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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建设背景、必要性 

一、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行业发展趋势 

1、政策与市场共同推动，环境监测业迎来新发展 

新《环境保护法》于 2015 年 1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明确了建立环

境监测数据共享机制和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重点企业排污需

接受社会监督，并首提对违法排放可采取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停业关闭、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极大抬升了企业环保违

法违规成本。实施环保目标责任制和考评制度、对环境事件主要地方

官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等处分

也将倒逼地方官员加强环保监管。司法和政策约束的加强有望增加环

境和污染源监测的需求，将推动监测行业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

排污权交易、环境税等工具的逐步完善，我国环保行业逐步进入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靠机制倒逼污染控制的新阶段。碳排放权交易稳步推

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望在 2016 年开始运行。在此基调下，环

境数据与容量的有效测定是一切的前提，市场机制将推动监测行业快

速发展。 

在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环境监测将呈现指标更加

严格、监测介质更加多样的趋势，同时，环境监测将从过去单一指标



监测，发展到多指标、多维度、综合监测的水平，监测强度和监测范

围都将提升。 

2、信息公开将对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要求更高 

环保部践行“监测为民”的宗旨，环境监测信息发布将呈现新特

点：一是空气质量信息全面公开；二是按要求及时发布各类环境质量

监测信息；三是进一步拓展信息发布渠道。未来，严格的信息公开对

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将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监测设备

的各项性能以及监测企业的服务也都将提出更高要求。 

3、环境监测设备将向全方位领域监测发展 

未来监测设备的发展趋势必将是在价格更低、易于维护、运行稳

定、适应恶劣环境等基础上，向自动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

同时由较窄领域监测向全方位领域监测的方向发展，由单纯的地面环

境监测向与遥感环境监测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持续推进环境遥感与地

面生态环境监测已成为环保部未来的工作重点。未来将建立基本覆盖

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地面监测站点，加强环境专用卫星与无人

机的监测能力建设，逐步构建天地一体化的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4、环境监测将逐渐发展为企业提供数据服务价值的模式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逐渐在环境监测领域推广，环境监测领域数据

资源将整合其他信息，并进一步开发和共享，从而为企业或政府的环



境管理提供数据协同和挖掘服务，同时结合环境模型、评价方法等为

环境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另一方面，随着排污权交易、碳排放交

易在全国的逐步推广，对于排污企业来说，同样也需要各种环境管理

数据及分析，从而管理好自身的各项环境交易指标，并进而通过节能

环保的精细化管理而获益。在政府及污染企业对环境监测数据价值的

需求过程中，环境监测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监测企业正在

沿着设备供应商、系统集成商到运营服务商，进而向数据服务价值提

供商的路径进化。未来，环境监测企业提供的不仅是设备或服务，而

是数据价值。 

5、越来越多的各类资本将进入环境监测领域并推动产业全面发展 

近年来环境监测企业借助资本来发展壮大的意识越来越强，而各

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也催生了环境监测企业借助各类资本快速发展的内

在需求。在内在需求巨大、市场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将会有越来越

多的各类资本进入环境监测领域，无论是产业资本的介入、股权资本

的促进还是并购整合等都将推动环境监测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6、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将成为新常态 

2015 年 2月，环保部发布《关于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的指导

意见》，意见指出全面放开服务性监测市场，有序放开公益性、监督

性监测领域，扶持环境监测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监测服务实行单一管理体制，在环境保护领

域日益扩大、环境监测任务快速增加和环境管理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

下，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环境监测任务，推进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已迫

在眉睫。监测市场化形成后，企业可以选择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其进行

监测，大大降低了政府监测站的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

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已成为环境保护改革大趋势，未来将实现环保系

统环境监测机构和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二、市场规模 

1、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市场整体规模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由于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比

较薄弱，作为环境保护基础的环境监测仪器仪表不能完全满足发展的

需求，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整体规模来看，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相关数据，2013年我国

环境监测产业规模达到 159亿元，同比增长 26%。我国环境监测仪器行

业的市场规模正逐渐扩大，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中，行业年度总收入从

2005年的 15.84亿元上升到 2014年的 196.44亿元，9 年间上涨了

1,240.15%。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更加重视，以及对环境监测投

入的加大，预计未来 2-3年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市场将维持 20%以上的增

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经济发展速度。预计 2016年，整个环境监测仪器



仪表市场规模将达到 250 亿元，2017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300 亿元。从

