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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20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环境战略目标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地进行技术

创新，走低碳、清洁的发展之路。本文以环保行业的企业为例，分析其实施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并得

出结论以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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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hina proposed the environmental strategic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2020,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have begun to actively carry ou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m-
bark on a low-carbon and clean development path. This paper takes enterprises in the environmen-
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ir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techno-
logical innovation and draw conclusions and in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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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愈发重视。2020 年 9 月，我国提出了“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和“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环保行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要力量，是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

重要支撑。国家发布了固废领域的多项政策，以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在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国家环保政策

的明确指引下，环保行业从追求规模向追求质量跃升，智能化和自动化将成为推动固体废物、废水、废

气处理行业技术升级的主要力量，市场对高效低碳环保技术装备的需求持续加大。 
绿色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不仅能够提高环保企业处理固体废物、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效率，同时也

能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还能够为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我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企业之一的伟明环保，作为环保行业中市值排名第一的龙头企业，在固废治理这一细分行业有其独

特的优势，本文将其作为研究案例，分析其绿色技术的投入使用对企业的环境、财务、社会三个方面产

生的效果。 

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财务效果、环境效果和

社会效果。 
一部分学者认为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范宝学和王文姣(2019)利用随机效

应模型分析了煤炭企业的环保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环保投入和

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作用会对财务绩效产生更有力的促进作用[1]。夏文蕾等(2020)以重污染企业为研究

对象，研究得出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滞后性，但能够促进企业长期绩效的提升[2]。陈爱珍和王闯(2023)研究

分析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的环境责任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短期财

务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并且对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郑元桢等(2023)运用固定效用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社会、管理三个方面的 ESG
绩效的影响，研究证明了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实现企业 ESG 绩效的优化[4]。李凌寒和李雷(2024)以上

市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验证了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 ESG 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然而，一些

学者却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胡东滨等(2024)以节能环保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服务模式、技术创新与

企业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解决方案模式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联合部署会导致高成本从而降低

企业绩效[6]。王聪(2020)认为，我国上市的钢铁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差异性明显，创新质量无法得到

保证，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会产生负面的影响[7]。 

3.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 

3.1. 环境政策推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并发布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尤其是进入“十

四五”规划期后，多项政策密集出台，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家发改委和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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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底，全国城

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需达到每日 80 万吨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约为 65%。这一规划

的发布，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市场增量空间，也表明了政府对这一行业的高度重视。 
垃圾焚烧处理设备制造作为绿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和技术保障，根据《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我国将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提升高端装备供给能力，推动发展模式向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进一步提高绿

色低碳转型的保障能力。环保装备作为固废业务的核心要素面临从产能需求向更高效运行转变，行业领

先企业例如伟明环保等企业需要结合固废项目运行质量持续不断地加大研发力度，努力提升国产环保装

备的市场竞争力。 

3.2. 企业自身发展需要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 2013 年至 2022 年，这十年间中国的生活垃圾清运量从 17,239 万吨增长至

24,445 万吨，显示了庞大的生活垃圾处理需求。同时，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2019 年我

国生活垃圾焚烧总量所占无害化处理总量首次超过 50%，并在 2022 年达到 79.87%，标志着焚烧已经成

为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而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行业参与者较多，市场相对分散。因此，在

这样的情形下，环保企业需要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创新，提高固废处理效率。从 2019 年至 2022 年，伟明

环保的垃圾焚烧处理量从 507.26 万吨增长到 889.1 万吨。 

4.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 

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环保企业近年来越来越重视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

以及关键设备的设计制造，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由图 1 可知，2019 年至 2023 年这 5 年间，伟明环保的研

发费用总体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最高点在 2023 年，研发费用为 9987.31 万元，同比增长 18.17%；

增长率总体维持在较高水平，2019 年研发费用增长率高达 100.64%，这也表明环保企业对于技术创新投

入的积极态度。 
 

 
Figure 1. R&D expenses and change ratio of Weim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图 1. 伟明环保研发费用及变动比率 

 
由图 2 可知，2019 年至 2023 年这 5 年间，环保企业绿色技术专利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最高点

为 2023 年，其中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为 29 项，绿色发明专利为 4 项；最低点为 2020 年，其中绿色实用型

专利为 3 项，无绿色发明专利。在 2023 年 A 股环保行业市值前一百名的公司当中，同样从事固废治理

行业的公司的平均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仅为 16 项，平均数量低于伟明环保。其中，绿色专利数量多于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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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的只有 5 家公司，由此可以看出，伟明环保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上优于多数同行业公司。 
 

 
Figure 2. Number of green technology patents of Weim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图 2. 伟明环保绿色技术专利数量 

