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产业化工程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十

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提升我国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

的技术水平和供给能力，尽快满足我国污染物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需要，特制定本方案。 

一、 实施背景 

在全球推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环保产业已成为各国支柱产

业之一。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环保装备技术正向深度化、尖端化方

向发展，产品也随之向标准化、成套化、系列化方向发展。世界环

保装备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增加了我国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产业化实

施的紧迫性。“十二五”以来，针对国内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

国家陆续出台了《“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等政策措施，有效拉动了环保装备

市场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一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还较

弱，原始创新技术过少，技术集成和再创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推

广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也不足，产业化水平与发展速度还无法

满足日益紧迫的环境污染治理需求。编制本方案对于加快落实国家

相关政策，推动环保装备和产品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拉动投资和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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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总体目标 

到 2016 年，环保技术装备水平在基本保障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四项约束性指标减排的基础上，针对危害

大、影响面广的雾霾、水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重点

开发推广一批急需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升创

新能力，突破一批关键共性环保技术，推动先进成熟技术产业化应

用和推广。 

（一）产业规模快速增长。环保装备制造业年均增速保持在

20%以上，到 2016 年实现环保装备工业生产总值 7000 亿元，重大

环保装备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二）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加强环保装备领域国家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产学研用联盟建设，

有效提高先进技术的产业转化率，突破一批关键共性环保技术，获

得 200 个以上专利授权，大幅提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国产化水

平。 

（三）装备制造水平和能力显著提高。基本保障主要污染物的

装备供给能力，重点开发推广一批针对当前危害大、影响面广的环

境污染问题的环保装备，到 2016 年形成以集聚区为依托、大型企

业集团为核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配套的产业格局。 

（四）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到 2016 年，

高效低耗的先进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的 10%

左右提高到 30%以上，提升优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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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点任务 

根据重点突出、成效显著、远近结合的原则，针对急需产业化

的重点环保技术、装备及产品的需求，在关键技术研发、重大技术

示范、产业化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先进装备与产品推广等五个方

面进行重点推进。 

（一）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 

面向国内外环境治理重大需求，以水处理用膜材料、高效柴油

催化剂、高温除尘滤料等为先导，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校加强共性技

术和应用技术的专利布局，提升自主性和适用性，为我国开发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环保材料奠定基础。关键技术研发的重点方

向见表 1。 

表 1 关键技术研发重点方向 

防治
领域 

装备 
与产品名称 关键技术 研发目标 

湿式静电 
除尘器 

无火花电控技术、高
效喷淋系统及喷淋
控制技术 

提高湿式静电除尘器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减
少用水量的同时保证收尘板的水膜均布及
阴极线和集尘极的高效清灰。 

高效长袋脉冲
袋式除尘器 

气流均布技术、滤袋
检漏技术、微压静态
清灰技术 

避免滤袋局部磨损、延长滤袋寿命、满足设
备长期稳定运行；对破损滤袋及时进行修
补，保证滤袋的安全运行；降低清灰压力，
在不破坏残留粉尘的前提下，避免深度破坏
灰滤层而影响粉尘排放控制的稳定性。 

余热利用高效
低低温电除尘
器 

余热利用装置与电
除尘闭环控制技术、
余热利用装置 CFD
模拟试验（气流均布
计算机仿真试验）、
喷枪结构型式设计
技术 

实现烟气余热利用和电除尘提效以及系统
节能的自适应控制；研究余热利用装置对电
除尘器气流均布性影响和结合技术；增强喷
枪的耐磨度和抗变形能力，研发可变流量喷
枪调节雾化空气喷入量，自吹扫防止喷嘴堵
塞，延长喷枪使用寿命，减少维护工作量。

大气
污染
防治
领域 

工业挥发性有
机废气处理装
备 

沸石蜂窝转轮浓缩
催化燃烧技术、等离
子催化氧化技术、吸
附浓缩+溶剂回收
集成技术 

解决沸石疏水性问题，开发出大直径沸石转
轮；使氧化剂更为活跃，同时与高能粒子共
同轰击氧化污染物质，从而使污染因子分解
的更快、更彻底，提高去除效率；将低浓度
有机废气浓缩至原体积的 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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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领域 

装备 
与产品名称 关键技术 研发目标 

重型柴油车尾
气净化装备 

高精度 SCR 尿素喷
射系统技术、臭氧氧
化-海水吸收脱硫脱
硝技术 

在 9bar 压力下，最大尿素喷射量 8L/h。NOx
脱除效率大于 90%，脱硫效率大于 98%。 

大气
污染
防治
领域 

船舶柴油机脱
硫脱硝装备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
尾部烟气脱硫脱硝
脱汞一体化技术 

