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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能德美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吸引企业目光吸引企业目光，，创新成为发展关键词创新成为发展关键词

环保企业走出去有优势环保企业走出去有优势

本 期

点看

热点产业

专业视点

污水处理标准、技术将怎么发展？
——访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总工程师郑兴灿

◆本报记者陈湘静

10版 下一代污水处理技术着力点何在？

我国将探索建设污水处理概念厂，变污水处理事业

跟跑者为领跑者，应在解决水资源紧缺、能源短缺、资源匮

乏、邻避效应方面有所作为。

◆本报记者张蕊

水务巨头又被做空
北控水务被指会计准则暗藏隐患，第一时间作出反击

特别关注

“创新发展将成为环境保护发展
的强劲动力，这些创新主要体现在环
保制度的创新，比如第三方治理、PPP
模式、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环境监测社
会化，谁污染谁付费、区域控制等。”环
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巡视员胥树凡
日前在广东省肇庆市召开的 2015 中国
环保上市公司峰会上说。

在此次峰会上，记者了解到，随着
一系列与环保产业相关的政策不断出
台，为我国环保产业拓展了广阔的市
场前景，同时也为环保企业和一些由
其他行业切入至环保产业的企业发展
提供了契机。

从区域发展上讲，有些环保企业
已经瞄准“一带一路”战略涉及的国外
市场。而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
业，如何在技术、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
成为峰会上业内人士关注的重点。

“一带一路”吸引企业目光

中 国 企 业 在 环 保 工 程 施 工
等领域有成本优势，环保产业要
想“走出去”并非难事

峰会上，启迪控股成为企业中的
亮 点 。 这 不 只 源 于 它 的 非 环 保 企 业

“出身”，更是由于对环保企业的一系
列并购行为，最为著名的当属今年与
其他 3 家清华系企业 70 亿元控股桑德
环境，大举进军环保产业。

启迪控股与肇庆市政府签订了启
迪（肇庆）环保产业基金项目、启迪科
技城（肇 庆）项 目 等 项 目 。 启 迪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裁 王 济 武 表 示 ，启
迪 控 股 将 在环保领域做出投资和重
要转型。

不只 是 跨 界 企 业 看 重“ 一 带 一
路”带来的潜在市场。作为以水务起
家的环保综合服务企业，如首创股份
也 已 经 布 局 这 一 市 场 并 且 进 行 了 尝
试。今年，首创股份以 11 亿元收购新
加坡 ECO 工业环保工程私人有限公
司股权。对此，首创股份总经理刘永
政表示，首创股份希望借这一重大的
战略并购开拓东南亚市场。

与这些领域相对应的正是东南亚
一些国家在固废、危废处理方面的市

场需求。记者了解到，在有些东南亚
国家，危险废物很难得到处理，甚至存
在露天堆放等情况。一些国家急于寻
求处理成本相对不高，同时又能有效
处理的技术和项目。而巨大的市场需
求并不只限于固废领域，在污水处理、
人工湿地等方面，这些国家也存在类
似需求。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我国一些
企业已经可以提供具有核心竞争力和成
本优势的人工湿地、人工快渗技术。

此外，有专家表示，中国企业在环
保工程施工等领域有成本优势，尤其
是脱硫、脱硝、除尘的大气处理设备、
污水管网以及加力气体具有的远程监
控、无人值守气站等技术都已达到较
高水平，而且成本又比一些发达国家
低。因此，在这样的优势下，环保产业
要想“走出去”并非难事。

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正利用以大数据、云计算
为代表的互联网+进行模式创新，
面临全链条数据化的转型，需要实
现制造、管理、服务智能化

记者了解到，我国节能环保产值

规模已达 4.5 万亿元，增加值约占 GDP
的 2%。 在 经 济 下 行 的 压 力 下 ，稳 增
长、调结构、转型升级、降本增效是所
有企业，包括环保企业的主要任务。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巡视员赵鹏高表
示，稳增长不仅是数量的增长，而必须
是质量的增长。“绿色产业发展壮大，
需要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地，环
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

