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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基金应该怎么花？

补贴额度不合理，基金

池入不敷出，目前年缺口 20

亿元左右

补贴周期长、税负高成

制约瓶颈

扩大补贴范围未必是

好事，收集系统与处置系统

不能有效衔接，基金激励措

施只可能将越来越多的钱投

入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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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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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有机到底难在哪儿有机到底难在哪儿？？

造访南京秦邦吉品有机农场是段
愉快的自然之旅，风轻轻地吹着，鸡悠
闲地散着步，果园下总有果实落地，音
乐舒缓地响着，但创始人秦俊却跟我反
复说起，他的农场来了瓢虫。

南京秦邦吉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已经通过中国有机认证和更加严格的
欧盟有机认证，刚刚挂牌成为国家有机
食品生产基地，也拿到了纽伦堡国际有
机金奖。也就是说，有机大满贯它全拿
到了。但秦俊为何对瓢虫的到来如此
开心？

因为瓢虫是蚜虫的天敌，瓢虫来
了，说明在秦邦，自然、健康的生态体系
建成了。

秦俊说，“要做真有机，必须要做到
每个环节都有机，秦邦坚持了 8 年，终
于建成了闭环系统。”

但如果做有机，必须每个企业花费
数年心血，自建闭环系统，这个产业怎
么发展壮大起来？

现实的确如此，虽然中国第一张有
机证书已经颁布了 20 年，虽然公众对
食品安全、健康充满期待，但中国有机
产业依然处在金字塔上端，产业规模
小，企业在各种环境下坚守。

产业规模小，产业链未建起

瓢虫来了，说明农场的生态指标非
常好，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非常强。但这
花了秦俊 8 年时间。可是在欧洲，他的
同行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因为可以去瓢
虫场买瓢虫，但秦俊没人可以依靠，只
能踽踽独行，用 8 年时间建成一个封闭
的有机系统。

近年来，环境保护部和相关部委一
直在推动有机产业发展，通过建立国家
有机食品生产基地等方式，促进有机产
业链的健全。目前，中国有机产品生产
面积达到 3300 万亩，有机产品产值已
经达到 800多亿元。

但有机产业链还是空缺多多。相
比从事其他行业，像秦俊这样，在中国
做有机，需要更多投入、更多耐心和抗
压力。

缺少信任怎么办？

但最困惑他们的，不是生产的问
题。秦俊说：“8 年来，一直在解决各种
问题，原来是生产方面的纠结，但想着

一定有途径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是我
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

秦俊说，信任是有机产业的生命，
离开信任，有机难以为继。

他曾一度考虑，小米的商业模式我
们能否学习？市场培育靠什么？

但秦俊发现，有机和手机又有很多
不同，“我们做的是开拓者，别人都不信
任这个行业，我们的教育成本有多高？”

有机产品价格普遍数倍于常规产
品，消费者会说，我为什么要拿几倍的
钱买有机产品？秦俊对记者说，“一个
人的声音太累，我今天可以跟你一个人
去交流、把问题说透，但不可能跟所有
人都能这样交流。”

所以，秦俊很感慨，技术的生产的
难题一定有办法能解决，但信任问题个
人解决不了，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一方面，是每个人都希望食品安
全，吃到安全、健 康 的 食 品 ，很 多 人 在
寻 找 真 正 的 有 机 产 品 ；另 一 方 面 ，企
业 缺 乏 自 律 ，没 有 契 约 意 识 ，有 机 更
多 成 为 广 告 噱 头 ，市 场 上 不 断 暴 露
出假有机。

坚持了 8年，拿下了双有机认证、有
机金奖，但他特别希望有一天，整个中
国，都是真真正正 在 做 有 机 ，而 不 是
现 在 ，淘 宝 网 上 只 要 是 老 家 土 鸡 就

敢 叫 有 机 ，只 要 是 不 施 农 药 化 肥 就
敢叫有机。

假做真时真亦假，“劣币驱除良币”
的环境一旦形成，真正做有机反而难以
脱颖而出，到底怎么样让社会真正认识
有机？秦俊很苦恼，“我有时在想我可
以和消费者聊一些专业的，可消费者不
一定 喜 欢 听 ，通 过 的 有 机 认 证 、奖 牌
对 品 牌 有 提 高 ，可 在 目 前 整 个 社 会
不 信 任 的 今 天 ，消 费 者 有 他 们 自 己
的评判标准。”

秦俊坦言，“这几年，一直困扰着我
的是怎么才能引导消费者，我们该做些
什么，我也在循序渐进坚持讲有机，讲
科普……但消费者到底需要什么，我该
讲些什么，写些什么，做点什么才能站
在风口上，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有机，了
解环境。”

做真有机能坚持下去吗？

有机产品价格超出常规产品几倍，
是有机真的特别挣钱还是成本太高？
秦俊有句话说出了从业者的感慨，我国
还没有形成有机产业的环境，所以真正做
有机，很苦。什么都得自己干，鸡蛋有机，
必须鸡有机，饲料要有机，（下转11版）

