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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建设市场体系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截至 2020年 4月） 

 

一、专题研究进展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启动以来，“11+5”试点城市

和地区围绕城市固废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目标有序推动

各项重点工程建设与机制模式探索工作。 

国际典型案例为我国提供经验借鉴。美国的“支持城市

无废原则”中与第三方回收服务公司的合作，温哥华 2040 无

废战略规划中政府主导设立零废创新基金、用以支持无零废

技术与产品从研发、投放市场直至产品生命周期结束的全部

环节，英国政府通过补贴、基金和税控政策实现鼓励循环再

生产业及落实污染者使用者付费制度，新加坡遵循“3R”导

向、政府联合企业及社会机构共同出资推动零废物社会的建

立，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建设中对入驻循环产业园或从事固废

处理处置的企业提供选址、建设用地、租金、税收等方面的

优惠条件和资金补助等等。 

国内各试点城市和地区均在进行积极的创新与实践。探

索主要围绕收费机制、价格机制、税优政策、绿色基金、环

保信用评价、生产责任险以及 PPP 模式等方面展开。具体包

括，中央专项基金方面，许昌市在农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专项资金和重点项目专项债券方面提出申请；深圳市、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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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亦庄区鼓励或强制要求涉废企业投保环保责任险等不

同绿色保险；铜陵市和亦庄区探索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和环

保企业支持领域设立基金，深圳市推动无废相关企业申办绿

色信贷、发行绿色债券；徐州市和深圳市均通过黑白名单和

等级评定建立企业环境信用体系，扩大环保因素在企业准入

和运营中的影响。铜陵市、许昌市和亦庄区则通过采用特许

经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股权合作、企业独资等模式引

入关键技术和先进无废环保企业。 

二、存在问题 

市场环境完整性、规范性有待提升。目前无废产业尚处

在探索和建设的初级阶段，相应的产业规范和监管反馈办法、

措施和机制等尚未出台，因此市场环境的规范性、有序性有

待加速提升。 

过分依赖财政投入，金融产品难落地。由于无废建设的

创新性与长期性，建设项目体量较大且暂时回报不明，因此

目前各试点城市资金来源以中央及省市级财政投入为主，社

会资本及金融机构等他市场主体多处观望状态，社会及金融

资本引入难，过度依靠财政投入。 

税收政策激励与惩戒作用发挥不充分。多个试点地区践

行环境保护税、污染责任险制度，但因污染责任认定、绿色

产品、循环综合利用产品认证缺失等问题，对于贡献者、污

染者的识别与认定难以落实，无法真正发挥税收政策激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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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的正负反馈作用。 

公众意识未同步，污染付费或垃圾收费难推进。垃圾分

类制度对于相关企业及公众主体，需要由“免费”到“付费”

的转变，除强制措施的推进外，需要基于付费主体对“无废

意识”、“污染者使用者付费、保护者节约者受益的原则”的

认同转变。 

三、推进建议 

强化政府引导，规范和促进市场发展。试点城市积极探

索覆盖无废市场与固废全产业链条的相关政策引导、行业标

准、产业规范和监管反馈办法措施，建立健全市场规范与监

管机制，促进市场规范、有序发展。国家层间加速对整体或

跨区域无废市场与产业全链条的政策研究与标准制定，出台

指导意见、反馈地方实践，优化产业结构与整体市场环境。 

优化政策利好环境，发挥宏观调控引领作用，增强市场

内生动力。激发财政杠杆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和金融资本的

加入。试点城市研究制定有利于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的

经济政策，修订相关固体废物财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推动“无废城市”建设与专项资金改革工作。将更多

符合条件的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产品纳入全市资源综

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对依法综合利用固体废

物、符合国家和省市环境保护标准的，免征环境保护税。鼓

励保险机构持续推进环境污染责任险绿色产业产品质量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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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险，实施绿色保险保费补贴。 

综合利用绿色金融工具，提升市场活力。探索设立绿色

产业投资基金，吸引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和社会资本向绿色、

无废领域的企业、项目进行投资，鼓励社会资本设立各类绿

色发展产业基金，参与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其

他绿色项目。动员和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为绿色

工厂、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以及绿色园区提供绿色融资，

推动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

色信贷业务，开辟绿色信贷快速审批通道。支持符合条件的

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包括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绿色公司债、

绿色企业债等，鼓励企业创新发行绿色可续期债券和项目收

益债券等结构化绿色债券产品。 

完善绿色产品认定机制，建立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研究

制定节能、绿色和综合利用产品识别与认证制度、编制产品

名录与企业名单；建立绿色环保信用评价机制与体系，健全

信息反馈与登记制度，建立污染环境防治信用记录制度，将

违法信息纳入覆盖固废产消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平台；开

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建立企业绿色信用黑白名单，实施信

息强制性披露，对未按规定执行绿色环保要求的企业单位实

施失信惩戒，引导拒绝环境失信企业，促进市场良性绿色发

展。 

（专题研究负责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