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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览 

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发展概况及趋势 

清洁技术涵盖广泛的产品、服务和工艺，清洁技术产业指应用清洁技术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性能、

优化利用自然资源、同时减少甚至消除负面生态影响的产业。具体包括多个细分领域：新能源、能源存

储、节能与能效、环保、新农业、新材料、清洁发展机制(CDM) 等。 

中国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

七个产业，在重点领域集中力量，加快推进。这七大产业中，四个产业属于清洁技术领域，将受到财税

金融方面的政策支持，并且在引入社会资本方面也将获得一些便利。 

2000 年至 2004 年，是中国清洁技术行业的萌芽期，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清洁化”进程中，

只限于生产生活流程的末端，而且很多技术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2005 年-2008 年是清洁技术产业，

特别是新能源开发的快速发展阶段，资本开始源源不断地投进这个领域，清洁技术跨出了实验室的大门。

在这个阶段新能源的开发已经可以实现，但是新能源的利用及成本控制还面临困难。2009 年至今，新能

源行业的发展带动清洁技术行业的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呈现的特点是能源与资源优化利用相关服

务快速发展，如节能服务、能源存储、可持续交通等，可以看出行业的热点从之前开发资源逐渐转入到

有效利用资源的阶段，并且我们预计今后将逐步深入到对生产生活各个环节的“清洁化”改造过程中。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清洁技术的主流市场之一，清洁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方兴未艾，并呈现以下趋势： 

 清洁技术走向产业化，从原材料与设备制造起步并逐步向相关服务演进； 

 政府与企业合作将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特别是在培育市场、支持研发、实施严格标准方面； 

 新能源以外的新兴子行业发展提速，清洁技术市场机会更加多元化； 

 各子行业竞争加剧，整合与合作、差异化、高端化、或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谁是各自市场的长期赢家 

投资、并购及上市情况 

    2009 年至 2010 年上半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共披露 106 起 VC/PE 投资案例，其中 87 起披露了投

资金额，共涉及金额 8.6 亿美元。统计数据显示，清洁技术目前已经是仅次于 TMT、生物医药的第三大

热门投资行业。从清洁技术各子行业的投资情况来看，新能源仍然是最容易被资本理解因而最受 VC/PE

青睐的二级行业，从投资总金额到投资案例数都位居各二级行业首位。能源存储行业投资增长迅速，是

近期新兴的投资热点，2010 年上半年能源存储行业发生 10 起投资案例，超过 2009 年全年总和，我们

认为新能源汽车的相关鼓励政策是能源存储行业投资热度高涨的直接推手。 

    2009 年至 2010 年上半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共发生 24 起并购案例，其中 21 起披露了金额，共涉及

45.5 亿美元。光伏行业已经产生了一些规模较大、资金相对充裕的上市公司，这些企业存在对产业链上

下游纵向一体化发展的需求，因此积极的采取并购行为。 

2009 年-2010 年上半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共有 23 家企业实现上市，通过 IPO 共募集金额 46 亿美元。



从二级行业的情况来看，环保行业 8 家企业上市，成为上市数量最多的二级行业，上市企业覆盖的

业务包括水处理、固废循环利用等。新能源的上市热度稍有减弱，期内有 6 家企业上市。 

 

细分行业发展情况 

清洁技术覆盖行业极为广泛，本报告将聚焦近期发展较为迅速以及我们预期将成为市场新兴增长点

的领域加以分析： 

节能与能效- 建筑节能：合同能源管理是目前建筑节能领域新兴的一种服务模式，预计 2010 年中国

建筑领域的 EMC 市场规模将达到 23 亿元人民币，2005 到 2010 年复合增长率为 53%，处于高速增长阶

段。在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下，EMCo 和建筑业主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促进市场的迅速发展。从建筑节

能服务的业务形态来看，建筑节能这一概念可能会被智能建筑1所取代，也就是说节能的方式更多的体现

在智能的配置建筑内的资源，达到高效的利用，而不再仅限于使用节能的材料、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电器

等。 

节能与能效 - LED：2009 年中国 LED 封装市场规模约 204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上涨 10%，产量达

1056 亿，其中高亮 LED 产值达到 186 亿元，占 LED 总销售额的 90%；LED 应用的市场规模约达 600

亿元。受到此前的奥运会以及世博会的城市景观建设需求影响，目前 LED 应用中占比最大的部分是景观

装饰照明，普通民用照明仍然占比不大。但是随着技术发展 LED 色温更趋柔和，成本更加低廉，并辅以

类似“十城万盏”的推广计划的实施，通用照明领域仍然有巨大潜力。 

能源存储：能源存储被认为是过去被忽略的第六大环节，并且将作用于前五大环节，改变传统的开-

发-输-配-用的模式与路径，目前除了抽水蓄能电站方式外，我国尚未有其他储能技术在电力系统的规模

应用。动力电池作为能源存储的一大分支，受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影响，是近期的发展热点。 

环保：环保行业覆盖大气、水、固废的处理，其中预计 2010 年火电烟气脱硫市场约 111 亿元，较上

年有所下滑，烟气脱硫的新驱动力将来自钢铁、有色等行业；污水处理行业则有待三四线城市和县以及

农村市场的起步，目前大部分县未建污水处理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需求十分迫切，但是多个垃圾焚

