行最

终使用分配结构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以下七部门产

出中投资分配系数为 0，最终使用分配系数只由消费分

配系数及出口分配系数所组成。

除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方面的最终使用分配系数

下降外，其他包括环境管理业、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

业、文化体育娱乐业、水利与公共设施管理、教育、卫

生社会保障及社会工作六大部门以消费分配系数增长为

主要动力驱动最终使用比值提高。而最终使用分配系数

是指该产业生产用于社会最终使用的比重大小，比重越

高代表该部门向社会最终使用提供的越多，相反，则主

要流入社会中间生产过程。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产业结构转变、技术创新进步，以上政府服务及

公共事业的生产及使用效率大大提升，其用于最终消

费的比例有所增加，这是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规 
律的。

从 2007 年到 2012 年，环境管理业最终使用分配系

数有所上升，不过，其流入最终使用的比例仍然很低，

大部分的环保产品在中间过程中被消耗了。此外，2012
年与 2007 年相比出口分配系数由 0 升高为 0.0809，说明

环保产业的出口输出有所加强。

2  环保产业与其后向产业关联结构分析

后向产业作为环保产业的上游部门为环保产品的生

产提供生产原料及中间产品，而两者中间的关联关系

即为环保产业对上游产业的直接或间接的需求影响作

用。从投入角度来看，环保产业需要后向关联产业的产

品或服务的投入要素越多，其关联程度越高，对后向产

业的依赖程度越高，环保投资对于后向关联产业的拉动

作用越明显。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间存在复杂的内在联

系，其关联效应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方面，直

接关联系数即为衡量产业直接波及程度的指标，衡量直

接与间接影响共同作用的指标为完全关联系数。将产

业关联程度进行以下分类分析，定义大于平均关联程

度加上标准差的产业为密切关联产业，大于平均关联

度并小于密切关联产业水平为较密切关联关系，存在正

关联关系并小于平均关联系数的产业为有关联产业，为

零的产业则为完全无关联产业。依此标准，对 2007 年

及 2012 年的后向产业关联程度及种类进行分类对比 
分析。

2.1  环保产业与其后向直接关联产业关联密切度分析

直接消耗系数指的是衡量某产业与其后向产业直接

关联程度的指标，其主要反映的是在一定技术水平和生

产组织管理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的直接的经济技术相

关关系，因该产业的直接消耗而产生的对其他部门依赖

和拉动作用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表1  2007年与2012年部分部门分配系数对比表

部门
消费分配系数 出口分配系数

最终使用分配

系数

2007 2012 2007 2012 2007 2012

环境管理业 0.3833 0.3489 0 0.0809 0.3833 0.4298

居民服务与

其他服务业
0.4575 0.4929 0.0325 0.0074 0.4901 0.5004

文化、体育

和娱乐业
0.3893 0.6118 0.1227 0.0910 0.5121 0.7278

水利与公共

设施管理
0.7790 0.8237 0 0.0089 0.7790 0.8326

教育 0.8996 0.9415 0.0020 0.0020 0.9016 0.9434

卫生、社会

保障、社会

工作

0.9381 0.9750 0.0038 0.0020 0.9419 0.9770

公共管理与

社会组织
0.9899 0.9668 0.0027 0.0019 0.9925 0.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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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即为产业部门 j 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单位

产出所需要消耗的第 i 产业部门的商品或服务的总价值

量；为产业部门 j 生产所需要的所有 n 种产业部门的总

投入，也就是生产 j 产品的产业部门的所有上游产业链

中，直接消耗的商品或服务的结构关系。其直接消耗系

数越大，表明该产业部门 j 的所有后向关联产业中，与

产业 i 的关系最为密切，其依赖作用亦比较强。本文研

究环保产业的关联效应，即通过环境管理业与所有 42 个

产业部门之间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进行列项矩阵分析，

并按照上述分类方法对 42 个产业部门进行关联程度归

类，得到结果见表 2。

表2  2007年与2012年环保产业主要直接后向关联产业

部门

2007

部门

2012

直接消耗

系数

直接后向关

联产业类型

直接消耗 
系数

直接后向关

联产业类型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0671 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0863 密切关联

金融业 0.0535 密切关联 金融业 0.0478 密切关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0529 密切关联 教育 0.0431 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0497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410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392 密切关联 电气机械和器材 0.0367 密切关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0240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329 密切关联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0170 较密切关联 批发和零售 0.0279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165 较密切关联 仪器仪表 0.0267 较密切关联

建筑业 0.0162 较密切关联 建筑业 0.0251 较密切关联

住宿和餐饮业 0.0158 较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190 较密切关联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0150 较密切关联 住宿和餐饮业 0.0185 较密切关联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145 较密切关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0.0180 较密切关联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0.0135 较密切关联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0.0171 较密切关联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134 较密切关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167 较密切关联

