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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生态修复市场调查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涵盖行业最新
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
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
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
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
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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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
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
那些在自然突变和人类活动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复生
态系统原本的面貌。
生态修复流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生态建设相关政策 年份 政策 1988年 《交通部关于加强公路绿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1992年
《城市绿化条例》 199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01年
《中华人名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2009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2009年
《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2010年
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促进草原保护与建设的通知 2012年 西部大开发工作成果
2013年 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 年） 2013年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 2013年 西部大开发工作安排 2013年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2014年 中央一号文件第16 条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生态修复市场调查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对我国生态
修复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品牌竞争、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以及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决策和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权威、充分
、可靠的决策依据。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北京智研咨询有限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
依据了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上市公司资讯、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生态修复专业研究单位等公
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立足于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整体发展局势，
对我国生态修复行业的生产发展状况、市场情况、消费变化、重点企业以及市场发展机会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生态修复行业市场品牌及市场销售渠道等着重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报告目录：
第一章 生态修复行业基本介绍 1
1.1 相关概述 1
1.1.1 生态修复的定义 1
1.1.2 生态修复的条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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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生态修复的涵盖领域 3
1.1.4 生态修复与园林绿化对比 3
    生态修复不等于绿化

生态修复是指采用物理和生物工程等综合技术方法，对因人类活动造成的工程创伤（如道
路边坡、矿山、采石场、水利堤坝等）及自然灾害（如地震、土地沙化）等因素导致受损的
地表植被进行修复重建；园林绿化是指充分利用城市自然条件、地貌特点和基础物种对城市
中需绿色植物覆盖、美化的区域进行绿化建设，以营造一个舒适、和谐的城市人居环境，达
到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

生态修复及园林绿化都以有生命的植物为实施对象，同属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范畴，其各自
的特点对比如下：
生态修复及园林绿化各自的特点 项目 工程目的 技术要求 采用苗木 后期养护 工程毛利
生态修复 主要目的是恢复生态、次要目的是美化景观 施工工艺、基材 生态苗木 基本不需要
较高 园林绿化 主要目的是美化景观 主要为艺术美学 景观苗木 较好的后期养护 相对较低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21世纪是修复地球的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地球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
坏，地球的生态系统处于退化状态。在这种背景下，生态修复这一学科的应用前景越来越大
。生态修复首先要修复它的功能，也就是恢复一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有它
特有的生态功能。二是恢复它的生态结构，也就是恢复一个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即恢复物种
多样性和完整的群落结构。三，恢复可持续性，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生态系统的抵抗能力
和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四，恢复它的文化，人文特色。一个地方的文化源起于他的自然
环境，文化遗产往往孕育于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

绿化不等于生态修复，只是生态修复的手段之一。人们在一片空地上种上花草，这就是绿
化，但不是生态恢复。恢复生态是恢复当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的完整性以及周围环境的协调
性和生态系统自我维持性。绿化最终不能达到自我维持能力。

生态修复需要人的帮助----有人说，生态修复很简单，把修复区的人口搬出来就可以了。
实际上受损生态系统没有人的帮助，很难恢复。有些生态系统可以自我恢复，也许要100年
、1000年的时间，有了人的帮助，这个恢复过程会加快。
1.2 生态修复效益分析 5
1.2.1 生态效益分析 5
1.2.2 社会效益分析 5
1.2.3 经济效益分析 5
第二章 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6
2.1 经济环境 6
2.1.1 国际宏观经济运行分析 6
2.1.3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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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政策环境 17
2.2.1 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分析 17
2.2.2 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18
2.3 社会环境 18
2.3.1 国内环境状况综述 18
2.3.2 水质环境污染状况分析 21
2.3.3 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分析 31
2.3.4 大气环境污染状况分析 33
2.3.5 土地沙化现状分析 39
2.3.6 水土流失现状及特点 39
2.3.7 我国环境风险现状及趋势分析 40
2.4 技术环境 42
2.4.1 生物膜法处理技术 42
2.4.2 人工湿地处理技术 45
2.4.3 土地处理技术 55
第三章 2012-2014年生态修复行业产业链分析 59
3.1 生态修复行业上游产业发展分析 59
3.1.1 绿化苗木种植行业的发展 59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态、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国绿化观赏苗木产业蓬勃发展。
观赏苗木种植面积增长。据农业部统计，2011年全国观赏苗木种植面积为56.17万公顷，比
2010年增长11.90%。2012年我国观赏苗木种植面积约57.55万公顷，与2011年种植规模相
当。近几年我国园林绿化苗木种植规模如下图所示：
2007-2012年中国园林绿化苗木种植规模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花卉行业协会

2012年江苏、河南、浙江、四川、山东等省仍是全国观赏苗木种植面积大户，其中江苏
的种植面积居全国之首，达12.65万公顷；河南紧随其后，种植面积达11.3万公顷。
3.1.2 我国苗木市场发展特点分析 59
3.2 生态修复行业下游产业发展分析 61
3.2.1 水利建设行业现状 61
3.2.2 铁路建设行业发展分析 64
3.2.3 公路建设行业发展分析 67
3.2.4 矿山开采行业发展分析 69
3.2.5 房地产行业发展分析 75
3.2.6 城市园林绿化行业发展分析 80
    一、我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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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住建部门以改善人居环境、服务广大百姓为出发点，着力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立法和技
术标准制订工作，积极推进节约型、生态型、功能完善型园林绿化建设。城市园林绿地总量
稳步增长，园林布局日趋均衡，绿地品质和综合功能不断完善，城镇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
2004-2012年中国城市绿地面积走势图：万公顷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截至2012年底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181.2万公顷，比2011年增加9.3万公顷。
2007-2012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走势图：万公顷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2006-2012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走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建成区绿地面积及建成区绿地率

