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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垃圾焚烧发展路径确立  

——环保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 

事件：发改委等 5 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 

11 月 28 日，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

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以垃圾焚烧为主的处理设施建设格局向县域延伸。在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

达 72 万吨/日，焚烧产能占比超 68%的情况下，《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以焚

烧为主的处理设施建设格局，并向县域延伸，提出到 2025 年重点区域的县级地

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 

县域垃圾处理能力分布不均，垃圾焚烧建设有较大空间。2021 年，我国县城垃

圾焚烧处理能力达 17.2 万吨/日，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 51%；但我国共有县城

1482 个，垃圾焚烧处理厂 257 个，约 8 成县城未有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覆盖，在

大部分县域地区，填埋仍是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现存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利用不足。按照 21 年县域垃圾处理能力与处理厂数量计

算得出，县域垃圾焚烧厂平均处理规模在 600-700 吨/日之间。然而，我国县城

平均垃圾清运量在 125 吨/日左右。单一县城的垃圾清运量往往难以规模较大的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21 年我国县域垃圾焚烧处理量 2772.6 万吨，对应 17.2 万

吨/日的焚烧处理能力，县城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利用率不足 50%。 

村镇区域垃圾无害化率提升空间较大。根据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1 年我国县

城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8.5%；建制镇的垃圾无害化率 75.8%；乡的垃圾无害化

率 56.6%；镇乡级特殊区域乡的垃圾无害化率分别为 91.6%、55.9%。 

健全收运体系，巩固“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发展模式。针对单一县城垃

圾清运量不足的现状，《指导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健全收运体系。县级地区要

根据辖区地域特点、经济运输半径、垃圾收运需求等因素合理布局建设收集

点、收集站、中转压缩站等设施，配备收运车辆及设备，健全收集运输网络。

同时，鼓励城乡一体化建设，仍遵循“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 

清运量充足地区加快建设，清运量不足地区推进共享，因地制宜建设填埋及小

型焚烧试点。 

投资策略：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建设几已饱和，焚烧设施的建设逐步向县城

延伸，《指导意见》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以焚烧为主的县城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格局。建议关注垃圾焚烧处理龙头企业伟明环保、瀚蓝环境、绿色动力等。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乡镇垃圾收运体系建设推进不及预期等。 

锂电回收数据跟踪：利润空间小幅恢复 

 本周碳酸锂价格下行进一步压低电池回收折扣系数，三元铁锂电池及废料回

收潜在利润空间受益电池回收价格下降而持续提升。铁锂电池回收利润空间

已达七月以来最高。 

行情回顾： 

 上周申万环保板块涨跌幅 1.05%，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 23/31。 

 子版块方面，综合环境治理、大气治理、固废治理、水务及水治理、环保设

备五个申万 III 级板块涨跌幅为 2.48%、1.94%、1.65%、1.42%、-0.96%。

具体个股方面，惠城环保（13.83%）、百川畅银（12.99%）、同兴环保

（11.78%）涨幅靠前；渤海股份（-4.31%）、ST 龙净（-5.28%）、青达环保

（-9.8%）跌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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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县域垃圾焚烧发展路径确立 

事件：发改委等 5 部门发布《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

导意见》 

11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意见提出： 

 到 2025 年，全国县级地区基本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垃圾分类和处

理体系，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具备条

件的县级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 

 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无废城市”建设地区以及其

他地区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应建尽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不具备建设焚

烧处理设施条件的县级地区，通过填埋等手段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到 2030 年，全国县级地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供给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技术、商业模式进一步成熟，除少数不具备条件的

特殊区域外，全国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以垃圾焚烧为主的处理设施建设格局向县域延伸。在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已达

72 万吨/日，焚烧产能占比超 68%的情况下，《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在《“十四

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中提出的以焚烧为主的处理设施建

设格局，并向县域延伸，提出到 2025 年重点区域的县级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全覆盖。 

县域垃圾处理能力分布不均，垃圾焚烧建设有较大空间。2021 年，我国县城垃圾

焚烧处理能力达 17.2 万吨/日，占无害化处理能力的 51%；但我国共有县城 1482

个，建有卫生填埋场 1123 个，垃圾焚烧处理厂 257 个，约 8 成县城未有垃圾焚烧

处理设施覆盖，在大部分县域地区，填埋仍是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在“十

四五”时期以焚烧为主的处理设施建设格局下，县域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有较大空

间。 

现存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利用不足。按照 21 年县域垃圾处理能力与处理厂数量计算

