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

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一、调研说明

　　《城镇污水及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市场分析及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是艾凯咨询集团经过

数月的周密调研，结合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等相关数据，由行业内知名

专家撰写而成。报告意于成为从事本行业人士经营及投资提供参考的重要依据。

　　报告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

次，是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从宏观到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

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分析相关经营数据；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

资风险给出指导建议。相信该份报告对您把握市场脉搏，知悉竞争对手，进行战略投资具有

重要帮助。

官方网址：   https://www.icandata.com/view/49027.html

报告价格：   纸介版9000元    电子版9000元    纸介版+电子版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sales@icandata.com

联  系  人 ：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s://www.icandata.com/view/49027.html


二、摘要、目录、图表

1导论    1

1.1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的背景       1

1.1.2  研究的意义       5

1.2研究的问题与思路  6

1.2.1  研究的问题       6

1.2.2  研究的思路       6

1.3研究的视角与特点  6

1.4研究前提与假设     6

1.5研究的技术路线与方法  7

1.5.1  研究的技术路线       7

1.5.2  主要的研究方法       7

 

2 理论借鉴与文献回顾     10

2.1理论借鉴  10

2.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0

2.1.2  公共物品与政府监管理论       12

2.1.3  环境经济与产权理论       13

2.1.4  制度经济学理论       16

2.1.5  激励理论   19

2.2文献回顾  20

2.2.1  国外研究成果   21

2.2.2  国内的研究成果       26

2.2.3  简要的评述       31

 

3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的理论体系   32

3.1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内涵和目标  32

3.1.1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内涵   32

3.1.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33



3.2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的市场主体和非市场主体  34

3.2.1  城镇居民   34

3.2.2  排污企业   35

3.2.3  治污企业   36

3.2.4  政府   37

3.2.5  非政府组织       39

3.2.6  各种主体间的关系   40

3.3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框架     41

3.3.1  竞争、激励制度与产业政策框架   42

3.3.2  行政管理体制、监管与协调制度框架   44

3.3.3  社会监督   46

3.4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的市场化运行     47

3.4.1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行环境   47

3.4.2  制度的衔接与搭配   49

3.4.3  市场化监管       49

3.4.4  市场化保障       50

3.4.5  市场化效率       51

 

4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现状与问题    52

4.1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现状     52

4.1.1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历程       52

4.1.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取得的基本成就       53

4.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存在的问题    55

4.2.1  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问题       55

4.2.2  市场准入问题   56

4.2.3  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59

4.3收费问题  67

4.3.1  收费机制和价格体系尚未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形成机制   67

4.3.2  收费制度实施不到位       68

4.3.3  开征面小，收缴率较低   69

4.3.4  收费管理存在问题   69

4.3.5  收费总量不能有效支撑治污企业的运营       69



4.4 运营模式问题 71

4.4.1  传统运营模式及其缺陷   71

4.4.2  现代模式及其缺陷   72

4.5监管体系问题  75

4.5.1  政府监管体系不完善       75

4.5.2  行业监管部门管理缺位，监管薄弱       76

4.5.3  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混乱   76

4.6政策法规问题  77

4.6.1  政策、法律体系不完善   77

4.6.2  缺乏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   78

4.7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发展的评价    78

4.7.1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量的增长与市场化需求判断       78

4.7.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前景分析   79

4.8本章小结  80

 

5微观主体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81

5.1居民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81

5.1.1  居民行为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       81

5.1.2  居民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81

5.1.3  居民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89

——基于probit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    89

5.2排污企业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09

5.2.1  排污企业行为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       109

5.2.2  排污企业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110

5.2.3  排污企业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14

——基于probit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    114

5.3治污企业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18

5.3.1  治污企业行为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       118

5.3.2  污水治理企业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119

5.3.3  垃圾治理企业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125

5.3.4  治污企业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30

——基于probit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    130



5.4本章小结  144

 

6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48

6.1政府部门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48

6.1.1  政府部门行为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       148

6.1.2  政府部门行为的描述性分析   148

6.1.3  政府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55

——基于probit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    155

6.2非政府组织的行为学特征及其对市场化机制形成的影响  167

——基于probit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的分析       167

6.2.1  非政府组织行为调查的样本数据说明   167

6.2.2  影响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因素：基于 probit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的分析      167