5.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 

5.1. 财务效果分析 

本文选取了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来分析伟明环保的财务状况。

环保行业又分为水处理、固废、大气、监测和园林生态五大细分行业。如图 3 中的行业 Roe 指的是固废

治理这一细分行业，计算出 2019 至 2023 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值来进行对比。 
由图 3 可知，伟明环保的净资产收益率虽然有所波动，但是一直远高于行业水平，最多相差 22 个百

分点。即使行业净资产收益率连年下滑，特别是 2020 年之后，行业 Roe 下滑幅度较大，这主要是受国家

去杠杆、资本新规和 PPP 政策收紧等因素的影响，但伟明环保仍然保持着较好的盈利能力，这反映了企

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运营状况良好。 
经过对比可知，伟明环保在绿色创新技术投入增加，持有的绿色技术专利数量有较大的提升期间，财

务绩效明显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并且有了更大的差距。绿色技术创新为伟明环保带来了正向的影响。 
 

 
Figure 3. Comparison chart of Roe between Weim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industry 
图 3. 伟明环保与行业 Roe 比较图 

5.2. 环境效果分析 

根据 2016 年公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垃圾无害

化处理设施新建项目仅考虑焚烧和填埋两种技术路线。但填埋方式会占用大量土地、重复利用率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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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耗费土地资源，而且还会对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导致土地至少 50 年不能再使用。因此，卫生填埋

方式的综合成本高企，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需求。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要求的高度重视以及人

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垃圾焚烧发电凭借其清洁环保的特点逐渐被人们接受，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迎来黄

金发展期。 
伟明环保通过清洁焚烧技术工艺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并利用垃圾焚烧余热进行发电，向社会提

供绿色电力能源。截止 2023 年末，伟明环保报告期末投资控股的垃圾焚烧发电正式运营及试运行项目 49
个，完成上网电量 31.58 亿度，同比增长 21.10%。除此之外，伟明环保还利用厨余垃圾和污水处理进行

沼气发电以及光伏发电，2023 年度共计发电量 38.53 亿度。产生的绿色能源对应的碳减排量估算约 384.14
万吨。 

报告期内各控股运营项目累计完成垃圾入库量 1176.33 万吨，同比增长 26.27%，其中完成生活垃圾

入库量 1120.07 万吨，同比增长 25.98%，完成上网电量 31.58 亿度，同比增长 21.10%，对外供蒸汽量达

到 5.48 万吨。报告期内公司合计处理餐厨垃圾 42.77 万吨，同比增长 26.87%，副产品油脂销售 1.44 万

吨，同比增长 39.67%，处理污泥 13.48 万吨，同比增长 53.83%，完成生活垃圾清运量 129.23 万吨，同比

增长 10.03%，完成餐厨垃圾清运量 28.23 万吨，同比增长 16.41%。公司共处理各类污水 1642.04 万吨(含
市政污水)。 

5.3. 社会效果分析 

作为“碳达峰、碳中和”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伟明环保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截止至 2023 年

末，伟明环保已有 4 个垃圾焚烧投运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为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成为国内为数不

多的在联合国注册多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垃圾焚烧处理企业。公司还承担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成套

技术与设备”和“城市生活垃圾焚烧二次污染控制技术与系统集成”两项国家 863 计划课题研究和一项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通过融合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燃烧工艺，运用自主的核心技术，研制开发了针对不同

垃圾焚烧项目特点、适应不同城市垃圾燃料特性、气候状况及区域特征的多系列、多型式垃圾焚烧锅炉，

已获得 9 项发明专利及 42 项实用新型专利，位居行业尖端水平。伟明环保在环境治理方面树立了良好的

企业形象，获得“年度最具社会责任上市公司奖”，提高了企业的社会声誉。 
伟明环保的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效果也可以从企业的整体社会责任报告评分中获取一些信息。社会

责任报告评分的内容包括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责任报告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会考虑到绿色技术创新这一因素，而其他四部分

在企业持续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会维持在一个稳定发展的状态。因此，可以通过社会责任报告评分来判

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效果。 
近十年来，伟明环保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所波动，但总体保持在 30 分左右，且与 2014 年及之前

相比，分数有明显提高。结合其他同属于固废治理细分行业的企业如三峰环境、上海环境、惠城环保的

企业责任分数来看，伟明环保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优势，说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社会效果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 

6. 结论 

本文以环保企业为研究案例，探讨了其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实践与成效。我国积极推行绿色低碳

理念，大力支持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扶持。在此基础上，企业更积极地投

入到绿色技术创新当中。通过对伟明环保绿色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环境、财务、社会效果进行分析，发现

绿色技术专利数量的增多提高了固废处理的效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减少了环境污染；对企业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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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有正向的影响，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始终排在行业前列；获得了“浙江省节水型企业”、“中国上市

公司 ESG 百强”称号，社会效果取得了不错的表现，为环保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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