根据上文所提到的分类标准，对 2007 年及 2012 年

的产业部门与环保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归类，结果

显示，2007 年所分析的 42 个产业部门中，40 个部门与

环保产业存在直接后向关联关系，2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

无任何直接后向关联关系。在 40 个直接后向关联的产业

部门中，5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有密切的直接后向关联关

系，9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有较为密切的直接后向关联关

系，其余 26 个产业部门为有关联关系但并不密切。而

2012 年所计算的所有 42 个产业部门中，存在 39 个产业

部门与环保产业有直接后向关联关系，其中，6 个部门

存在密切的直接后向关联关系，8 个部门较密切地直接

后向关联于环保产业，余下 25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有关联

却并不密切。整体上看，直接与环保产业后向关联密切

的产业部门的数量没有较大的差别，但同类产业如化学

工业、教育、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食品与烟草、住宿和

餐饮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电气机械与

器材、批发零售等与社会生活服务相关的轻工业制造、

小商品生产与销售、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直接消耗系数

大大增强，环保产业生产对于化学工业及教育的依赖程

度的增加尤其显著。

而在 2007 年直接消耗系数较高的高污染、高能耗的

化石燃料生产加工产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以及近年来日益饱和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锐减。这正说明了我国

的环保产业已完成了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消耗需求向

轻工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消耗需求转型。从原本的中间

生产过程并不环保的产业组织形式，转变为主要消耗资

本及知识密集型产业产品的清洁产业，“环保产业不环保”

的窘状有所缓解。

2.2  环保产业与其后向完全关联产业关联密切度分析

完全消耗系数指的是投入产出表中另一个衡量产业

间相关关系的指标，是指某产业对其后向关联产业的直

接和间接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耗关系，是包括直接消耗系

数及其以外的以直接关联产业作为中介的间接投入作用

以影响该产业的生产。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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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直接后向关联关系不同，2007 年与 2012 年的所

有 42 个产业部门均与环保产业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后向

关联关系。2007 年的完全后向密切关联的产业数量为 8
个，6 个部门为较为密切的完全后向关联产业，而另外

28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存在关联关系但并不密切。2012 年

的密切关联的产业数量仅 4 个，但 11 个部门存在着较为

密切的完全后向关联关系，另 27 个产业部门的关联密切

度均低于平均水平。

整体上看，环保投资的数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其上

游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仍较高，也就是环保投资的中间

投入率较高，产业自身的创造价值能力较低，较高的环

保投资并没有适当提高本产业的需求，而是将产业需求

转嫁给其他行业部门，使得环保产业的产业波及范围较

大，与其他产业的相互依赖关系亦较为密切。

与 2007 年直接后向关联产业相比，完全后向密切关

联的产业数量大大增加，且完全消耗系数的值远高于直

接消耗系数，说明存在大量的产业通过关联直接相关企

业，间接地被环保产业的生产过程消耗。其中，间接消

耗作用较大的产业包括化学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

炼及压延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交通设备制造业等，直接消耗系数也相对较高，

说明环保产业的上游产业中大部分均为污染排放量较高、

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的产业，“环保产业不环保”的问题

较为突出。

2012 年的完全密切关联产业的数量远小于 2007 年

的完全密切关联产业数量，但大部分的同类关联产业的

完全消耗系数高于 2007 年。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

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完全后向消耗系数下降，化学工

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电气

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食品和烟草、农林牧渔业、居民服

表3  2007年与2012年环保产业主要完全后向关联产业

部门

2007

部门

2012

完全消

耗系数

完全后向关联

产业类型

完全消

耗系数

完全后向关联

产业类型

化学工业 0.1887 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2584 密切关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1520 密切关联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1179 密切关联

石油、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1212 密切关联 金融业 0.0998 密切关联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1127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952 密切关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0986 密切关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0.0859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880 密切关联 批发和零售 0.0730 较密切关联

金融业 0.0861 密切关联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 0.0710 较密切关联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855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677 较密切关联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644 较密切关联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0661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584 较密切关联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652 较密切关联

农林牧渔业 0.0522 较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637 较密切关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433 较密切关联 农林牧渔业 0.0630 较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417 较密切关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0519 较密切关联

批发和零售业 0.0406 较密切关联 煤炭采选产品 0.0482 较密切关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0332 有关联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0479 较密切关联

该式可以通过直接消耗矩阵 A 直接计算完全消耗系

数矩阵 B，其中被称为列昂惕夫逆矩阵，指的是生产一

个单位某产品 j 用于最终使用，需要直接和间接消耗各

产业部门产品或服务，加上本部门的一个单位最终产品

或服务，因此为求出完全消耗系数需要减去该部门本身

的生产单位矩阵 I。其经济含义为，为生产某产业单位产

值的产品或服务，所产生的对其他部门生产的产品或服

务的完全消耗需求。根据上述定义可知，完全消耗系数

越大，表明该产业部门与环保产业的完全后向关联越为

密切，环保产业直接或间接地较为依赖该产业部门，环

保产业的发展或环保投资的增加都可通过完全需求拉动

该产业部门发展。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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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其他服务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完全后向消