6.3本章小结  171

 

7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制度设计 173

——竞争、激励制度与产业政策       173

7.1 投融资制度设计    173

7.1.1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现行融资模式分析   173

7.1.2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投融资制度设计的经验借鉴及政策依据   176

7.1.3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投融资制度设计       182

7.2收费制度设计  193

7.2.1  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收费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94

7.2.2  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收费制度设计       195

7.3产业政策设计  212

7.3.1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产业政策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213

7.3.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产业政策体系       213

7.4 小结 216

 

8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制度设计 219

——行政管理体制、监管与协调制度       219

8.1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设计     219

8.1.1  现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行政管理体制分析       219



8.1.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行政管理体制设计的政策依据       220

8.1.3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设计       220

8.2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行中的政府监管制度设计  226

8.2.1  监管制度的政策依据       226

8.2.2  指导思想和原则       228

8.2.3  监管制度设计   230

8.2.4  制度设计及管制措施       234

8.2.5  监管效率评价   245

8.3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政府协调制度设计     249

8.3.1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协调制度设计的政策依据       249

8.3.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协调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249

8.3.3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的协调制度设计       250

8.4 本章小结 257

 

9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行的保障措施   259

9.1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行的社会监督     259

9.1.1  NGO监督  259

9.1.2  公共参与   263

9.2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行的配套措施     266

9.2.1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的市场建设   266

9.2.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运行的法制建设       270

9.2.3  转变发展观与循环经济理念构建   276

9.2.4  社会诚信与环境伦理教育       281

9.3市场效率评价  286

9.4本章小结  288

 

10研究结论及政策运用    290

10.1研究结论       290

10.2政策运用       295

 

参考文献      302

调研报告       309



重庆市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调研报告    310

成都市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市场化机制调研报告    32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研究——广西省南宁、桂林地区调研报告       335

贵阳市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机制调研报告    348

 

附  录   359

1  调研问卷  360

居民调查问卷       360

排污企业调查问卷       363

治污企业调查问卷       366

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调查问卷       373

2  样本数据  376

居民的样本数据    376

排污企业的样本数据    387

治污企业的样本数据    390

政府部门的样本数据    393

非政府组织的样本数据       397

 

图 表 目 录 

图1.1 1998年－2006年我国城镇化、生活污水排放以及垃圾清运量变化图      1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06   1

图1.2 2000年－2006年我国城市污水排放与污水处理率变动曲线图   2

图1.3 2000年－2006年我国城市垃圾排放与无害化处理率变动图      2

图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9

图3.1 政府、机构与经济成果    38

图3.2 市场主体与非市场主体间的关系图       40

图3.3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框架       47

表4.1 2004年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简表       53

图4.1  我国水污染治理行业产值近十年的增长趋势     54

表4.2  1980年—2005年城镇垃圾清运量及无害化处理率统计③       55

图4.2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61

表4.3  我国2000年－2005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来源情况统计   62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05.  62