编者按

历经 20 年发展，中国

有机产业已经小有规模，

但产业发展还面临许多困

难。比如，产业链的健全，

企业自律，消费者对行业

的信任和信心，如何让有

机产业造福环境、造福农

民、造福消费者等。有机

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更多关

心。为此本刊将邀请管理

者、从业者、投资者，以及

更多相关方为有机产业发

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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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需

两万亿绿色投资
社会资本将占绝大多数

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

本报综合报道“预计未来我国每
年需要两万亿元绿色投资，这将占到
GDP 的 3%，覆盖节能、环保和清洁能
源等各领域。但财政预算每年只能拿
出 3000 亿元左右的资金，约占总投入
的 10%~15%，其 余 85%～90%需 要 民
间出资。”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
骏在近日举办的 2015 中国环保产业
高峰论坛上表示。

他认为，我国亟待建立一个鼓励
绿色投资的金融体系，涵盖银行信贷、
保险和资本市场等多个方面。这将引
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例如开发
绿色指数，推动机构投资者开展绿色
指数的投资应用；鼓励资产管理机构
开发多样化的绿色投资产品，包括公
募 基 金 、ETF、集 合 理 财 、专 户 理 财
等。同时，考虑到直接融资的重要性，
未来可以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
境信息，并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
投资产品。

绿色指数和以绿色投资为基础的
投资产品，被认为可以降低绿色企业
在股票市场的融资成本。目前。国际
上已有标准普尔全球清洁能源指数、
纳斯达克美国清洁指数、FTSE 日本绿
色 35指数等。

据马骏透露，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已经研究设计出几种绿色指数，中国
人民银行也正在研究起草绿色债券的
指导意见。

同时，我国许多机构投资者尚未
能有效评估项目或企业在运作过程中
产生的环境成本，导致环境成本在投
资、商业决策以及政策决策中被严重
低估。

而国际上已形成环境成本估算制
度和实践，提出了“自然资本负债”的
概念和估算方法。马骏表示，中国金
融学会下的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正牵
头构建公益性的企业环境成本系统，
以最低成本提供给机构投资者。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
要。对此，马骏指出，上市公司披露环
境信息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而我国
由于缺乏强制性，只有 20%左右的上
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

“这种披露，不是讲几句概念性的
话，必须把投资项目的排放信息、减排
数据详细披露出来。”马骏认为。目
前，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已经提交了

《证券法》的修改建议，建议强制要求
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建立披露标
准，包括数量指标。

本报讯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近日印发《资源综合利用产
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以
下简称 78 号文），自 2015 年 7 月
1 日 起 ，征 收 增 值 税 ，后 返 还
70％ ，即 需 要 缴 30％ 的 增 值
税。这意味着污水处理、再生
水 等 免 增 值 税 的 政 策 被 取
消。政策出台后，引起了业内
关注和讨论。

E20 环 境 平 台 首 席 合 伙 人
傅涛认为，长期以来，国家对污
水处理行业比较重视。行业中
大部分项目是减免税收的，但恰
恰因为减免税收，污水处理行业
的交易结构、收费体系中，都没
有算入增值税以及所得税的环
节。78 号文的发布打破了产业
发展的均衡。

“政策的初衷是支持产业发
展，同时能让环保企业守法，但
是对于一个已经多年享受到减
税的产业来说，其实无形中加大
了负担。”他说。

济邦咨询公司总经理张燎
认为，新政策的出台多且快，但
有些考虑欠周详。当然，如何平
衡速度和质量本身也不容易。

E20 环 境 平 台 高 级 合 伙 人
薛涛表示，78 号文所影响的企
业 正 在 以 PPP 中 所 包 含 的
BOT 模 式 运 行 污 水 处 理 厂 ，
这 将 冲 击 本 身 就 落 地 不 畅 的
PPP 模 式 ，因 为 其 中 并 未 要 求
地 方 政 府 对 民 营 资 本 做 出 合
理补偿。

薛涛还表示，污水处理行业
本身竞争比较充分、利润低，现
在又减去 30%的利润，会产生很
多 不 稳 定 因 素 。 类 似 文 件 出
台之前，应该要求地方政府及
时调价。

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

业等领域服务多年的律师刘敬
霞认为，78 号文的出台加大了
污水处理企业的负担。预计原
来做 BOT 的污水处理厂会要求
调价，将税收反映到成本中。

E20 环 境 平 台 高 级 合 伙 人
高宏坪认为，从现金流上来讲，
很多环境项目公司和地方政府
之间签的 BOT、TOT 协议大多
是按月付 和 按 季 付 ，经 常 有 政
府拖欠不能及时支付的情况，
导 致 运 营 企 业 现 金 流 压 力 特
别重。此次开征增值税，将进
一 步 加 剧 项 目 公 司 的 现 金 流
压力。