得出，县域垃圾焚烧厂平均处理规模在 600-700 吨/日之间。然而，我国县城平均

垃圾清运量在 125 吨/日左右。因此，单一县城的垃圾清运量往往难以支撑经济性

较好、规模较大的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21 年我国县域垃圾焚烧处理量

2772.6万吨，对应 17.2万吨/日的焚烧处理能力，县城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利用率不

足 50%。 

村镇区域垃圾无害化率提升空间较大。根据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1 年我国县城

垃圾清运量 6791 万吨，处理量 6769.74 万吨，无害化处理量 6687.44 万吨，垃圾

处理率及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 99.7%、98.5%；建制镇的垃圾处理率及无害化率分

别为 91.1%、75.8%；乡的垃圾处理率及无害化率分别为 81.8%、56.6%；镇乡级

特殊区域乡的垃圾处理率及无害化率分别为 91.6%、55.9%。在乡镇层面，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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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收运体系，巩固“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发展模式。针对单一县城垃圾

清运量不足的现状，《指导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健全收运体系。县级地区要根据

辖区地域特点、经济运输半径、垃圾收运需求等因素合理布局建设收集点、收集

站、中转压缩站等设施，配备收运车辆及设备，健全收集运输网络。同时，仍遵

循以县城为中心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开展建设。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底，东部地区实现县级地区收运体系全覆盖，中

部地区基本实现县级地区收运体系全覆盖，西部和东北地区有条件的县级地区

实现收运体系全覆盖。 

 21 年，我国共有建制镇 19072 个，建制镇中转站数量 26855 个，平均每镇 1.41

个；共有乡 8190 个，乡中转站 9349 个，平均每乡 1.14 个。仍有超 9 个省市自

治区未实现镇中转站全覆盖，超 15 个省市自治区未实现乡村中转站全覆盖。 

 《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建设城乡一体规模化焚烧

处理设施。持续鼓励以城市及县城为中心、以垃圾焚烧为主要处理方式的“村

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发展模式。 

清运量充足地区加快建设，清运量不足地区推进共享，因地制宜建设填埋及小型

焚烧试点。 

 东部等人口密集县级地区，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达到建设规模化垃圾焚烧处理设

施条件的，要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方式，适度超前建设与生活垃圾

清运量增长相适应的焚烧处理设施；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人口密度较低、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少、不具备单独建设规

模化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条件的县级地区，可通过与邻近县级地区以跨区域共建

共享方式建设焚烧处理设施； 

 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等人口密度低、转运距离长、焚烧处理经济

性不足的县级地区，且暂不具备与邻近地区共建焚烧设施条件的，可继续使用

现有无害化填埋场，或严格论证选址、合理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生活垃圾填埋

场。 

 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边境地区为重点，选取人口密度较低、垃圾产生量较少

的部分县级地区积极开展小型焚烧试点，重点围绕技术装备、热用途、运营管

理模式、相关标准等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投资策略：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建设几已饱和，焚烧设施的建设逐步向县城延

伸，住建部等5部门《指导意见》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以焚烧为主的县城垃圾处

理设施建设格局。建议关注垃圾焚烧处理龙头企业伟明环保、瀚蓝环境、绿色动

力等。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乡镇垃圾收运体系建设推进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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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锂电回收数据跟踪：利润空间持续修复 

2.1 电池废料价格 

2.1.1 三元电池 

三元折扣系数继续下行，幅度放缓。本周三元电池及极片/黑粉回收折扣系数来到

189.5%/215.5%，分别下降 4pct / 6pct；三元电池回收价来到 6.65 万元/吨，极片/

黑粉价格达 15.24 万元/吨，周同比分别下降 1150 元 / 4500 元。 

表1：废旧三元电池/黑粉折扣系数及价格 

 折扣系数（%） 回收价格（万元/吨） 

12月 2日 周同比 相比 7 月初 12月 2日 周同比 相比 7 月初 

废旧三元电池 189.5%  -4pct  +78.5pct 6.65  -0.115  +2.86 

废旧三元极片/黑粉 215.5%  -6pct  +88.5pct 15.24  -0.45  +6.295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三元电池回收价格及折扣系数  图2：三元极片/黑粉回收价格及折扣系数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利润空间持续回升。折扣系数的下行使三元电池废料回收潜在利润空间持续回升，