同时，环境保护部正在加快制定
环保“十三五”规划，将以环境质量改
善为战略目标。启迪桑德董事长文一
波表示，据测算，“十三五”期间，环保
产业投资需求将达到 10 万亿元级。市
场巨大，但是，产业发展除了政策引导
和金融创新外，企业从技术到商业模
式的创新才是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所在。

对此，王济武表示，环保产业还处
在幼苗期，可以从科技创新孵化来发
展。启迪控股将构建环保产业联盟，
搭建平台。“我们希望带动环保企业创
业，特别是帮助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
孵化。启迪控股将联合广东省政府、
肇庆市政府设立 20 亿元的环保产业基
金，用于环保企业孵化。同时，启迪控

股还可以依托全球科技园区的优势，
帮助有技术能创新的企业走出去。”

在峰会上，互联网+成为了业内热
议的话题，一些企业也正在谋求利用
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实
现商业模式的创新。文一波表示，企
业面临全链条数据化的转型，需要实
现制造、管理、服务智能化。启迪桑
德 正 在 通 过 互 联 网 把 环 卫 的 各 个 环
节 全 部 数 据 化 、线 上 化 、智 能 化 ，然
后 将 数 据 放 置 在 云 平 台 上 ，通 过 在
线实现自动化管理。“我们以环卫作
为 一 个 切 入 口 发 展 相 关 业 务 ，形 成
一个环卫产业群，拓展物流、再生资
源等产业链。”

从 区 域 发 展 上
讲，有些环保企业已
经瞄准“一带一路”战
略涉及的国外市场

资料图片

随着污水处理行业的不断发展，
污水处理技术设施正在从传统走向变
革 。 未 来 ，产 业 界 的 变 革 将 更 加 明
显。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总工程师郑兴灿近年来一直在做污水
处理的发展趋势研究，他从污水处理
规模、标准、技术等方面，对可能产生
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记者：我国目前已经有 4000 多座
污水处理厂，处理率接近 9 成，将来还
会有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吗？会有什
么变化？

郑兴灿：简单来看，数量上还会有
增长。我个人预计到今年年底会接近
5000 座，到 2020 年应该超 1 万，到 2030
年可能会过两万。当然，污水处理厂
数量是增加的，但增加的总体规模增
长并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后面的污

水处理厂规模可能会越来越小。
我 认 为 ，在 2020 年 ～2030 年 之

间，污水处理设施会有一个重要特征，
即会把雨水、尤其是初期雨水处理纳
入进来，这会带来很多城市的大型污
水处理厂扩容至少 50%。当然要全部
实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 20～30 年甚
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估计在 2020 年左右，会有一
部分城市率先有所实践。因此，污水
处理厂将来不仅要考虑现在的生活、
工业污水问题，还要考虑今后纳入雨
水后带来的处理、运行挑战。

记者：目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单
个规模都较大，走的是集中处理路线，
已经遇到了管网、回用等困难，未来会
有怎样的趋势？

郑兴灿：我认为未来新建的污水
处理设施，很大一部分将在村镇，规模
不会大。但正是因为规模小，一方面
为新的技术应用带来了一些契机，一
方面也为新的创新型中小公司带来了
商业机会。

但从长远来讲，几十、几百吨的小
设施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迟早要走
向合并。比如，奥地利的污水处理设
施，就是十几个小城镇污水处理归并
起来，几个镇共分担资金，建设运行一
个污水处理厂。相信这样的趋势在国
内也会同样出现。

记者：不 久 前 ，相 关 部 门 对 修 订
《城镇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征求意见，
各 项 指 标 全 面 加 严 。 特 别 地 区 的
COD 甚 至 提 出 要 到 30mg/L。 请 问 ，
这种加严是未来趋势吗？

郑兴灿：首先，任何环境问题都是
和经济相关的。设计达到什么样的排
放水平，就得有什么样的投入。

其 次 ，出 水 中 不 可 生 物 降 解 的
COD，如果是天然物质的话，不会造
成水体的黑臭。因此，如果把 COD 要
求强制的达到 20mg/L 这样的水平，尤
其在未来污水进水的浓度越来越高的情
况下，这样的高标准属于劳民伤财。