产生大体积、分布均匀的等离子体；一体化
脱除氧化吸收剂开发，进行一体化工艺开发
和装备试制，提高烟气净化效率和达到较高
环保要求。 

高浓度难降解
工业废水成套
处理装备 

垂直折流多功能生
物反应器、微生物法
碳捕获技术、活性炭
吸附-电解连续再生
（微电解）技术 

氧利用率≥90％，无污泥或者少量污泥产
生；进水 COD 范围：1000~70000mg/L，出
水满足一级 A 排放标准；实现高浓度废水
回用，运行费 0.5~1.5 元/吨。 

高效低耗智能
化生活污水处
理装备 

智能控制分段进水
技术、村镇生活污水
模块技术 

二级污水处理厂脱氮除磷工艺改造，提高处
理效率，减少投资和运行费，出水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提升处理分散式村镇生活污水
的灵活性。 

重金属废水处
理装备 

重金属超磁分离处
理技术、吸附法处理
技术 

增加重金属耐受度，减少运行能耗和费用，
提高去除分离速度和稳定性；解决动态吸附
问题，以适应大型工业化应用。 

水污
染防
治领
域 

节能型高效污
泥安全处置装
备 

微生物絮凝剂制备
技术（细胞破碎技术
和絮凝剂提取技
术）、微生物菌群技
术、高压聚丙烯隔膜
快速压滤技术 

以市政污水处理厂剩余污泥为原料生产微
生物絮凝剂、释放束缚水，提高脱水率，溶
出和回收重金属；鼓膜压力达到 4.0MPa，
运行全过程自动化，市政污泥含水率低于
50%，造纸污泥含水率低于 32%，自来水污
泥、河道淤泥含水率低于 43%，节能 60%
以上。 

垃圾分选装备 

弹道分选技术、近红
外线识别分选技术、
x-射线识别系统技
术、远程自动化智能
管理系统技术 

提高回收物料分选效率，实现物料的精细智
能化分选，实现智能化管理和控制。 

垃圾渗滤液处
理装备 

两级生物脱氮技术、
节能控制技术、高盐
浓缩液处理技术、远
程监控及故障诊断
技术 

突破蒸发浓缩关键工艺、提高总氮脱除率，
实现系统节能降耗与智能化管理。 

固体
废物
处理
处置
领域 

生活垃圾焚烧
尾气净化 

旋转雾化器半干法
脱酸+石灰粉干法
喷射+活性炭喷射+
布袋除尘技术、飞灰
螯合技术 

实现各污染物的协同处置，深度研发“飞灰+
水泥+螯合剂+水”技术，提高螯合剂效率，
增强稳固度。 

地下水修复技
术装备 

抽取+地面处理技
术、反应墙技术 

抽取地下受污染水至地面进行处理；采用微
生物、化学、物理等方法实现原位修复。 环境

生态
处理
与修
复领
域 

土壤修复装备 

微生物修复技术、植
物修复技术、化学法
修复技术、加热搅拌
热解析技术 

利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对污染土壤中的重金
属进行吸收、沉淀、氧化和还原；利用化学
药剂、植物实现污染物的去除和直接降解；
解决污染场地的挥发性、半挥发性污染物原
位修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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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领域 

装备 
与产品名称 关键技术 研发目标 

环境
应急
处理
领域 

环境应急装备 
智能化快速响应系
统技术、功能模块单
元组合集成技术 

增强污染应急处理反应能力，及时反馈污染
程度和因素，提高应对各种污染因素的能
力。 

在线连续监测
仪器 

小型化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技术、差分
脉冲阳极溶出伏安
法技术 

为开发便携式和在线式原子吸收光谱仪提
供基础，实现废水中重金属的高精度检测；
提高在线监测仪器抗干扰能力和恶劣环境
适应能力。 

环境
专用
仪器
仪表 PM2.5 监测仪

器 

标准小流量采样技
术、高性能闪烁体检
测技术 

小流量采样，减少采集过程中气粒转化，水
汽凝结，环境条件变化等因素所带来的误
差，防止电磁干扰。 

高效除尘滤料 
聚四氟乙烯（PTFE）
滤料耐高温耐腐蚀
技术 

增加滤袋使用寿命，大于 4 年。 

袋式除尘器用
大口径、高压电
磁脉冲阀 

耐温技术、滑动阀片
式结构技术 

提高膜片寿命及响应时间、电磁线圈的电磁
性能及先导组件的结构设计，提高耐温性
能。有效增加电磁阀的喷吹量，克服膜片式
电磁阀橡胶膜片在工作中反复变形挠曲。 

垃圾处理场除
臭剂 

微生物复合除臭技
术 对氨臭和硫化氢臭味的去除率大于 90%。 

环保
产品 

柴油车尾气净
化催化剂 

高温高选择性催化
剂制备技术、Ti/Ce
型 DOC 催化剂技术

耐高温，提高选择性，增加适应面；满足
220~650℃温度窗口范围内NOx转化率≥
60%；满足 230-350℃下 60%≥NO2≥40%；
C3H8（T50)≤270℃。 