三元电池回收利润空间回升近1000元/吨，极片/黑粉利润空间回升超4000元/吨。 

图3：三元电池产品原料差价及原料产品占比  图4：三元极片/黑粉产品原料差价及原料产品占比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2.1.2 磷酸铁锂电池 

回收折扣稳步下降。本周磷酸铁锂电池/极片/黑粉回收折扣系数继续以 1pct的幅度

下行，分别来到 76%/82.5%/84.5%。 

表2：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极片及黑粉折扣系数与价格 

 折扣系数（%） 回收价格（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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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磷酸铁锂电池 76%  -1pct +13.5pct 3.36  -0.04 +0.54 

废旧磷酸铁锂极片 82.5%  -1pct +15.5pct 8.5  -0.085 +1.47 

废旧磷酸铁锂黑粉 84.5%  -1pct +18.5pct 11.2  -0.11 +2.29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5：磷酸铁锂电池回收价格及折扣系数  图6：磷酸铁锂电池极片/黑粉回收价格及折扣系数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潜在利润空间稳步提升。折扣系数下行带动潜在利润空间持续修复，本周铁锂电

池/极片/黑粉潜在利润空间分别修复约 360 元/吨、760 元/吨、1000 元/吨。电池回

收的潜在利润空间已达七月以来最高水平。 

图7：铁锂电池回收产品-原料差价及原料产品占比  图8：铁锂废料回收产品-原料差价及原料产品占比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SMM，申港证券研究所 

2.2 金属、盐类及酸碱价格 

2.2.1 计价金属价格 

本周锂价仍然稳定在 294.5万元/吨，钴价下降至 34万元/吨，降幅 7000元/吨，镍

价小幅上升至 20.87 万元/吨。我们估算，若折扣系数保持不变，本周计价金属价

格的小幅波动将会导致三元电池、极片及黑粉的回收价格分别上涨约 400 元/吨、

1000 元/吨左右，但折扣系数的下行抹平了该部分涨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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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年初至今锂金属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10：年初至今钴镍金属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2.2.2 金属盐类价格 

本周碳酸锂价格小幅回落 500 元/吨至 56.65 万元/吨。硫酸钴镍盐分别下降至 5.7

万元/吨、4.05 万元/吨，硫酸锰价格稳定在 6600 元/吨。回收产物的价格变化并未

显著影响回收产生的收入，本周潜在利润空间的扩大更多是由于折扣系数下行带

来的成本端的变化。 

图11：年初至今碳酸锂价格走势（万元/吨）  图12：年初至今钴镍锰盐价格走势（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 本周行情回顾 

本周（2022.11.28-2022.12.03）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为 2.52%，上证指数、深证

成指、创业板指周涨跌幅分别为 1.76%、2.89%、3.2%。申万一级行业中，社会

服务（8.49%）、食品饮料（7.87%）、美容护理（6.43%）涨幅较大。  

图13：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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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上周申万环保板块涨跌幅 1.05%，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 23/31。 

子版块方面，综合环境治理、大气治理、固废治理、水务及水治理、环保设备五

个申万 III 级板块涨跌幅为 2.48%、1.94%、1.65%、1.42%、-0.96%。 

细分行业方面，参考长江环保 III 级指数，涨跌幅靠前的细分行业分别为生物质

（11.29%）、湿垃圾（3.1%）、危废（2.87%），涨跌幅靠后的细分行业分别为再

生能源（0.35%）、节能（0.25%）、大气治理（-0.13%）。 

图14：环保子板块上周涨跌幅  图15：环保细分行业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具体个股方面，惠城环保（13.83%）、百川畅银（12.99%）、同兴环保（11.78%）

涨幅靠前；渤海股份（-4.31%）、ST 龙净（-5.28%）、青达环保（-9.8%）跌幅较

大。 

图16：本周涨跌幅前十位（%）  图17：本周涨跌幅后十位（%）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环保行业周平均 PE（TTM）为 22.37 倍，较前一周减少 0.05，近三年均值为

21.02 倍；周平均 PB（LF）为 1.56 倍，较前一周增加 0.01，近三年均值为 1.7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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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环保行业近三年 PE（TTM）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9：环保行业近三年 PB（LF）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4. 行业动态 