此外，目前市场对开征增值
税的理解有所不同。比如，污水
处理企业退税 70%的基数是多
少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税基是
17%，还有人认为污水处理厂应
属于小规模纳税人，按 3%的税
基计算。

北控水务有关人士介绍说，
污水处理厂的最终所有权属于
政府，会计核算将其确认为一项
金融工具而非固定资产，因此，
是 否 适 合 17%税 率 值 得 商 榷 。
同时，污水处理行业属于国家鼓
励行业，增值税的根本原理在于
流转，但污水处理厂的下游都
是 政 府 ，将 税 收 转 嫁 给 政 府 ，
是 否 违 背 了 政 策 的 初 衷 也 值
得商榷。 E20环境平台供稿

政策出台是为了整合、

规范市场，但是操作过于简

单。以 2014 年为例，如果按

照新政策，兴蓉投资一年的

增 值 税 和 所 得 税 净 增 加

2800 万元，对企业来说压力

巨 大 。 国 家 想 支 持 行 业 发

展，不能散点式打针，需要有

系统规划措施。

——兴蓉集团董事长

杨光

环保行业一直是一个保

本微利的行业，需要更多政

策和资金等支持。按现在的

政策，企业很大一块利润将

被扣掉。如果没有基本的支

持和鼓励，企业可能没有太多

创新动力。

——柏林水务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阿蕾

此次增值税政策的出台，

可能是政府认为污水处理不

是资源消耗单元，而是能源的

产出者。从之前的免征增值

税到现在突然征收，政府“一

刀切”做得过快。环保行业

需要多方共同呼吁，政策能

有更好地完善。

——博天环境集团董事

长赵笠钧

污水处理、再生水等免增值税政策被取消

政策突如其来政策突如其来 企业有何反应企业有何反应？？

热点关注

“对污水行业是个重大利空。”桑德集团
董事长文一波这样评价不久前“横空出世”的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以
下简称78号文）。

近日，他在出席 2015 环保产业高峰论坛
期间表示，对污水处理开征增值税的政策是从
再生资源的角度出发。如果所有的污水都作为
再生 水 、中 水 进 行 售 卖 ，那 么 征 税 是 合 理
的。但现在，大部分污水处理后直排，即使
生产中水也没有实现市场化。“这样的政策
就有问题了”。

这也成为本届论坛上企业家们热议的话
题。大家普遍表示不理解：一方面，从战略新
兴、新的支柱产业到这一轮 PPP 的重点内容，
环保产业的政策地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却
在增税，有点自相矛盾。

此前，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曾多次
发出呼吁，对环保行业进行统一明确的税费减
免。多年呼吁没有落实，却迎来税收增加。记
者了解到，环境商会也在积极与企业交流，搜
集意见，向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根据现在的 78 号文，17%增值税先征，后
返 70%。虽然有返还的规定，但是一年后的返还
执行将存在很大变数，在评估 扣 减 时 会 打 折
扣。”文一波说。

据估算，连同其他附加计征项目，折算下
来污水处理收入要计征 6 个点（6%）。一座污
水处理厂年收入往往达数千万元，6%的计税
看起来不大，实际上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对
此，业内人士表示，在微利的污水处理行业，收

入和利润是两回事，这样的计税将给行业带来比
较大的影响。“这比所得税还厉害。”文一波表示。

据悉，整个污水处理行业是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迎来的这个消息，现在也正准备向有关
部门反映情况。文一波认为：“估计他们（相关
部门）也没预想到会有这样的影响。”而此前一位
业内人士曾私下透露，相关部门也承认考虑欠
妥，但还是要先执行一年再看看情况。

那么，相关企业将如何应对？对此，文一
波表示，对于国企而言，影响不大，不过是“从
左手到右手”的问题。但对广大市场主体而
言，就对经营有明显的影响。而据统计，目前
污水处理行业近 70%已实现市场化。

企业自然有应对机制。记者了解到，在与
地方政府签订的污水处理合同中，明确规定了
税率变化，水价也须相应作出调整。“现在税涨
了，没理由价格不变。据我所知已经有企业在
向地方政府交涉了。”文一波说，据他估算，如
果确实执行增值税政策，污水处理的成本估计
每吨要普涨 0.1元左右。

记者了解到，此前对于污水处理，国家在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方面均有优惠。其中，增
值税免征，企业所得税方面，优惠政策主要涉
及 3 个方面，一是项目投资减免税，二是减计
收入，三是投资设备税收抵免。

污水处理加税就要加价？

◆本报记者陈湘静 ●污水处理合同中明确规定

了税率变化，水价也必须做出调

整。据估算，如果确实执行增值税

政策，污水处理的成本估计每吨要

普涨 0.1元左右

●由于大部分项目是

减免税收的，污水处理行

业的交易结构、收费体系

中，都没有算入增值税以

及所得税的环节，78 号文

打破了产业发展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