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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服务业是指为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提供的相

关服务活动，主要包括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
生态保护、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
危险废物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等行业。近年来，
环保产业蓬勃发展，特别是对生态环境越来越重视，进
一步促进了环境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环保产业
中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政府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
度越来越大，为环境服务业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随着
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越来越大，环境服务业发展政策的
持续推出，环保服务产业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
大。本文通过统计调查获取环境服务从业企业主要财务
数据，整体把握环境服务业发展状况，从而为各级政府
进行决策和宏观提供依据，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数
据。

2 环境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以汕头市为例）
2.1 整体发展状况

2.1.1 从业单位、营业收入、从业人数情况

根据 2019 年度汕头市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调查数据
显示，2019 年我市环境服务业统计口径内从业企业 41
家，年营业收入总额 4.3 亿元，期末从业人数为 1069 人。 
2015-2019 年间，从业企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1.5%，
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42%，期末从业人数年平
均增长速度为 37.4%。可见，汕头环境服务业从业企业
数量、营业收入、从业人数近几年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主要是随着对环保产业的日益重视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
支持，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入环境服务业，在环境服
务领域逐步形成了一直健全的产业队伍，部分环境服务
业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
2.1.2 行业企业规模构成

2019 年汕头市纳入统计的环境服务业从业企业（以
执行的会计制度划分）共计 41 家，按照营业收入划分（划
分依据参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
营业收入在 40000 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为 0 家；从营
业收入在 2000 万元到 40000 万元的中型企业有 3 家，
占从业企业总数的 7.3%；营业收入在 300 万元到 2000
万元的小型企业有 8 家，占企业总数的 19.5%；营业
收入小于 300 万元的微型企业有 30 家，占企业总数的
73.2%。可看出，汕头环境服务业仍以小微型规模经济
单位为主。

表 1

各类规模
从业企业数量

/ 家

大型企业（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 0

中型企业（2000 万元≤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 3

小型企业（300 万元≤营业收入＜ 2000 万元） 8

微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 30

合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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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企业营业利润情况

2019 年，汕头市纳入统计环境服务业从业企业（以
执行的会计制度划分）共计 41 家；营业收入为 4.3 亿元，
营业成本为 2.9 亿元，营业利润 0.44 亿元，营业利润率
为 10.18%。2015~2019 年，汕头市环境服务业从业企业
营业收入分别为 0.18 亿元、0.19 亿元、0.43 亿元、1.2 亿 
元、4.3 亿元；营业成本分别为 0.070 亿元、0.080 亿元、 
0.18 亿元、0.69 亿元、2.94 亿元；营业利润分别为 0.012
亿元、0.010 亿元、0.024 亿元、0.20 亿元、0.44 亿元；
营 业 利 润 率 分 别 为 6.96%、5.09%、5.65%、15.96%、
10.18%。企业业绩上升明显，营业利润水平整体上扬，
营业利润率有升有降。具体见图 1、图 2。

图 1   2015-2019 年汕头市 
服务业从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图 2   2015-2019 年汕头市服务业从业企业营业利润率图
2.2 行业领域分布

在调查的 12 个细分的业务领域中，2019 年汕头环
境服务业从业企业涉及的环境服务领域包括环境保护监
测、危险废物治理、固体废物治理和水污染治理 4 个领 
域，其他领域尚待开发。详见表 2。
表 2   2019 年汕头市环境服务业财务统计业务领域概况

序号 业务领域
营业收入
（亿元）

占比
（%）

营业利润
（亿元）

占比
（%）

利润
（%）

1 固体废物治理 3.1 70.57 0.39 88.94 12.84

2 环境保护监测 1.2 27.66 0.054 12.19 4.49

3 危险废物治理 0.075 1.73 0.0024 0.54 3.20

4 水污染治理 0.0019 0.04 -0.0074 -1.67 -382.90

总计 4.3 100 0.44 100 /

从营业收入看，固体废物治理在细分领域中最高，
达 3.1 亿元，占从业企业总额 70.57%；其次是环境保护
监测，营收 1.2 亿元，占 27.66%；水污染治理营业收入
最低为 0.0019 亿元，仅占 0.04%。

从营业利润看，固体废物治理在细分领域中最高，
达 0.39 亿元，占从业企业营业利润总额 88.9% 其次是环
境保护监测，营业利润为 0.054 亿元，占 12.19%；水污
染治理营业利润最低，为负。

从营业利润率看，固体废物治理在细分领域中营业
利润率最高，为 12.8%；其次是环境保护监测为 4.5%；
水污染治理营业利润率最低，为负。

3 存在问题
3.1 环境服务业企业规模小，缺乏龙头企业

环境服务业企业从业单位以小微型规模经济企业为
主，缺乏真正的龙头企业。以汕头为例，参照《统计上
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划分标准，营业
收入在 40000 万元以上的大型企业为 0 家；从营业收入
在 2000 万元到 40000 万元的中型企业有 3 家，占从业
企业总数的 7.3%；，比重不足 10%。企业过度分散，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制约了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3.2 环境服务业缺乏专业人才，困扰产业转型升级