4.1 重要新闻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办法明确了水环境、地下水污染防治、大气环境、噪声等重点排污单

位的认定条件，及可以列为环境风险重点管控单位的认定条件等内容。 

在生活垃圾等固废处理领域，办法第六条规定：涉及填埋处置的危险废物处置场

的运营、管理单位；日处理能力 500 吨以上的生活垃圾填埋场的运营、管理单位，

应当列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生活垃圾填埋场

（含已封场的）或者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营维护单位，可以列为环境风险重点管

控单位等。 

城市供水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供水工作，强化城市供水安全保障，住建部启动了《城市供水

条例》修订工作，将《城市供水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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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城市供水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指出城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城市饮用水水源水量的统筹和保障，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保障水质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疾病预防控制主管部门负责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公安、市场监管、

应急、价格等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供水的相关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生态环境

等部门按职责加强监测、评估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安全状况，开展城市饮用

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建立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生态环境

等部门发现饮用水水源水质不达标的或者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的，应当将监测评

估结果和预警情况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并同时通报城市供水主管部门和相关

城市供水单位。 

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清洁生产先进技术目录（2022）》（公示稿）的公示 

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清洁生产先进技术目录（2022）》（公示稿）的公示，包括

合成革 DMF 废水低温高效精馏与两级 MVR 压缩机耦合节能减排技术、多燃料多

流程循环流化床清洁高效燃烧关键技术等 22 项技术。 

工信部发布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2 年版） 

为加快节能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提高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能源利用效率，工业和信

息化部近日印发《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节能技术装备推荐目录（2022 年版）》。

后续，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节能司子站分行业、分领域发布应用指南和

案例，并组织开展线上“节能服务进企业”系列活动，加强供需对接。 

国家发改委 住建部等 5 部门：加强县级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 

11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中国人

民银行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全国县级地区基本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垃圾

分类和处理体系，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具备条件的县级地区基本实现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全覆盖。长江经济带、黄河

流域、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城市、“无废城市”建设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具备条件的县

级地区，应建尽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不具备建设焚烧处理设施条件的县级

地区，通过填埋等手段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到 2030 年，全国县级地区生活

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供给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技

术、商业模式进一步成熟，除少数不具备条件的特殊区域外，全国县级地区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同时，意见指出，针对小型生活垃圾焚烧装备存在的烟气处理不达标、运行不稳

定等技术瓶颈，形成亟需研发攻关的小型焚烧技术装备清单，组织国内骨干企业

和科研院所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开展研发攻关，重点突破适用于不同区域、

不同类型垃圾焚烧需求的 100吨级、200吨级小型垃圾焚烧装备，降低建设运维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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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标：工业园区碳达峰实施方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由中国循环经济协

会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工业园区碳达峰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团体标准已完成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本文件从工业园区的碳排放核算、碳达峰目标的确立、碳达峰工作指标体系的建

立、碳达峰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园区内企业碳达峰指导意见等方面规范《工业

园区碳达峰实施方案》，为相关工业园区编制方案提供参考指导。 

财政部提前下达 170 亿元 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 

日前，财政部发布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共安排2023        

年水污染防治资金 170 亿元。分配污染防治资金超 10 亿元的省份包括四川、江西、

陕西、湖北、湖南、青海。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为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进一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利用能源，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修订形

成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到，年综合能源消费

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建设地点、主要生产工艺和设备未改变的改建项目按照建

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其他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省级

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

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公布并适时更新）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管理权限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依据实际情况

自行决定。 

财政部提前下达 30.8 亿元 2023 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 

财政部日前提前下达 2023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总计 30.8亿元，其中重点任

务金额 15.4 亿元。 

要求各省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强化项目全过程监管和实施情况调度，切实提高

项目进度和预算执行率。同时，继续做好涉重金属历史遗留矿渣治理等重点项目

储备工作，抓紧开展项目论证、立项等前期工作，夯实项目实施基础。中央财政

将在后续资金分配中，继续将各地储备项目数量和质量作为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推动“资金跟着项目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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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公告 

表3：环保行业一周重要公告 

公告类型 公司名称 公告日期 公告内容 

质押股份 联泰环保 2022.11.30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6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