烧项目由于受到公众反对而暂时处于停滞状态，我们认为无害化处理技术革新以及垃圾分类的推广是垃

圾处理行业破题的重要因素。 

新材料：目前我国发展新材料的重点在于两个方向：一、利用新材料促进节能减排；二、推进先进

制造业。2001 年到 2007 年间，我国主要新材料产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23%，预测 2010 年市场规模将

达到 824 亿元，2012 年将超过 1300 亿元。 

 

                                                   
1
修订版的国家标准《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50314-2006）对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信息设施系统、信

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其优化组合为一体，向人们提供安全、

高效、便捷、节能、环保、健康的建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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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发展概况 

1.1. 定义及分类 

清洁技术涵盖广泛的产品、服务和工艺，清洁技术产业指应用清洁技术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性能、

优化利用自然资源、同时减少甚至消除负面生态影响的产业。具体包括多个细分领域：新能源、能源存

储、节能与能效、环保、新农业、新材料、清洁发展机制(CDM) 等。 

图表1 清洁技术二级行业划分 

二级行业 描述 

新能源 
主要指分布式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和转换，包括风能、太阳能/光伏、水/海洋能、

生物质能、地热能和小水电 

能源存储 
电池及用于储能的电容器/超级电容器；飞轮储能、压缩空气储能、抽水储能及其他用

于电力系统可靠性、质量控制的储能技术 

节能与能效 

 

能源设施 
使用先进计量用于公用事业的无线网络；电能质量检测和停电管理；需

求反应和能源管理软件 

建筑节能 
合同能源管理；空调及暖通设备节能管理；固态智能微型制冷系统；自

动节能网络等 

LED 
基于 LED 的节能照明设备，包括 LED 外延片、芯片、封装、灯具的制

造 

运输节能 新能源汽车技术（不含电池技术）；智能物流管理软件 

环保 水/污水处理；空气/环保；固废处理；环境监测系统 

新农业 主要包括农业技术效率；微观系统；生物修复；无毒的清洁剂和天然杀虫剂 

新材料 
生物材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热调纤维织物；环保溶剂；电致色玻璃；热电材料

等 

清洁发展机制

（CDM） 
碳交易；清洁生产 

其他 如先进的包装、化学品管理服务等上述未尽的与节能环保及清洁发展机制相关的业务 

来源：德勤中国研究与洞察力中心、清科研究中心  



1.2. 2009 年-2010 上半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产业环境分析 

哥本哈根会议将碳排放问题再次推到公众话题的浪尖以及相关决策层的案台之上，可以说，哥本哈

根会议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实际的约束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一集团的代表，在大会

之前已经公布了 2020 年前的减排计划。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清洁技术投资最活跃的国家。 

从政府投资行为来看，根据 2008 年 11 月 27 日发改委公布的 4 万亿投资计划安排，2009 年-2010

年将有约 3500 亿元投资于生态环境领域，在总投资金额中约占 8.75%。除了直接用于生态环境领域的投

资以外，国家对电网设备的投资也集中于发展智能电网，调整发电设备结构，支持风电、核电等清洁能

源项目。 

从政策层面来看，纵观 2009 年到 2010 年上半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与清洁技术相关的政策及法规，

可以发现政策引导主要集中于以下方向： 

1、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治理、监督，这些重点行业包括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建材等。

由此为钢铁烧结机、火电设备、有色冶炼相关的脱硫脱硝处理，节能电机，以及相关的工业固废处理都

带来一定的市场机会。  

2、民用节能产品推广。主要包括节能家电如高能效空调、节能灯等，节能汽车如低排量汽车、新能

源汽车等。 

3、重点节能减排技术及产业的扶植措施。主要包括：风电核电等新能源行业、太阳能屋顶等光伏建

筑一体化行业、合同能源管理（EMC）等。 

预计即将发布的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仍然是主要方向之一。但是由于十一五尾声阶段，部分高

能耗高排放行业责令企业停产以期达到节能减排目标，为避免 2015 年仍出现此类现象以及保证 2020 年

节能减排计划顺利达成，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计划实施将更加精细化。 

图表2 2009 年-2010 上半年清洁技术相关政策总览 

时间 发文单位 领域 政策/法规名称 

2009.1.1 全国人大常委会 循环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2009.5.18 财政部、发改委 节能 《关于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的通知》 

2009.3.23 
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清洁发展 

《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

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2009.7.16 
财政部、科技部、

国家能源局 
太阳能 《金太阳示范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3.23 财政部 太阳能 《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009.2.25

公布 

2011.1.1 

实施 

国务院 环保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2009.2.3 商务部、环保部 环保 《关于加强外商投资节能环保统计工作的通知》 

2009.1.23 财政部、科技部 节能汽车 
《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

知》 

2010.5.4 国务院 节能减排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

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 

2010.4.2 发改委 
合同能源管

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行

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 

2010.4 国资委 节能减排 《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2010.4 财政部、住建部 建筑节能 
《关于组织申请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

能监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的通知》 

2010.3 工信部 节能减排 
《关于加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工

作的通知》 

2010 工信部 节能减排 《2010 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 

2010.4.14 工信部 节能减排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指导意

见》 

2010.4.8 
工信部、财政部、

科技部 
节能减排 

《关于组织开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创建工

作的通知》 

2010.6 财政部 节能汽车 
《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 

来源：中国政府网，清科研究中心整理，2010.8                                            

此外，2010 年 2 月初发改委牵头成立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部际小组，成员包括发改委、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6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