市场需求看，2014 年，我国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业市场表现消

费额为 270.75 亿元，同比增长 14.10%。 

2、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细分市场规模 

根据监测对象的不同，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可划分为环境气体监测

仪器仪表和环境水质监测仪器仪表。 

（1）环境气体检测仪器仪表市场规模 

环境气体监测仪器仪表包括废气污染源监测仪器仪表和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仪器仪表，分别对污染源排放口废气和环境空气中的污染因

子如 SO2、NOx 等进行监测，为实现自动化、全天候监测提供有效支撑

手段。 

废气污染源监测系统广泛用于锅炉烟气监测、脱硫效率监测、脱

硝效率监测、垃圾焚烧尾气检测等市场。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统计数

据表明，2010 年全国共安装废气污染源监测系统产值达 18.2 亿元，市

场容量为 21.52 亿元。据测算，2010-2015 年期间，废气污染源监测系

统的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年增长率在 15-25%之间，以 20%的增

长率估计，2015 年废气污染源市场容量超过了 60 亿元。预计未来 3-5

年内废气污染源监测系统除了在燃煤电厂为代表的锅炉烟气及脱硫烟



气监测等原有主要目标市场的基础上，还会在锅炉脱硝效率监测及垃

圾焚烧尾气监测等细分市场有较大的增量。 

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方面，随着国家对空气质量监测的日益重视，

在“十二五”期间，细颗粒物监测（PM2.5）、有机污染物、O3、CO、

重金属（Hg、Pb、As 等）监测及温室气体监测将成为全国大气质量监

测能力建设的重点。此外，目前各地正在逐步推行针对工业区或化工

园区有毒有害有机特征污染物监测及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的苯系物、甲

烷/非甲烷总烃等空气 VOCs 的监测，为大气质量监测领域带来了新的

增长点。同时，随着各地大气质量监测能力建设的深入，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系统存在较大的需求。目前全国 2,000个县级区划尚未普及

PM2.5、CO、O3 监测，假定每年的普及率为 20%。则“十三五”期间，

全国每年新增 400 套监测系统，以每套大气质量监测系统平均 60万元

计算，大气质量监测系统年市场容量约在 2.4 亿元，到“十三五”末，

市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元。 

（2）环境水质监测仪器仪表市场规模 

环境水质监测仪器仪表包括废水污染源监测仪器仪表和地表水质

监测仪器仪表，分别安装在废水污染源排放口和广域的水环境，可实

时、连续监测水体中污染因子如 COD、氨氮等浓度和变化趋势，实现对

废水污染物排放和水体质量的自动化、全天候的在线监测。 



在废水污染源水质监测方面，住建部在 2015 年 1月颁布了《城镇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要求从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所有

被列入重点监测企业名录里面的企业，安装在线水污染物自动检测设

备。根据《2016 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我国重点监控的污水处

理厂 3,812 家，重点监控的废水企业 2,660 家。在不考虑新增重点监

控废水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的情况下，假设未来有 30%的重点监控企业有

在线设备的替换需求，按照每套设备 50 万元的市场价格，则将产生 10

亿元左右的市场需求，按照每年 10 万元左右的运维费用，每年运维的

市场需求需要将在 6 亿元左右。 

在地表水水质监测方面，一方面，据统计，截至 2013 年，我国省

控以上断面 9,414 个，根据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数据，目前实施自

动监测比例仅 10%左右，随着环境监测进程的加快，地表水监测系统会

迎来自动监测替代人工采样分析的过程。按照每套自动监测设备 50 万

元左右的价格计算，未来断面监测的市场需求将在 40 亿元左右，每年

的运维需求将在 10 亿元左右。另一方面，据相关统计，新建一个地表

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造价普遍在 150-200 万元，其中仪器设备的使用

寿命在 8 年左右，到期需及时进行更新改造，大约需要再投入 100 万

元左右。因此在不增加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假设下，每年更新改造

再投入需求大约为 1,250 万。同时，水质自动监测站建成投运以后，



存在日常运维需求，平均每个水质自动监测站的运行维护费用大约为

15 万/年，由此每年的运维需求大约为 1,500 万左右。 

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项目的投资，引入资金的到位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补充

流动资金将提高公司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的能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将为公司未来成为国际领先的产业服务商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支

持，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8706215212

00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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