44.6%。联泰集团本次质押股票 8300 万股，累计质押公司股票 1.16 亿股，占

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44.53%。 

签订合同 天源环保 2022.11.30 

 公司与获嘉县城市管理局签订了《获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特许经

营权招标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书》及其附件，合同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3.09 亿

元。本项目新建一座日处理规模 500t/d 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项目主要建

设内容为工艺生产设备的安装、附属配套辅助建筑结构工程及厂区内电气自

动化工程、给排水工程、燃气工程、采暖通风工程等工程。该项目特许经营

期限为三十年（含建设期和运营期）。 

项目中标 福龙马 2022.12.01 

公司 2022 年 11 月预中标了安徽省六安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福建

省龙岩市等地的环卫服务项目，合计首年服务费金额为 9589.72万元（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68%），合同总金额为 3.2 亿元。 

减持股份  景津装备 2022.12.01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30 日，股东宋桂花减持 40.5 万股公司股份，占流通股总

数的 0.0716%。减持后该股东持有 2646.22 万股公司股份，所持流通股数量

占流通量比例下降到 5%以下。 

签订合同 力源科技 2022.12.01 

公司于近日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裕龙岛炼化一体化（一期）

海水淡化工程配套 A2 标段膜法&B1 热法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金

额分为人民币 8,260 万元（为含税价）。 

对外投资 万德斯 2022.12.01 

公司与金圆股份于 11 月 30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设立锂业研究院的合作协

议。通过设立合资公司，开发盐湖提锂吸附+膜法新型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和油

气田采出水提锂新技术，开展吸附剂、树脂、萃取剂等新型材料研究，先进

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及再创新等技术研发工作。开发新型盐湖提锂技术

和油气田采出水提锂技术装备、撬装设备以及中试车间建设等工作。 

其中，万德斯认缴注册资本 350 万元，在合资公司中占 70%的股权。金圆股

份认缴注册资本 100 万元，在合资公司中占 20%的股权。合资公司核心经营

管理团队认缴注册资本 50 万元，在合资公司中占 10%的股权。 

发行可转

债 
华宏科技 2022.12.02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华宏转债”，债券代码为“127077”。 
本次共发行 51,500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515 万张，

按面值发行。 

终止合同 深水海纳 2022.12.02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中标通知书》，公司为阳原经济开发区循环

园污水处理厂及基础设施项目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 4.8 亿元。 

因项目原投标时适用《阳原经济开发区循环园污水处理厂及基础设施项目实

施方案》所规定的出水水质标准不符合最新的环评标准要求，导致未取得环

境影响评价批复，项目设计、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更。根据公司审慎评估，

因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不符合公司投资要求，公司和阳原县人民政府

经友好协商后一致同意解除项目合同并签订项目终止协议。 

投资项目 远达环保 2022.12.03 

为进一步拓展水务市场，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拟投入资本金 2500 万元，

在海南省文昌市成立项目公司，投资月亮湾污水处理工程 PPP 项目。 

月亮湾项目由水务公司总体负责投资建设及运营，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

厂、污水收集管网、中水回用管网以及污水处理厂内配套的道路、电控、绿

化等工程。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该项目采用 PPP 模式实施，运营方式为

BOT，项目特许经营期 30 年。 

签订协议 同兴环保 2022.12.03 

公司和哈尔滨锅炉厂组成的联合体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板材炼

铁总厂 566m2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超低排放改造 BOT工程特许经营协议》，

甲方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以 BOT 方式完成项目的融资、设计、建设、运

营；实现工程正常运营、排放达标所需的所有设备和设施、建筑物、构筑物

等，以及项目单位在特许经营期限内为经营该项目所有新增和重置的设备和

设施、建筑物、构筑物等。该合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2.62 亿元整。 

建设项目 兴蓉环境 2022.12.03 

公司下属子公司再生能源公司成功中标彭州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

项目。再生能源公司将与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签订《彭州市餐厨垃圾资源

化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特许经营权出让初步协议》，由再生能源公司在彭州市

行政区域内注册成立全额出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亿元，具体负

责该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及移交等事项。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3.026 亿元，其中资本金比例 30%，由项目公司自有资金

出资，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解决。项目建设规模为

150 吨/日，拟处理 100 吨/日餐厨垃圾和 50 吨/日家庭厨余及其他厨余垃圾。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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