耗系数则显著上升。即环保产业与现代化社会建设相关

的社会服务事业的关联关系提高，对高污染产业的中间

需求比例降低，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也有积极的推动

作用。

其中，金融业作为新兴的环保投资相关产业，通过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融资的绿色金融政策，

利用金融杠杆效应以扩大环保投资的数量及投资效率。

其与环保产业的完全后向关联程度有了一定比例的提高，

也就是引导中小型企业的环保社会投资的环境规制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

3  环保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结构分析

前向关联产业指的是某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作

为生产要素为其他部门的生产投入品流入进一步生产的

过程。环保产业向其前向关联产业投入份额的占比即为

环保产业与其下游产业链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

该关系也可以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即环保产业可

以通过影响某些直接前向相关产业以间接投入到其他部

门的生产过程。因此，环保产业与其关联产业间的关联

度越高，表示环保产业向该产业部门的投入份额越大，

产业间依赖作用愈发明显，环保产业从供给角度推动该

产业部门的作用越强。

3.1  环保产业与其前向直接关联产业关联密切度分析

环保产业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直接相关关系可以利

用直接分配系数这一指标以衡量，其经济含义为环保产

业可以分配给该部门作为中间投入品进入下一步生产的

产值占环保产品总供给量的比例。其用公式计算的表达

式为：

式中，Xi + Mi 作为 i 产业部门的总供给量，既包括了国内

生产的价值总量，亦包括从国外进口得到的产品或服务。

而指的是 i 部门提供给 j 部门的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的产

品和服务的总价值，其中前 n 个产业为被提供中间使用

产品的部门，后 q 个产业部门为被提供 i 产品流入最终

使用过程的部门。根据上述公式进行计算，进行直接前

向关联产业密切度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4  2007与2012年环保产业主要直接前向关联产业

部门

2007

部门

2012

直接分配系数
直接前向关联 

产业类型
直接分配系数

直接前向关联 
产业类型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260 密切关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199 密切关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227 密切关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086 密切关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052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065 密切关联

纺织业 0.0044 较密切关联 纺织业 0.0055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0.0041 较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0050 较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039 较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041 较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0035 较密切关联 非金属矿物制品 0.0028 较密切关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0030 较密切关联 金属矿采选产品 0.0022 较密切关联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0027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020 较密切关联

2007 年的 42 个产业部门中，只有一个产业部门与

环保产业不存在直接前向相关关系，其余 41 个产业部门

中，2 个部门的直接分配系数呈现密切关联关系，7 个

部门呈现较为密切的直接前向关联关系，32 个部门与环

保产业存在不密切的关联关系。2012 年的所有产业部门

中也存在一个部门与环保产业无关，余下 41 个产业部门

中 4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密切关联，5 个部门与环保产业

较密切联系，另 32 个部门的直接前向关联系数小于平均

水平。

2012 年与 2007 年相比，直接前向密切关联的产业

数量较多，较密切关联产业数量较少，包括文化体育娱

乐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纺织业、化学工业、食品和烟

草、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矿采选项目的直接分配系数

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环保产业作为产业供给对于以上产

业的推动作用增强，而以旅游业为主的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

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直接分配系数下降程度较大，

环保产业用于该产业的产品及服务的比例大大降低。其

中，环保产业对于产业本身的直接分配系数比例较低且

存在一定比例的下降，说明环保产业无论是对上游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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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产业链的产业波及范围均较广，且生产资料和生产

性服务业的属性愈加突出。

环保产品与服务的分配重心的转移，主要是从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为主开始转向工业生产、农业及文娱的管

理，也就是政府环境规制主要转为对生产部门的环境污

染实现末端治理，而不再是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吸

引游客，而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及绿地建设。其原因可能

是近年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加快，工业及农业生产

所产生的污染日益严重，因此需要更多的环保产品分配

到以上部门，从而促进了环保产业的技术进步向污染源

头治理方面转移，使得政府对于大气及水污染问题日益

关注，相应颁布《大气十条》《水十条》等条例以辅助缓

解环境污染问题，加强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建设项目

环境评价的约束力度，使得环保产品分配转移，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新型工业化进程。