据统计数据显示，环境服务业企业从业人数近几年
呈快速增长趋势，但是大多数是从业者素质水平偏低，
真正的高精尖人才严重缺乏，专业人才的缺乏制约着企
业的转型升级。21 世纪的竞争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转变
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的
转型升级，无不需要技能人才的参与和支持。
3.3 经营成本高，对增量资金吸引力不足

环境服务业从业企业的年营业成本高，营业利润低，
部分企业营业利润甚至为负。以汕头为例，近五年的统
计数据显示，企业业绩上升明显，营业利润整体上扬，
行业营业利润率却发展不平衡；行业领域分布不均，如
水污染治理行业营收偏低，利润为负。表明企业经营成
本高，难以吸引增量资金注入，且资金注入行业不均衡，
无法保障环境服务业的健康均衡持续发展。
3.4 环境服务业产业技术创新不足，产业基础薄弱

环境服务业的关键和核心技术缺乏资金注入。技术
创新、研发推广、环境咨询等不能充分满足环境保护相
关要求；行业基础薄弱，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弱，技术服
务能力和人员素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环境服务业未能
真正成为环保产业的核心领域。

4 提升环境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4.1 扩大环境服务业企业规模，培育龙头企业

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增强示范带动效应方面。一
是搭建平台，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的
前提是必须大力引进龙头企业。筑巢引凤，加强了工业
园区水、电、路、渠等基础设施的标准化配套完善，为
龙头企业的引进创造条件。二是因企制宜，培育壮大龙
头企业。在实践中，因企制宜，多法并举，不断培育壮



-3-中国化工贸易          2021 年 10 月

Trade economy  | 贸易经济

大龙头企业，使其健康发展。根据企业产值、利润、税
收情况，重点从环境保护监测、固体废物治理、危险废
物治理、水污染治理等领域筛选出一批龙头骨干企业，
制定相应的鼓励、优惠政策，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重点培育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或拥有专利较多、
技术创新项目较多的企业。通过整合带动、改造提升、
兼并重组等措施扶持一批成长型小企业进入中大型企业
行列。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效，组织小微企业
到龙头企业参观学习，对小微企业进行结对帮扶，引导
小微企业向专业化、差异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形成一
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特、精、新企业。
4.2 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加强职业培训

人才的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
配。一方面，政府在实施人才引进战略，围绕引才、育 
才、用才、留才，开展系列人才活动，全面营造尊才、
爱才、敬才、用才的良好氛围，助推环境服务产业高质
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制定
人才引进方案，多渠道引进人才。在薪酬待遇、人才培 
养、职业晋升、住房看病、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相应的
保障，同时，要知人善用，任人唯贤，让专业的人干专
业的事，用专业的体系评价专业的人才。为此应该合理
分配工作，真正做到专业对口，能力匹配，敢于放权，
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充分发挥创造力，让其聪明才智有
用武之地，鼓励尝试，宽容失败，正视成绩，让人才获
得成就感，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4.3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鼓励环境服务业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尤其是水、大
气、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污染治理领域。鼓励企业成立
了自主研发中心，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发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
立相关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有重大技术创新的给予财政
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协调环产学研一体化，确保环保技
术的高效研发，通过获取独立的知识产权提高核心竞争
力，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组织和动员科研院所和高校
的高素质人才深入企业开展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服务。利
用科技中介机构、技术转移机构等搭建高素质人才与企
业双向选择的信息交流平台，形成高素质人才服务企业
的长效机制。从科研院所和高校选派一批高素质人才进
入企业，研发技术、开发产品。特别是鼓励高素质人才
带技术、带产品进入企业推广应用。鼓励高素质人才直
接创办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科技创业。
4.4 健全市场化运营机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环境服务业是环保产业的一部分，具有环保产业的
特殊性：社会公益性和正外部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环
境服务业不是市场主动形成的，是市场被动形成的，主
要受政府驱动的影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加强组织
保障力度，从顶层规划设计环保服务业未来发展方向，
结合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对标国内先进环保产业率先发展
突出重点领域，以点带面辐射环保产业多领域协同发展，

以环境质量的改善提高转化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稳步发
展的内生动力。

政府要转变职能，明确在环境服务业市场化进程中
的角色定位，做好放管服，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利用
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等奖励制度，加大经济杠杆对环境
服务业发展的调节力度，刺激、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
扩大资金、技术投入，吸引不同类型的单位成为利益相
关方，鼓励企业采取服务外包、特许经营、合同租赁等
运行模式。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有机融合，降
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实现投资效益递增，提高环境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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