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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ldquo;土壤污染&rdquo;是指

由人类活 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

，导致土 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

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

环境效应， 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再加上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

的形势很复 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

机复合污染 物并存的局面，因而土壤修复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和复杂。  

 土壤污染物超标状况

 不同类型土地污染程度

 土壤修复行业的相对发展阶段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土壤修复市场运营状况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土壤修复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土壤修复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土壤修复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土壤修复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土壤修复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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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2017-2022年中国土壤修复市场投资分析

9.1　中国土壤修复行业投资机遇



9.1.1　环保类投资项目比例上升

9.1.2　土壤修复项目全面推进

我国土壤污染类型包括农业耕地土壤污染、城市工业用地土壤污染以及矿区土壤污染。 目前,

按播种面积计算我国氮素化肥平均施用量仍然分别是法国、德国、美国的 1.51、1.59 和 3.29 

倍,而耕地粮食产量水平与这些国家相比仍然低 10%-30%。当前,我国农药使用量已经达 到 130 

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我国受农药污染的耕地土壤面积达 1.36 亿亩。我国农 业耕地土

壤污染修复所需资金数额巨大，仅对受重金属污染的农业耕地而言，即便选择土壤 修复成本

较低的植物修复法，单位治理成本为 100-500 元/t，直接治理成本约 3.1-15.6 万亿。

我国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年)》中提出了环境恢复治理到 2010 年和 2015 年的约束

性指标，即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率要分别达到 25％和 35％。但目前 我国废弃矿

山的复垦率才达到 10％，需要环境恢复与治理的废弃矿山面积约 150 多万公顷， 采用费用最

低的稳定/固化技术，保守测算，直接治理成本也约 0.43-1.94 亿元。

 我国耕地修复潜在市场容量预测     土壤利用类型分类   有待修复的土壤污染面积（亿亩）   土

壤修复成本（元/亩）   土壤修复市场(亿元)       重度污染耕地   0.22   60000   13378       中度污染

耕地   0.36   30000   10946       轻度污染耕地   0.57   10000   5676       轻微污染耕地   2.78   3000   8331   

   耕地   3.93   -   38331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农业耕地的修复费用     应用技术   单位治理成本（元/t）   直接计算成本（万亿元）   下限（

万亿元）   上限（万亿元）       热处理   300-1300   9.4-40.6   10.3-44.8   15.0-65.0       稳定/固化  

200-900   6.2-28.1   6.9-31.0   10.0-45.0       植物修复   100-500   3.1-15.6   3.4-17.2   5.0-25.0   数据来源

：公开资料整理

 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费用     应用技术   单位治理成本（元/t）   直接计算成本（万亿元）   下

限（万亿元）   上限（万亿元）       热处理   300-1300   1.58-6.86   1.58-6.86   3.17-13.72       土壤淋

洗   300-1500   1.58-7.91   1.58-7.91   3.17-15.82       稳定/固化技术   200-900   1.06-4.75   1.06-4.75  

1.11-4.62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重金属矿区的修复费用     应用技术   单位治理成本（元/t）   直接计算成本（万亿元）   下限

（万亿元）   上限（万亿元）       稳定/固化   200-900   0.43-1.94   0.43-1.94   0.86-3.89       异位土壤

淋洗   300-1500   0.65-3.24   0.65-3.24   1.30-6.48       热处理   300-1300   0.65-2.81   0.65-2.81   1.30-4.62 

     生物通风   250-800   0.54-1.73   0.54-1.73   1.0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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