（二）加快推进先进技术的示范应用 

按照研发一批示范一批的滚动发展模式，加速优势技术的产业

转化率，推进先进技术在不同细分领域的首次应用，加快推进示范

作用明显、带动性强的示范工程实施；加快更新国家鼓励的重大环

保技术装备与产品目录，引导用户单位选用示范意义重大的技术，

扩大先进、高效的装备与产品的市场需求。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

品应用示范领域和方向见表 2。 

表 2 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应用示范领域和方向 

防治领域  示范内容 建议示范行业 
或规模 

30 万m3/h以上低浓度VOCs废气沸石蜂窝转轮浓缩催化
燃烧 

汽车或船舶喷涂、 
电子 

烟尘排放在 10mg/m³以下的工业炉窑除尘 电解铝、水泥 

大气污染防
治领域 

1000MW 等级及以上机组的电袋复合除尘 火电、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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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领域  示范内容 建议示范行业 
或规模 

1000MW 等级及以上机组的湿式静电除尘 火电、水泥 
4000 吨/天及以上水泥窑烟气 SNCR 脱硝 4000~5000 吨/天 

300MW 等级及以上机组的余热利用高效低低温电除尘 火电、钢铁 

1000 吨/天污泥处置 市政污泥、工业污泥
重金属超磁分离处理一体化成套技术装备 电镀、印染 
400m3/d铁屑法重金属脱除及资源化 电镀 
800m3/d膜法重金属脱除 涂料、五金 
垂直折流生化反应器 酿造、石化 
活性炭吸附-电解 电镀 
膜萃取分离 电镀、食品 
20 万吨/天膜生物反应器法污水处理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10 万吨/天分段进水式市政污水处理 4 万吨/天、5 万吨/天
8 万吨/天连续流砂过滤式市政污水处理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水污染防治
领域 

市政污泥、工业污泥 2m2隔膜滤板污泥压
滤 

600 吨/天及以上生活垃圾智能分选及厌氧综合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 
400 吨/天浓缩液处理并循环回用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固体废物处

置领域 
农业秸秆综合利用设备 农业废弃物处置 

环境生态处
理与修复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 土壤修复 

（三）着重加强产业化工程建设 

以市场需求为前提，以示范工程为依托，支持重大环保装备与

产品的产业化建设项目。支持制造企业积极购置节能先进的加工生

产设备，更新制造工艺，改造和新建产品生产线，提高制造能力和

总成水平，提升市场急需的重大环保装备与产品供给能力。重大环

保技术装备与产品产业化应用方向见表 3。 

表 3 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产业化应用方向 

序号 防治领域 装备与产品名称 
1 大型燃煤电站旋转电极电除尘器 
2 燃煤电厂电袋高效除尘协同脱汞装备 
3 大风量复杂挥发性有机气体控制装备 
4 高温烟尘过滤滤袋 
5 燃煤电站 PM2.5 预荷电及低温微颗粒控制装备 
6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 

VOCs 废气沸石蜂窝转轮浓缩催化燃烧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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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防治领域 装备与产品名称 
7 高效长袋脉冲袋式除尘器 
8 湿式静电除尘器 
9 燃煤工业锅炉烟气一体化净化装备 

10 自平衡污泥循环流化床焚烧系统成套装备 
11 余热利用高效低低温电除尘器 
12 柴油车黑烟催化过滤器 
13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 
水泥窑烟气 SNCR 法脱硝装备 

14 高强度高精度超滤膜和第三代节能型膜组器（MBRU-FP）
15 低成本陶瓷滤膜及成套设备 
16 氨氮废水处理装备除氨塔 
17 大型高效臭氧发生器装置 
18 管式膜及组件 
19 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处理成套设备 
20 高效低耗智能化市政污水处理装备 
21 重金属超磁分离一体化成套装备 
22 隔膜滤板污泥压滤机 
23 高浓度工业废水处理装备 
24 

水污染治理领域 

膜法重金属脱除成套装备 
25 垃圾热解气化炉 
26 多级液压机械式生活垃圾焚烧炉排炉 
27 污泥干化焚烧集成装置 
28 环保专用污泥脱水压滤机 
29 生活垃圾智能分选装备 
30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领域 

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 

31 重金属污染治理设备（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法处理、土壤-
淋洗反应、淋洗液处理和循环利用装置一体化设备） 

