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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气治理行业市场发展监测及投资潜

力预测报告

一、行业概述

1.行业定义与范围

(1) 工业大气治理行业是指针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气、粉尘、恶臭气体等污染物进行治理，使其达到国家

或地方排放标准，以减少对环境及人类健康影响的综合性产

业。这一行业涵盖了从污染物的源头控制、过程控制到末端

治理的全过程，包括污染物的检测、分析、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等多个环节。行业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钢铁、化工、电力、

建材、制药等行业的大气污染治理。

(2) 行业定义中的“工业大气”主要指工业生产过程中

排放的气体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能来源于燃烧、化学反应、

物理变化等过程。工业大气治理不仅关注废气排放的总量，

还强调对有害物质的去除效果，确保排放的气体符合国家或

地方的环境保护法规。治理手段包括物理吸附、化学吸收、

生物处理、热力回收等多种技术，旨在实现污染物的高效处

理和资源化利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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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的范围广泛，涉及众多治理技术和

服务。从技术层面来看，包括废气净化设备、除尘设备、脱

硫脱硝设备、挥发性有机物(VOCs)处理设备等；从服务层面

来看，包括污染源调查、环境影响评价、治理工程设计、施

工安装、运营维护等。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工业大气

治理行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市场拓展等方面具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

2.行业历史与发展历程

(1) 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中叶，

当时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问题逐渐凸显。早期

的治理措施主要依靠物理方法，如烟囱高度增加、粉尘收集

等。这一时期的治理技术较为简单，主要目的是降低污染物

排放量，而非实现彻底的净化。

(2) 进入 20世纪 70年代，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环保

法规的出台，工业大气治理行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

一时期，化学吸收、催化还原等新型治理技术逐渐应用于工

业生产，提高了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同时，国家开始对大气

污染进行重点监管，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

(3) 21 世纪以来，工业大气治理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

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行业开始

关注污染物的源头控制和全过程治理，发展了更为先进的脱

硫、脱硝、除尘和 VOCs 处理技术。此外，环保政策法规的

不断完善，以及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大气治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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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遇。

3.行业政策与法规环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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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的政策与法规环境是国家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出

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对工业大气污染治理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这些政策法规涵盖了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源

治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等多个方面，旨在规范工业

生产活动，减少大气污染。

(2) 近年来，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家陆续发布

了新的环保政策法规，对工业大气治理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进

行了严格规定，要求工业企业采取更加有效的治理措施。此

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

等，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

(3) 在地方层面，各地根据国家政策法规，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标准。这些法规和标准

对工业大气治理行业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如地方排放标

准、重点污染源清单、区域限产限排等措施。同时，地方政

府也加大了执法力度，对违法排污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以保

障大气治理政策法规的有效实施。

二、市场发展现状

1.市场规模与增长趋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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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大气治理市场规模在过去几年中呈现出稳定增长

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环保政策的

不断强化。根据市场研究报告，2019年市场规模已达到数千

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年均增长率在 10%以上。随着环

保要求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

(2) 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新政策的实施和现有企

业的升级改造。例如，国家对于燃煤电厂、钢铁、水泥等高

污染行业的排放标准持续提升，迫使企业加大污染治理投入。

此外，新兴的环保技术如 VOCs 治理、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等

在市场中的应用，也为行业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3) 地方政府对大气治理的重视也是推动市场规模增

长的重要因素。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并设

立了专项资金支持大气污染治理项目。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

市场需求的增加，还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企业进入这一领域。

预计在未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工业

大气治理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

2.市场结构分析

(1) 工业大气治理市场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主要

包括污染源治理、设备制造、技术服务和运营维护四个主要

部分。其中，污染源治理是企业对自身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

理，设备制造则涵盖了各类污染治理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技术服务包括咨询、设计、施工等，运营维护则涉及设

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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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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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场结构中，污染源治理占据较大比重，这是因为

环保法规对工业排放的要求日益严格，企业对污染治理的投

入不断增加。设备制造是市场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新型治理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设备市场呈现出多样化、高

端化的趋势。技术服务和运营维护在市场中的比重逐年上升，

体现了行业从单纯的销售设备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

(3) 市场结构中还存在着地域差异。一线城市和发达地

区对大气治理的需求较高，市场较为成熟，竞争也较为激烈。

而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环保意识相对较弱，市场潜力较大，

但同时也面临着政策法规执行力度不足、治理技术水平相对

落后等问题。因此，市场结构分析需要结合地域特点，有针

对性地制定市场拓展和竞争策略。

3.主要竞争格局

(1) 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的主要竞争格局呈现出多元化

竞争态势。市场参与者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等，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技术优势和市场资源。在竞争过程

中，企业之间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国有企业凭借其资

金实力和政策优势，在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方面具有一

定的优势；而民营企业则以其灵活的机制和创新的技术在市

场上迅速崛起。

(2) 技术创新是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竞争的核心。企业通

过不断研发和应用新技术，提高污染治理效率，降低成本，

从而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目前，市场竞争主要集中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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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技术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二是设备的