我认为对我们现在的污水处理技
术来讲，有一个指标更为关键，即氨氮
指 标 ，这 和 黑 臭 富 营 养 化 等 直 接 相
关。而且，如果出水的氨氮指标能低
于 1mg/L 升的话，相关的 COD、BOD
都会达到相应要求。

在总磷、总氮指标方面，我跟国内
相当一部分专家的观点有些不一样。
我认为，如果目标是控制藻类的生长
和富营养化，那么必须重视氮磷之间
的比例关系。而总氮再低，如果总磷
没有变化，那么也解决不了问题。

从这个角度，从对水体的富营养化
控制来讲，总磷是第一位的，氨氮是第二
位，总氮指标是第三，控制了这三个指标，
污水排放的常规指标就控制住了。

记者：针 对 越 来 越 复 杂 和 严 格
的 要 求 ，目 前 以 活 性 污 泥 法 为 基 础
的 工 艺 是 否 能 应 对 ？ 未 来 有 何 发 展
趋势？

郑兴灿：不 论 工 艺 怎 么 变 化 ，稳
定 达标+能源化+资源化和低碳低耗，
这样的理念，我想在短期内，不会发生
变化。

在除磷脱氮方面，传统工艺怎么
转向厌氧氨氧化是一大挑战。目前，
侧流方面是比较成熟了，主流工艺还
需要做工作。据我所知，国内已经有
五六个团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有的
企业甚至提出了希望在两年内实现主
流工艺厌氧氨氧化的目标，我认为这
个目标有点高。

在对工艺的研究应用中，有几个
问题逃避不了。比如，城市污水水质
水量在时空上有很大变化，城市污水
的碳氮比普遍偏低，进水无机悬浮固
体普遍比较高，低水温与大量工业废
水等，都是国内污水处理非常重要的
影响因素。

怎么有效地把新型工艺融入到已
有的工艺系统当中去，是非常重要的
问 题 。 可 能 未 来 会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工
艺 组 合 ，都 会 有 利 于 污 水 处 理 事 业
的 发 展 。 企 业 、科 研 机 构 等 都 可以
发挥想象力，利用自己的资源，做不同
的尝试。

12版 相对低价不等于低质项目

低价中标近年来引发业内外诸多争议，但一些相对

低价的项目后来并没有陷入低价、低效益、低质量的局

面。原因在于，政府严格监管，企业向管理要效益，这也是

未来产业竞争所体现的差异化、专业性趋势。

11版 电厂第三方治理模式优势在哪儿？

大唐国际托克托电厂 7 年实践证明，第三方治理在火

电厂领域的节能减排优势明显。同时，电厂期待完善责任

制度、规范市场秩序。

“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目前还没
有形成产业，产业界目前也并不太关
注。但这个问题很严峻，急需通过政
策、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
所长王琪近日在第九届固废产业论坛
上表示。在生活垃圾焚烧已进入极其
惨烈的价格战时，专业人士提醒业界固
体废物还有很多领域待开发。此次论
坛由 E20 环境平台与中国城建院联合
主办。

“目前我国将近有 40%的工业固废
被丢弃。”王琪介绍说，其中尾矿的综合
利用率最低，只有 18%左右；有色金属
冶炼副渣中的赤泥只有 4%得到利用；
每年 1.84 亿吨的工业副产石膏，更让人
头痛。“虽然有石膏综合利用的途径，但
其市场远远不能消纳产生量。”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产能发展的变
化，工业废弃物的增速可能会降低。但
在王琪看来，过于巨大的积存量仍是非
常严峻的问题。“如煤矸石的积存量是
45 亿 吨 ，这 还 不 是 完 全 统 计 的 数 据 。
脱硫石膏的堆存量每年有两亿吨左右，
随着脱硫效率的提高，量会更大，甚至
可能会有百亿吨的规模。”

“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

体系可能是出路之一。这也是‘十三
五’国家积极推动的产业模式。”王琪表
示，可以将一般工业废弃物的回收利用
和建材等行业结合起，特别是建材行
业，有较大的固废消纳能力。另外，在
地貌改造、填坑、土地复垦等领域，对特
定的固废利用产品也有大量需求。

