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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并改善生态环境，我国政府提出了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20%增加

到23%，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的目标。目前有关部门已开始重点投入矿山

生态修复和沙漠化治理等方面的国土整治工作，其中生态修复已成为一个新兴的生态环境建

设领域。

生态修复客户来源主要是政府、大型矿、水、油类企业。作为中国刚刚起步的朝阳行业，具

有投资门槛较低、见效快、行业成本与收入波动性小、行业集中率低、税务审核机制宽松、

持续盈利能力较强等的特点，尤其适合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广大、资金投入有限的实际，其工

程毛利也高于园林绿化行业。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矿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水利水电等的持续大规模投入

，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复基础设施建设造成的生态破坏。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天然林

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湿地保护恢复、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16项重大生态修复

工程，涉及森林、湿地、荒漠三大自然生态系统，约占国土面积的63%，覆盖范围之广、建

设规模之大、投资额度之巨，堪称世界之最。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生态修复行业分析与投资前景报告》报告中的资料和数

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研分

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模型

，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业布

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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