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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律热点问题 
 

我国近日推出《“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

划》 

2012 年 7 月 4 日，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规划》”）。《规划》的制定对指导我国“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

的发展和市场主体进入该领域提供商品和服务提供了方向性意见。 

根据《规划》，节能环保产业涉及三大产业，即节能产业、循环经济产

业和环保产业。 

一、 《规划》明确了“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重点 

1、 节能产业 

 节能技术和装备重点——高效锅炉窑炉、电视及拖动设备、余热

余压利用装备、节能仪器设备； 

 节能产品重点——高效节能家用电器与办公设备、高效照明产品、

节能汽车、新兴节能建材； 

 节能服务重点——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2、 循环经济产业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重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再制造、再生资源利用、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林废物资源化

利用、水资源节约与利用。 

3、 环保产业 

 环保技术和装备重点——先进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大气污染

控制、危险废物与土壤污染治理、监测设备； 

 环保产品重点——环保材料、环保药剂； 

 环保服务重点——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的市场化、社会化，完

善提升融资、咨询、评价等服务体系。 

《规划》还就上述三大产业下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描述，对今后

中国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二、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前景 

《规划》明确了节能环保产业是我国加快培育和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该产业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前景。《规划》提到 2010 年我国

的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已达到人民币 2 万亿元，从业人数 2800 万人。

针对“十二五”期间，《规划》提出的主要发展目标是力争到 2015 年，

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实现人民币 4.5 亿元，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平均增

长 15%以上，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能环保大型企业集团。国家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到 2015 年，我国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能

潜力超过 4亿吨标准煤，可带动上万亿元投资；节能服务业总产值可突

破 3000 亿元；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市场空间巨大；城镇污水垃圾、脱硫

脱硝设施建设投资可超过 8000 亿元，环境服务总产值将达 5000 亿元。

如果《规划》设定的“十二五”目标得以实现，我国将在今后五年内实

现节能环保产业的产值翻番，市场前景可谓广阔。 

三、 政策倾斜支持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受经济外部性的影响，节能环保产业是典型的政策法规驱动型产业。该

产业得以发展，一方面需要市场主体的广泛参与，突出市场导向，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和政策支

持，驱动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市场。 

在指出节能环保产业在创新、结构、市场、政策及服务方面存在的若干

问题的同时，《规划》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希望籍

此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节能环保产业，并形成需求拉动，促进产业

升级： 

首先，完善价格、收费和土地政策，如研究制定鼓励余热余压发电的价

格政策，对能源消耗超过限额标准的实行惩罚性电价，研究制定燃煤电

厂脱硝电价政策，完善污水垃圾收费制度，优先保障环保设施用地等。 

其次，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安排中央财政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专项

资金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重点工程，完善节能、

节水、环保、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选择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

等。 

第三，拓宽投融资渠道，探索收费权质押贷款，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发行

债券、短期融资券等，支持节能环保企业上市融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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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完善进出口政策，通过完善出口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政策，鼓励

节能环保装备产品出口，对外援助优先安排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节能环

保项目，建立进口再生资源加工区，对用于制造大型节能环保设备确有

必要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研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等。 

第五，强化技术支撑，发布节能环保产业技术目录，设立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组建节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支持关键

技术研究。 

第六，完善法规标准，建立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体系，逐步提高重点

用能产品能效标准，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对产业发

展催生促进作用。 

第七，强化监督管理，严格执法、落实责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促

进公平竞争，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 《规划》对律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启示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在“十二五”期间的节能环保领域的法律服务市场上

大有可为。今后与节能环保行业有关的新兴法律服务业务增长点包括： 

1. 合同能源管理法律服务。依据《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节

能环保服务将得到快速发展，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机制的节能服务业销售

额年均增速保持 30%，到 2015 年，分别形成 20 个和 50 个左右年产值在

10 亿元以上的专业化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和环保服务公司。 

2. 节能环保方面的法律服务。《规划》对城镇污水、垃圾和电厂脱硫、

脱硝处理设施运营基本实现专业化、市场化提出了要求。 

3. 环境责任法律服务。《规划》强调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研究建

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特别是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阶段。依据《规划》，我

国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研究制定强制回收产品目录和包装物管理办

法。 

4. 投融资法律服务。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是中小

企业居多，市场融资能力不强。《规划》指出要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

支持力度，探索将特许经营权、收费权等纳入贷款抵押担保物的范围；

支付符合条件的节能环保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短期

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选择若干资质条件较好的节能环保企业，开展非

公开发行企业债券试点。 

5. 重点工程法律服务。《规划》提出以重点工程带动产业发展，并具

体列出包括重大节能技术与装备产业化、半导体照明产业化及应用、“城

市矿产”示范、再制造产业化、产业废物资源化利用、重大环保技术装

备及产品产业化示范、海水淡化产业基地建设、节能环保服务业培育等

八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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