性能和可靠性；三是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技术创新成为

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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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分布也是影响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

因素。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需要不断提

升自身实力以应对竞争压力；而中西部地区市场竞争相对较

弱，市场潜力较大。此外，行业集中度逐渐提高，大型企业

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扩大市场份额，形成行业龙头，对中

小型企业构成一定威胁。在未来的竞争中，企业需关注政策

导向、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以保持竞争优势。

三、主要治理技术分析

1.传统治理技术与现状

(1) 传统工业大气治理技术主要包括物理方法、化学方

法和生物方法。物理方法包括除尘、脱硫、脱硝等，主要通

过物理作用去除或收集污染物。其中，除尘技术发展较早，

技术成熟，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化学方法如湿法脱硫、

干法脱硫等，通过化学反应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生物

方法如生物滤池、生物膜法等，利用微生物降解污染物。

(2) 传统治理技术的现状表明，虽然这些技术在处理大

量污染物方面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

传统治理技术往往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有限，尤其是在处理

高浓度、难降解污染物时，效果不佳。其次，部分传统治理

技术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如湿法脱硫过程中产生的石膏等

固体废物。此外，传统治理技术能耗较高，运行成本较大，

对企业经济效益造成一定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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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传统治理技术也

在不断优化和升级。例如，除尘技术从传统的布袋除尘、旋

风除尘发展到电除尘、湿式除尘等新型技术，提高了除尘效

率。脱硫脱硝技术也由单一的物理化学方法发展到组合式、

一体化技术，降低了污染物排放。然而，传统治理技术仍需

在降低能耗、减少二次污染、提高治理效率等方面进行改进，

以适应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

2.新兴治理技术与趋势

(1) 新兴的工业大气治理技术正逐渐成为行业发展的

新趋势。其中，低温等离子体技术通过电离空气产生等离子

体，对污染物进行氧化分解，具有高效、低能耗、无二次污

染等优点。此外，纳米材料在治理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纳米二氧化钛光催化技术，能有效降解 VOCs 等有机污染

物。

(2) 生物酶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治理技术，通

过特定的生物酶催化反应，将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这种

技术具有环境友好、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等特点，在处理难

降解有机污染物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同时，微生物修复技术

通过利用微生物的代谢活动，降解和转化污染物，也在工业

大气治理中得到应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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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

展，工业大气治理行业正朝着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例

如，智能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污染物排放情况，为治理提

供数据支持；智能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污染物浓度自动调整治

理设备运行参数，提高治理效率。此外，虚拟现实（VR）和

增强现实（AR）技术在工业大气治理领域的应用，也为行业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技术成熟度与适用性分析

(1) 工业大气治理技术的成熟度与其在工业生产中的

应用效果密切相关。目前，传统的物理和化学治理技术如除

尘、脱硫、脱硝等，技术成熟度较高，应用广泛，但存在能

耗高、二次污染等问题。新兴技术如低温等离子体、纳米材

料、生物酶等，虽然具有环保、高效的特点，但技术成熟度

相对较低，尚处于研发和试点阶段。

(2) 技术的适用性分析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污染物

种类、排放浓度、处理效果、运行成本、设备可靠性等。对

于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如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硫氧化

物等，需要选择合适的治理技术。例如，对于高浓度 VOCs，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可能更为适用；而对于氮氧化物，选择性

催化还原（SCR）技术则更为常见。

(3) 技术的适用性还受到工业生产环境的影响，如温度、

湿度、压力等。一些技术可能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效果不佳，

或者对设备材料有特殊要求。此外，技术的适用性还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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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包括投资成本、运行维护成本等。因

此，在选择工业大气治理技术时，需要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

适用性以及经济效益，以实现最佳治理效果。

四、市场需求分析

1.行业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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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业大气治理行业的驱动因素首先来自于国家对

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

策的实施，政府加大了对工业大气污染的治理力度，推动了

行业的发展。同时，环保法规的不断完善和严格执行，使得

企业不得不加大环保投入，从而推动了市场需求的增长。

(2) 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是行业发展的关键驱动

因素。随着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逐渐淘汰，新兴产业

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对环保要求更高的产业崛起，

这些产业对大气治理技术的需求推动了行业的发展。此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气质量成为关注的焦点，也

促进了大气治理行业的发展。

(3) 技术创新是推动工业大气治理行业发展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新型治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如低温等离子体、

生物酶、纳米材料等，提高了污染物的处理效率和环保性能，

降低了运行成本，使得企业更愿意采用这些技术。同时，国

际合作和技术交流的加强，也为行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支持。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工业大气治理行业，推动其持续发展。

2.市场需求变化趋势

(1) 工业大气治理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以下特

点：首先，随着环保标准的不断提升，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

要求更加严格，使得市场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对于 VOCs、

氮氧化物等新纳入控制范围的污染物，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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