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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陈林敏  刘春香 

（宁波财经学院金融贸易学院） 

 
摘要：节能环保产业具有跨行业、跨领域的特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本文运用 SWOT 分析方
法介绍了宁波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相关推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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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一带一路”无疑成为当下环保领域的热议话题。
处于产业“3.0 时代”的我国节能环保企业，正通过收并购和 PPP
的方式，输出投资、运营等综合服务，以获取国外领先企业的技
术和产品为目的，从而将中国的环保需求与海外先进技术对接，
这些都为宁波节能环保产业提供了新的支持和发展机遇。 

一、宁波市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英文 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

Opportunities（机会）和 Threats（威胁）的缩写。本部分将利用
SWOT 方法来分析宁波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优势 
1、技术突破。宁波市节能环保产业主要包含高效节能、先

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环保服务四大细分产业。2017 年，
高效节能产业的电器机械器材制造领域规模在节能环保产业中
占比 大，约占 50%左右。该领域的电光源制造，以及高效节能
通用设备的领域的气体压缩机制造和制冷空调设备制造等四个
细分领域已形成较好的产业基础与特色。 

2、人才支持。2013 年至今，宁波市引进了国家、省市层面
的高端技术人才许晓雄、陈光明等 10 余人，其中省千人计划 1
人，引进包括国际应用能源、环保、节能玻璃材料等在内的创新
团队 7 支。 

3、骨干企业崛起。2017 年节能环保产业的龙头企业快速发
展，不断壮大，拥有一批为数不多，具有较高技术水平、较强综
合实力的节能环保企业。例如宁波泰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
太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天河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平台建设。2013 年以来建成了宁波智能家电产学研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已建成了 4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3 个宁波市
院士工作站，8 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6 个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
究开发中心和 11 个市级工程技术中心。 

（二）劣势 
1、统筹规划不够，缺少优势基地。全市节能环保产业的发

展基本处于以自发性发展为主的态势，尚未形成若干各具特色、
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专业化中小企业协作配套的相对集中布局
的优势产业基地。主要集中在宁波城区，区域发展及不平衡，周
边县市的自我服务能力比较薄弱。 

2、企业结构不合理，缺少龙头企业。节能环保产业的企业
规模普遍偏小，年 售收入超 20 亿元的龙头骨干企业不多，缺
少集研发、设计、工程总承包、设备制造、运营服务于一体的大
型节能环保企业。产业集中度低，规模效益差，产品结构不完善，
设备成套化、系列化、标准化水平低，企业结构存在“小而散”
现象。 

3、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创新技术。目前，宁波节能环保产
业技术水平不高，缺乏核心技术，多数节能环保企业科研、设计
力量仍比较薄弱，技术开发投入不足，自主开发能力不强。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完善，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相当
部分节能环保技术未能及时转化。节能环保产业缺乏有市场竞争
性的自主创新技术，关键和核心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
距，区域创新体系不够完善，产业整体价值链层次偏低，节能环
保设备制造、技术和产品研发等能力较弱，相当部分关键技术与
装备还依赖进口。 

4、政策机制不完善，缺少健全的服务体系。能源资源价格
和环保收费政策不健全，税收优惠激励力度有限，有关扶持节能
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生产责任制尚未建立。合
同能源管理机制、环保基础设施和脱硫装置特许经营等市场化节
能环保服务仍需广泛推广；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较低，再生资
源回收体系不健全，污染治理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高。 

（三）机会 
1、国家宏观政策的提出以及经济支持。我国政府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提出国家将对可再生能源开发

利用项目提供财政贴息支持或者税收优惠，这些都为宁波市节能
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根据《国务院关于
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
74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
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发〔2017〕19 号）要求，宁波市政府特
制定《宁波市“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近年来，宁
波市节能环保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产业
发展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2、科技投入增加，产品创新提升。近年来，受生态文明建
设加快、社会公众节能环保意识增强等多因素推动，节能环保产
业潜在市场需求得到加速释放，宁波节能环保产业也接连跑出
“加速度”。2017 年前三季度，全市节能环保产业实现规上工业
增加值 60.82 亿元，同比增长 9.8%。2017 年前三季度，宁波办
市节能环保产业规上企业完成总产值 266 多亿元，同比增长近
17%。节能环保产业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柱和科技创新重要领
域，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未来节能环保产业将由为环境保护
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逐步转变为绿色经济的支柱产业。 

（四）挑战 
1、国内竞争者。宁波市节能环保产业虽然在近几年取得了

一些成效，但同山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相比，宁波市的节能环
保产业在产业规模、产业效益、市场份额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
距，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
的提出与实施，宁波市节能环保方面的市场需求迅速增长，一方
面会有力地推动本地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会导致
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在宁波市的节能环保产业市场上，国内的竞
争者频繁出现，宁波节能环保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2、国外企业的进入。当前发达国家在全球节能环保市场占
据 90%以上的市场份额，大多数发达国家为节能环保设备及服务
出口国。而我国为节能环保产品贸易逆差国，随着该领域产业化、
市场化加剧，竞争也就愈加激烈，中小投资者很难进入此领域。
而随着我国节能环保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外环保企业将以其
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进入我国的节能环保市场，这将使宁波市基
础薄弱的节能环保产业面临严峻挑战。宁波市节能环保市场面临
着节能环保产品自由化的巨大压力，宁波市节能环保产业站在了
一个全球化竞争的起跑线上。 

3、购买者的威胁。发达国家抢占环保产品市场，以“绿色
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加以限制，弱势技
术和较低的产业水平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环
保产业发展将受到致命的打击。尽管宁波市的环保产品进入国外
市场的很少，但对于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个别产品，其进入国际
市场的难度也将进一步加大。 

二、宁波节能环保产业的推进建议 
（一）加大技术突破，强化提升动力 
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整体水平为目标，加大技术创新扶持

力度，进一步梳理凝练行业发展技术瓶颈，通过设置重大科技专
项、科技攻关，开展自主创新与产学研合作，继续扶持企业设立
企业研究院和工程技术中心等等，强化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力
争在高效电光源与节能灯具、高效节能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和先
进环保保护设备等领域实现 10 项左右关键技术突破。 

（二）深化平台建设，服务产业发展 
注重公共服务与技术研发两类平台建设。依托节能环保领域

专家团队、优秀节能机构，提升市级节能环保产业服务平台服务
水平，跟踪产业发展中对技术、政策、交流、培训、评估等各方
面的需求，提升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水平；依托浙江大学及在甬相
关高校、研究院所，联合节能环保领域重点骨干企业及六大行业
协会，组建宁波市能源清洁利用与节能技术产学院创新联盟，建
立市级技术研发平台，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三）推进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布局 
遵循“统筹联动、合力发展，优化布局，有序发展”的原则，

加快宁波市节能家电与节能灯具制造基地建设进程；遵循“创新
引领，特色发展”的原则，推进宁波低碳绿色化工专业园与宁波
市节能环保研发服务园建设；遵循“注重生态、持续发展”原则，
扶持鄞州开诚餐厨垃圾、北仑大宗固体废弃物再利用、余姚废旧
塑料加工三个示范点规模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