表4.4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     63

表4.5  我国排污费收入占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  70

图5.1  污水、垃圾处理现状对居民的影响     82

图5.2  居民对污水垃圾现状、影响、政府治污力度的认识  82

图5.3  居民节水和垃圾减量行为分析     83

图5.4  居民购买过度包装商品的行为     84

图5.5  居民购买过度包装商品的原因     84

图5.6  垃圾分类收集的现状分析     85

图5.7  影响垃圾分类收集的原因     85

图5.8  居民废旧物品收集、出售行为     86

图5.9  居民接受中水回用的意愿     87

图5.10  居民对水价收费额度的认识       88

图5.11  居民对垃圾处理收费额度的认识       89

表5.1  居民缴费意愿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92

表5.2  影响居民缴费意愿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93

表5.3  影响居民缴费意愿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的分析 94

图5.12  居民对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了解程度    95

表5.4  水价收费制度改革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00

表5.5  影响水价收费制度改革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01

表5.6  影响水价收费制度改革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分析     102

表5.7  垃圾定量化收费制度改革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07

表5.8  影响垃圾定量化收费制度改革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07

表5.9  影响垃圾定量化收费制度改革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分析 108

表5.10  排污企业缴费意愿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16

表5.11  影响排污企业缴费意愿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16

表5.12  影响排污企业缴费意愿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分析   117

图5.13  所有制形式的影响和企业盈亏状况    120

图5.14  城镇污水处理率和设施利用率    121

图5.15  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状况       121

图5.16  污泥处理设施建设情况       122

图5.17  污泥处理的主要困难    122



图5.18  治污企业的市场化理念分析       123

图5.19  企业和居民对污水处理价格认识的对比    123

图5.20  污水治理企业的融资渠道    124

图5.21  污水治理企业的需求分析    125

表5.13  企业对员工培训情况的调查分析       126

图5.22  垃圾治理企业的性质    126

图5.23  垃圾治理企业盈亏状况       127

图5.24  垃圾治理企业运行中的困难       128

图5.25  垃圾治理企业运行困难的原因分析    128

图5.26  垃圾治理企业的市场化理念分析       129

图5.27  垃圾治理企业的需求分析    130

表5.14  污水治理企业市场化改革意愿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32

表5.15  影响污水治理企业市场化改革意愿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32

表5.16  影响污水治理企业市场化改革意愿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      133

表5.17  政府对污水治理企业监管力度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36

表5.18  影响政府对污水治理企业监管力度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36

表5.19  影响政府对污水治理企业监管行为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      137

表5.20  垃圾治理企业市场化改革意愿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39

表5.21  影响垃圾治理企业市场化改革意愿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39

表5.22  影响垃圾治理企业市场化改革意愿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      140

表5.23  政府对垃圾治理企业监管力度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42

表5.24  影响政府对垃圾治理企业监管力度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43

表5.25  影响政府对垃圾治理企业监管行为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      143

图6.1  污水垃圾治理现状政府与居民的态度对比  149

图6.2  污水垃圾治理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49

图6.3  居民缴费的合作程度     150

图6.4  污水垃圾治理企业招商引资难的原因  151

图6.5  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力度  152

图6.6  环保部门监管、执法的困难  153

表6.1  政府放开市场意愿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57

表6.2 影响政府开放污水、垃圾治理市场意愿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57

表6.3  影响政府开放污水、垃圾治理市场意愿的因素：     158



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分析   158

表6.4 政府对治污企业监管力度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61

表6.5  影响政府对污水、垃圾治理企业监管力度的因素：基于probit模型      162

表6.6  影响政府对治污企业监管力度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分析 162

表6.7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65

表6.8  垃圾定量化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基于probit模型分析   165

表6.9  垃圾“定量化”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 166

表6.10  非政府组织作用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含义    169

表6.11  影响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因素：基于 probit模型分析       170

表6.12  影响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因素：基于order probit模型分析      170

图7.1  2000－2005环境治理投资额金占城建资金的比例变化趋势示意图 174

图7.2  2004年相关政策性收费组成示意图     174

图7.3  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所占比例变化趋势图  175

图7.4  PFI项目融资的基本思路      177

图7.5  PFI项目运作流程图      177

图7.6  BOT项目融资以及资金运作图     179

表7.1  2007—2008年我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利用世行贷款备选项目清单     185

图7.7  改善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投融资环境示意图     186

of urban sewage and garbage disposal  186

图7.8 水价机制运行机理图       196

图7.9污水处理服务供给—价格曲线 197

图7.10 污水处理服务需求－价格曲线     197

图7.11 污水处理服务的供需平衡      197

图7.12 垃圾服务需求曲线图     207

表7.2  对计量用户收费制效果的经验研究     208

图7.13  垃圾处理市场的押金返还系统模型    210

图7.14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政策体系图     215

图8.1  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行政管理体制制度设计的基本路径     222

图8.2  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调整管理机构、划分权责关系示意图  224

图8.3   政府监管政策体系       228

表8.1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营的制度选择     228

表8.2 形成不同规模的污水处理能力所需的平均建设造价    228



图8.4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排污染费收入总额     228

图8.5  排污费收入占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  228

图8.6  政府进行价格管制的监管成本和收益  228

图8.7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协调制度动因分析  228

图8.8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市场化政府协调制度构成及基本内容     228

图8.9  通过环境教育的行为变化模式     228

  详细请访问：https://www.icandata.com/view/49027.html

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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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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