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影响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的观点，也是环保部刚刚完成的一个分析报告的

基本判断。

环保部科技司副处长陈胜介绍，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组织技术专家通过实地调研和实证

分析，形成了这份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对经济影响的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环境保护对经济的短期影响主要表现为淘汰落后产能带来 GDP 减少。据宏观测

算研究，“十一五”期间，我国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力淘汰落后产能，累计减少了 GDP1869
亿元，占同期 GDP 比例为 0.12%，影响较小。《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淘汰落后

产能共造成 GDP 减少约 1148 亿元，占同期 GDP 比例为 0.03%，其中炼钢行业减少 812 亿元，

总体影响较小。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宏观测算的结果反映出部分环境保护措施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只是在短期内对火电、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两高一资”行业产生

了遏制作用，而对现代服务业、环保产业、设备制造业等新型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明显优化了产业结构。

根据对唐山的实地调查，近两年来，唐山市持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因市场和环保

等因素关停取缔的企业达 2382 家，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经初步测算，钢铁行

业关停影响现价产值 276.5 亿元，占钢铁行业总产值的 6.4%；水泥行业关停影响现价产值

6.5 亿元，占水泥行业总产值的 2.5%；焦化行业关停 6 家，影响现价产值 47.3 亿元，占焦化

行业总产值的 9.5%。以上企业合计影响税收 18.46 亿元。

尽管在短期看，唐山市经济受到一定负面影响，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唐山市产业结构偏重趋同、

产业链条短、产品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以及传统产业的产品价格全面下跌等导致各项经济指

标增长乏力。

理性看待环保与经济发展整体与局部、长期与短期关系，是实现环保优化经济发展要过的“认

识关”。过不了这一关，就难免会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行动上徘徊不前。

有“减法”就有“加法”

通过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减法”，助推效益提升的“加法”，是环保优化经济发展的“加减

法”。

王金南介绍了更多的数据：据测算，“大气十条”的实施将拉动我国 GDP 增长 1.94 万亿元，

增加就业 196 万人。“水十条”的实施需要环保总投入 4.6 万亿元，带动 GDP 增加 5.7 万亿

元，累计增加非农就业约 400 万人，带动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 1.9 万亿元。

“在宏观层面上，我国逐年增加的环保投入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等较

为积极的影响。”王金南说。

此外，严格环保法规标准将倒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逐步淘汰从而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数



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使工业所占比重下降了 0.36%，污染密集

型行业比重下降 0.39%，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了 0.24%。“大气十条”“水十条”的实施对产

业结构具有明显优化作用，火电、钢铁、水泥、化工等高污染行业比重显著下降，涉及大气、

水治理的高新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比重将有所上升。

王金南进一步举例，浙江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整治关闭 224 家铅蓄电池企业，而该省蓄电

池行业生产总值不降反增，较整治前增长 41.3%，利润增长 75%。

对此，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表示，国内一些研究表明，当环境管制成本增加 1%时，

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增加 0.12%、0.30%和 0.22%，
证明了适当的环境要求利于企业赢利。

环境保护对经济的直接贡献是环保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据测

算，“水十条”的实施，投资中直接用于购买环保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达 13926 亿元，间接带

动环保产业产值增加 4856 亿元。

另有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以 15%至 20%的速度增长，可再生能源

领域的投资已达 677 亿美元，居全球之首。仅以淄博为例，2014 年该市环保投入达 400 多

亿元，环保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淄博市环保产业仍

连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并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空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的比重达到 30.7%。

“绿动力”需持续给力

“中国正在迎来绿色发展的时代，这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

钢说，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后已经呈现出几个重要的创新，首先提出了绿色发展目标，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节能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纳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目

标。

胡鞍钢说，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再到“十三五”，我们正在走向总量减排与经济发展

脱钩的阶段，尽管环境质量改善仍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将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探索出一条路，

成为环境治理良好的国家。

王金南认为，运用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重要的是增强绿色驱动力。“加大绿色技术创新，

加大环保有效投资，以环保大投入带动绿色经济大发展，完善环保市场化机制，创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

在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环保标准不断加严情况下，若缺乏可行、可靠、稳定的治理技术，

企业要达到新排放标准时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应同步加快相应节能环保新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着力解决环境技术瓶颈问题。王金南建议，结合“一带一路”、京津冀区域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以气水土 3 个十条及“十三五”规划为抓手，制定和

实施针对性强的国家绿色清洁能源、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环境保护、固体废物

资源化、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智慧环保等 8 大工程体系，以绿色投入

带动产业发展。



环保部的上述分析报告同时建议设立国家绿色环保产业发展基金，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PPP）、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培育环保企业做大做强，整体拉升我国节能环保

产业。

严格环境标准法规，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已成为专家的普遍共识。此外，为最大限度减小环

境保护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要疏堵结合，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建立完善相关保障性

政策，以帮助政府和企业渡过“难关”，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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