据统计2012年我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2.26平方米，比2011年增加0.46平方米。全国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分别达39.59%和35.72%
2008-2012年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四章 2012-2014年生态修复行业发展分析 86
4.1 国外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状况 86
4.1.1 国外生态修复行业发展综述 86
4.1.2 美国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91
4.1.3 澳大利亚生态修复行业分析 99
4.2 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基本状况 111
4.2.1 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111
4.2.2 中国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 111
4.2.3 中国生态修复市场主要竞争要素分析 113
4.3 中国生态修复行业现状分析 113
4.3.1 我国生态修复行业综述 113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干扰，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与自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
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
那些在自然突变和人类活动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恢复生
态系统原本的面貌。
生态修复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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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生态修复的理论基础是生态恢复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在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压力条件下

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景观的恢复和得到重建的问题。恢复生态学认为恢复是破坏过程的逆向
演替 ，这一逆向演替可能是沿着破坏时的轨迹复归，也可能是沿着一种新路径去恢复，可
能是自然地进行，也可能是必须借助人工支持和诱导的过渡过程。由于生态恢复大多数情况
下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的，可能不是一步到位，而需要通过一串目标来实现，所以逆向演替
大多数需要以第二种方式为主。
    一、生态修复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生态修复工程涉及多个学科，根据工程特点采用不同的生态修复综合技术，一般来讲，生
态修复工程涉及的技术主要有三种：植物选培技术、土壤处理技术和工程施工技术。

生态修复涉及的专业技术中，难度最大的是植物选培，涉及基因工程等高精尖技术领域，
一般企业很难直接介入。对于特殊条件下的物种选择，往往需要多年的耐心实验和培育，也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施工技术方面，由于大多数工程中施工条件恶劣，除了应用相关技
术，工程经验也很重要，生态修复的技术壁垒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环节中。目前两家做生态
修复的上市公司中，铁汉生态在施工技术上有优势，而蒙草抗旱则在耐干旱物种驯化方面有
更多积累。
生态修复主要技术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1、植物选培技术

生态修复工程所处的地理环境一般都存在一定的水土流失、沙化和盐化现象，甚至是一些
缺水少土的土石边坡等，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植物物种必须具有特殊的性能，如抗干旱、耐
贫瘠、耐盐碱等，一般通过对野生植物进行驯化或基因改良的方式获得。

我国目前对植物进行基因改良的研发工作主要由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生物系承担，部分
企业也从事该等技术的研究开发。蒙草抗旱采用的是野生驯化为主的选培技术。
    2、土壤处理技术

进行生态修复时一般需要根据工程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及土质环境的调研测试的结果对土壤
进行处理，添加特殊的基材以改良土质，如将氨化纤维有机质、缓释型长效复合肥、保水剂
、杀虫剂、杀菌剂、土壤调节剂、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等按照一定比例进行配比合成营
养丰富的混配基材以提高土壤质量。

生态修复技术起源于上世纪20 年代西方国家的矿山土地复垦，德、美、英、澳等国家在
对矿山开采造成的扰动受损土地进行恢复和利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土地复垦技术，包括农
业、林业、建筑、自然复垦等。

70 年代后，受生态工程学术思想的影响，从土壤环境修复和生产力恢复层面上升到了生
态系统恢复层面，即重建该系统干扰前的结构与功能有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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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生态修复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地、灌丛、水体等生态系统在采矿、道路建设、
机场建设、放牧、采伐、山地灾害、工业大气及重金属污染等干扰体系的影响下退化和自然
恢复的机制和生态学过程，而生态恢复实践主要集中在大型矿区、大型建筑场地、森林采伐
迹地、受损湿地等的生态恢复方面。

我国的生态恢复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国内环境污染，草原退化等问题的不断加重，学界
对生态修复的认识加深，目前，针对水土流失进行的生态修复，可分成以下几类：

1）退化坡面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指对退化耕地、林地、草地、荒地等生态系统的生态修
复，这是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重点。

2）退化河流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指对主要因人为驱动力所导致的退化河流生态系统的生
态修复。
    3）内陆河流域退化绿洲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指对退化天然绿洲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

4）退化水库生态系统生态修复。对位于大示范区内的退化水库生态系统进行生态修复也
属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的范畴。
    5）退化矿区生态系统生态修复。是指对废弃矿地生态系统进行生态修复。

我国政府对生态修复的重视始于2001 年，由于上个世纪严重的荒漠化和沙化趋势，2001
年正式颁布了《防沙治沙法》，之后陆续出台了矿山、草原等生态修复的相关政策。
生态建设相关政策 年份 政策 1988年 《交通部关于加强公路绿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1992年
《城市绿化条例》 199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001年
《中华人名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2009年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2009年
《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2010年
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促进草原保护与建设的通知 2012年 西部大开发工作成果
2013年 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 年） 2013年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 2013年 西部大开发工作安排 2013年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2014年 中央一号文件第16 条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我国面临的生态破坏态势严峻，根据我国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及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
009 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2.37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3.11
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
荒漠化、沙化面积在国土面积中占比

资料来源：智研数据中心整理
可治理面积在沙化 土地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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