32 污染土壤异位固化稳定化修复设备 
33 

环境生态处理与修
复领域 

地下水修复装备 
34 移动式有毒有害固体快速处理集成装备 
35 

环境应急领域 
移动式有毒有害泥液快速处理集成装备 

36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成套监测技术装备 
37 重金属水质在线监测设备 
38 PM2.5 监测仪 
40 便携式和在线式原子吸收光谱仪 
41 

环境专用仪器仪表
领域 

先进环境质谱仪 
42 高性能聚苯硫醚刺毡微孔滤料 
43 除尘过滤材料 
44 抗污染复合反渗透膜及组件 
45 高抗污染性浸没式平板膜组件 
46 新型微孔滤膜组件 
47 烟气脱硝催化剂载体 
48 机动车尾气三效纳米催化剂 
49 重金属废水处理药剂（生物制剂） 
50 

环保产品领域 

超支抗氧化 PPS 除尘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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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防治领域 装备与产品名称 
51 电石法聚氯乙烯合成用固汞催化剂 
52 袋式除尘器专用聚四氟乙烯（PTFE）滤料 
53 柴油车黑烟触媒过滤器 
54 袋式除尘器用大口径、高压电磁脉冲阀 

（四）加强创新开发与能力建设 

结合国内市场需求，联合科研院校、骨干企业等行业力量，形

成开放式、网络化的技术联合机制。加强细颗粒物防治、燃煤工业

锅炉烟气一体化净化、湿式静电除尘、柴油车尾气净化、高浓度难

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污泥压滤脱水、垃圾渗滤液处理、生活垃圾智

能分选、聚四氟乙烯滤料、地下水治理与修复环境应急处理等领域

的国家级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工业烟气颗粒物防治、高

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污泥处置、高效除尘滤料、水处理用膜

等领域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基地建设。支持具备条件的

骨干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联合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及

技术转化应用服务平台。 

深入落实人才战略，推进环保领域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工

程应用人才等培养，鼓励科研人员和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扩大开

放引进国际科技资源的力度，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力度，支持国际学

术机构、跨国公司等来华设立研发机构，吸引海外优秀科技人才来

华创新创业，鼓励国内先进技术在海外转化推广。支持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和专利转移转化，鼓励知识产权运营。 

（五）推动促进先进装备与产品的市场消费 

研究制定促进先进环保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重点扶持使用量

大、应用面广、产品质量好、污染减排效果明显、社会影响力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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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促进和引导先进环保产品消费。 

 

四、 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 

（一）本方案实施周期为 2014 年-2016 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财政部会同环境保护部等相关部门依据

职责共同落实本方案。 

（二）保障措施： 

1、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创新融资模式。国务院有关部门应结

合既有资金渠道，根据专项年度计划，做好前期统筹谋划，科学组

织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本方案内的方向性项目，同时注重

政策支持的连贯性，在产业链全过程中，产业化和推广项目要注意

与研发和示范类项目的衔接，保证政策支持的连续性，确保资金使

用效率。鼓励环保领域企事业单位参照本方案确定的方向和领域加

大环保产业化力度，积极推进创新融资方式，引导投资公司、银行、

担保等金融机构共同投入实施方案。 

2、制定完善鼓励发展的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调动供需双方

积极性。结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和环保产业工作重点，适时调整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优惠目录和进口免税目录。定期修订发布国家鼓励

发展的环保产业装备（产品）目录，鼓励先进环保产业装备及产品

发展，加快淘汰落后技术、装备及产品。逐步提高环保装备及产品

市场准入门槛。 

3、推进环保设施建设运营专业化和社会化，促进环保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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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发展。鼓励发展具有系统设计、设备成套、工程施工、调试和维

护管理一条龙服务的总承包。充分发挥和调动第三方专业环境服务

公司对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优势，以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和重

点行业为突破，提高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比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鼓励和扶持环保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加强

产业资源整合，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保集团和骨干企业。

支持环保企业以优势互补为基础组建产业联盟，提升中小环保企业

专业化水平和为大型企业配套服务能力，逐步形成产业链较为完

整、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产业集群。 

4、不断完善环保产品标准，推进环保产业规范化发展。加强

环保装备标准与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衔接，利用环境保护标准的约

束作用，扩大先进环保技术装备应用。加快建立规范的环保产业标

准体系，健全环保产业产品、管理、方法等标准类别，扩大标准领

域，加强污染治理技术研发，推动一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核

心技术的国家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5、加强环境管理，扩大市场需求。加强环境监管力度，以提

高环保设施运行效率和环保装备产品质量为重点，加强对主要污染

源的日常监督检查，深化环保产品质量、市场、标准标识的监督管

理。严格执行工程设施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规定，逐步淘汰落后、

低端的环保装备。加强市场培育，完善环保产品认证认可体系，统

一认证依据标准和认证标识，打破行业和地方保护，促进先进环保

装备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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