3.2  环保产业与其前向完全关联产业关联密切度分析

完全分配系数（表示）是指某产业通过直接或间接

作用向其他产业分配的价值总量，其既包括环保产业 i
直接向其他部门 j 分配的价值量，亦包括通过多次间接

分配给 j 部门的价值量，其值等于直接分配系数与间接 
分配系数之和。用公式表示如下：

式中，I 为单位矩阵，也作为 i 环保部门本身的生产矩阵；

W 是利用直接分配矩阵 H 以计算的完全分配系数矩阵。

根据以上定义，完全分配系数的数值越大，也就是环保

产业对于该产业部门 j 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作用越强，产

业间的完全前向关联程度越大，从供给方对各产业部门

的波及作用越强，其结果如下表 5 所示。

与完全后向分配系数相同，所有 2007 年和 2012 年

的产业部门均与环保产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前向相关关

系，其中，2012 年的完全前向密切关联的产业数量比

2007 年增加一个产业部门，较密切关联的产业数量也

比 2007 年的部门数量增加一个，分别为 6 个和 8 个相关

产业，其余所有部门与环保产业的关联关系均小于平均

水平。

完全分配系数整体上比直接分配系数的数值大，且

密切关联的产业部门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后向关

联产业的间接关联作用强，密切关联及较密切关联的产

业种类的变化情况与直接分配系数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

区别，间接的产业投入关系并没有使得某些产业的产业

关联程度突变增加。与直接分配系数的情况大致相同，

纺织业、交通运输与仓储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交通运输设备等部门的完全分配系数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有所提高。2012 年相对比于 2007 年环保产业的完

表5  2007与2012年环保产业主要完全前向关联产业

部门

2007

部门

2012

完全分配系数
完全前向关

联产业类型
完全分配系数

完全前向关

联产业类型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0311 密切关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219 密切关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248 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0153 密切关联

化学工业 0.0154 密切关联 纺织业 0.0141 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142 密切关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121 密切关联

纺织业 0.0125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113 密切关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0.0100 较密切关联 食品和烟草 0.0107 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和仓储业 0.0094 较密切关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089 较密切关联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0.0092 较密切关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077 较密切关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089 较密切关联 通用设备 0.0076 较密切关联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071 较密切关联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071 较密切关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0.0060 较密切关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0.0069 较密切关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055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 0.0068 较密切关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0047 有关联 专用设备 0.0046 较密切关联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0.0045 有关联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0.0045 较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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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前向关联产业的数量增加，产业波及范围进一步扩

大，且其对于环保产业本身的完全分配系数亦有一定程

度的下降。也就是无论是从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环

保产业对其他产业的产业波及范围及程度均有一定程度

的提高，环保产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其中，化学工

业通过间接地与直接关联产业之间的影响作用，通过生

物制药、合成材料、化肥生产等方面对环保产业的产品

或服务产生较强的间接需求作用，从而相互协调促进

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对 2007 年和 2012 年的投入产出表的产业

关联度的对比分析，判断中国近年来环保产业的上下游

产业链之间的产业波及范围及结构有所优化，由 2007 年

的以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为主要上游产业转变为以生活

服务、小商品生产制造方面的中小企业作为主要上游产

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保产业不环保”的窘境。环

保产业的产品及服务对下游产业的分配结构也存在一定

的结构优化，政府环境管制工作重心由主要促进租赁

和商务服务业向对污染企业的末端治理方向转移。不

过，仍存在包括环保投资的中间投入率较高，产业自身

的创造价值能力较低，较高的环保投资并没有适当提高

本产业的需求，而是将产业需求转嫁给其他行业部门等

方面的问题，使得环保产业的产业波及范围较大，与

其他产业的相互依赖关系亦较为明显。相比之下，环

保产业对于本产业的投入和需求都相对较低，大量的

环保投资未流入环保产业中去，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

也就是仍存在较显著的“环保产业不服务于环保”的 
问题。

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政府部门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

以促进环保产业的良态转型，推动环保投资实际效力的

提高并减少中间过程中不必要的消耗：第一，扩大环保

产业投资，尤其是环保技术方面投资，以使得环保产业

真正服务于环保。目前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就是环

保产业的中间消耗较大，环保投资并不能真正地扩大产

业需求，产业本身的价值创造能力比较低，这样严重降

低了环保产业投资的投资效率。其本质原因即为环保产

业技术仍处较为低级的状态，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业部门

仍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产业组织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失衡。

因此，从环保技术和环保服务业这两个环保产业的主要

方面以促进环保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环保投资利用效率，

减少中间环节对其他产业的消耗及投入，才能使得环保

产业获得良性转型与健康发展。第二，政府起带头作用

逐渐引入社会资金以促进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强环

境规制并强调企业在产业环保化中的责任。现阶段，我

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投资，企

业没有动机或者没有机会进入环保市场，从而不利于环

保市场的产业效率的提高，没有有效的竞争机制以促进

环保产业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因此，通过新兴的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的绿色金融模式创新，以鼓励社

会资本的介入，发挥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的杠杆作用，

通过环境规制以将环保投资引导到环保产业，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环保企业间的竞争，使得环保产业进一步优化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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