要推动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上的安
排也必不可少。目前在工业固废领域
存在的显著问题之一，是工业固废的产
地和市场往往不在一起。“比如，粉煤
灰 在 东 部 地 区 可 以 出 售 ，但 在 产 量
巨 大 的 中 西 部 ，反 而 没 有 市 场 ，企 业
也 不 愿 意 花 钱 去 处 理 。”王 琪 表 示 ，
对 于 工 业 废 弃 物 ，也 应 该 落 实 生 产
者 延 伸 责 任 制 ，即 产 废 责 任 制 。“ 如
果 没 有 这 个 制 度 ，工 业 固 废 的 问 题
很难解决”。

“我们今年收获非常好。”内蒙古正
唐 环 保 产 业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魏 秀 玲
说。她所在的公司在工业大宗固废处
理坚持了 10 年。“我们离山西比较近，
这两个地方电厂很多，电厂的固废让企
业很头疼。我们用 10 年时间研发粉煤
灰综合利用的产品和成套装备，还不断
摸索和市场如何对接、产业化发展。随
着国家对工业废弃物的合法处置、综合
利用越来越重视，产业迎来了非常好的
订单机会。”

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市场待开发
积存量巨大，期待政策到位，利用建材等行业消纳

◆本报记者陈湘静

本报综合报道 近日，北控水务突
然大跌，成交量急剧放大到 4.4 亿，是前
一天成交量 的 6 倍 ，收 盘 时 总 共 下 跌
6.54% 。 继 今 年 年 初 ，桑 德 集 团 被 沽
空 机 构 做 空 后 ，北 控水务遭遇了同样
的噩运。

据了解，北控水务是港股水务板块
的龙头，向来都是各大基金的最爱，市
值约有 500 亿，股价一直都非常稳定，
6.5%的跌幅算是非常巨大。

过去三年，北控水务集团在香港上
市的股票上涨了近两倍，主要受地方政
府 通 过 该 公 司 修 建 污 水 处 理 站 的 推
动。在许多情况下，北控水务集团负责
修建污水处理站，拥有 30 年的经营权，
然后把这些站点转交给政府。

然而，在这些污水处理站开始运营
之前，北控水务集团就已经立刻计入了
利润。根据国际会计规则，那些在建成
和投入运营后由政府对收入做担保的
项目可以这样提前计入利润。

“给中资污水处理公司的运营带来
帮助的不仅仅是中国对环境保护所做
的承诺，会计方面存在的回旋余地也是
其中一个因素。对于北控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的投资者来说，这样的会计处理
方法会给他们的投资造成负面影响。”
做空前，《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中

资水务公司会计处理方法暗藏隐患》，
直指中国水务会计准则暗藏隐患，并点
名北控水务利用会计准则空间平滑并
夸大利润。

有业内人士在阅读了《中资水务公
司会计处理方法暗藏隐患》一文后认
为，文中所提的很多方面都与现实不
符。对此，北控水务也在第一时间发出
声明，并在香港会计准则下对建造——
经营——移交项目（以下简称“BOT 项
目”）的会计处理方法做了阐述。

其中包括 5 个方面内容：第一，北
控水务的会计报表严格按照香港会计
准则编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符合会计
准则要求，每年均获得国际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的认可。第二，北控水务与同行
业比较，建造毛利率处于中等偏下的水
平，而毛利率是经第三方专业的评估师
评估，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方可确定的，管理层无权擅自更改。第
三，北控水务根据香港会计准则按实际
利率法在运营期确认利息收入，并不会
导致进一步增加公司的利润。第四，根
据准则要求，北控水务将在建 BOT 项
目的投资作为经营性现金流出。第五，
北控水务一直高度关注在 BOT 水务项
目上的投资数量和质量，并于近年在此
类项目上多有斩获。

●污水处理厂将来不仅要
考 虑 现 在 的 生 活 、工 业 污 水 问
题，还要考虑今后纳入雨水后带
来的处理、运行挑战

●从对水体的富营养化控
制，总磷指标是第一位的，氨氮
是第二位，总氮是第三，控制了
这三个指标，污水排放的常规指
标就控制住了

●未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
的工艺组合，都会有利于污水处
理事业的发展。企业、科研机构
等都可以发挥想象力，利用自己
的资源，做不同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