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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4 年是《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的实践年，随着大气
治理的不断深入，火电、工业锅
炉和机动车三大治理领域日渐
清晰。一年来，各地积极开展
实践，政府的政策、监管持续加
严，投入空前加大，相伴而生的
治理、设备、运营等相关行业蓬
勃发展，市场异常繁荣。

我们梳理了一年来大气污
染防治的政策、实践亮点，与读
者分享。

机动车作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
一，其污染物排放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
20%~50%，机动车尾气治理作为空气质
量治理的三驾马车之一，已经受到高度
重视。

“三招”淘汰600万辆黄标车

国务院 2013年 9月发布的《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强化移动源污染
防治的首要工作是淘汰黄标车。具体的
目标是到2015年，基本淘汰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内的 500万辆黄标车。
到2017年，基本淘汰全国范围的黄标车。

今年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到今年底淘汰黄标
车和老旧车 600 万辆。9 月，环境保护
部等 6 部委发布《2014 年黄标车及老
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向各省市分
配淘汰任务，并提出相应措施。

综合北京、南京、西安等地黄标车
淘汰政策，主要有“三招”：一是政府给
予一定补贴鼓励主动提前报废；二是
规定黄标车限时限区域行驶，迫使尽
快淘汰；三是要求车主加装后处理设
备，排放检验合格后换发绿标。

北京于 4 月 11 日起调整对部分机
动车的交通管理措施，加大对黄标车

（高污染排放车辆）和载货汽车的监
管，取消长期进京通行证。这一举措
见效很快，截至 12 月 5 日，北京市提前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淘汰39.1万辆黄标
车任务。

山东省作为机动车污染防治重点控
制区域，则建立了公安机关牵头的黄标
车淘汰机制，并提出自2016年起，全省区
域内全部禁行黄标车。

12 月 5 日 ，环 境 保 护 部 通 报 了
2014 年 1 月～10 月各地黄标车和老旧
车淘汰进展情况，1月～10月，全国累计
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481.92万辆，完成
全年600万辆淘汰任务的 80.32%。

用标准和检测管住排放

机动车环保检测是控制机动车尾气
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当前机动车环检还
存在很多问题。部分检测机构建设标准
不高，检测设备标准不统一，缺乏可比
性，检测行为不规范，检测数据准确性、
一致性低，导致高污染车“淘汰不下
去”。有的检测设备不符合简易工况法

技术要求，甚至出现弄虚作假买卖交
易环保标志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机动
车污染防治工作开展。

今年来，各地已开始对机动车环
检进行创新。山东采用 BO模式把机
动车环保检测交给第三方。第三方利
用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检测线
的动态管理和超标车的实时跟踪，将
各 地 检 测 误 差 由 30% ~50% 控 制 在
10%。尽可能避免弄虚作假，保证检
测数据准确、一致。

北京则在积极谋划下一阶段的
机动车排放标准，这一次他们希望根
据我国的大气污染严峻形势和治理
需求，做出革新。根据相关负责人介
绍，将参考美国特别是加州测试程序
和标准要求，制定机动车第六阶段排
放标准。

提升燃油品质，推广新能源车

提升燃油品质，是从源头削减机
动车尾气排放的重要措施。根据《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快石油炼制
企业升级改造，在今年年底前，全国供
应符合国家第 4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

重点控制地区的进度则更快。今
年 4 月 1 日开始，江苏省南京市将推广
使用第 5 阶段车用柴油（以下简称国
Ⅴ柴油），成为全国继上海、北京之后
第 3 个提前使用国Ⅴ柴油的地区，也
是全国第一个推广国Ⅴ柴油的省会城
市。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是机动动车
污染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提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城
市每年新增或更新的公交车中新能源

和清洁燃料车的比例达到 60%以上。各
省市采取直接上牌、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
个人购买。

海南省运用提供补贴等方式推广
新能源车，预计到 2015 年投放新能源
汽车 1 万辆，2015 年年底前推广并新
增 5000 辆节能与新能源车。同时，将
累计建设可供各类能源与新能源汽车
停车、充电、维修用电设施 3068 座。

上海市购买新能源车国家和地方
提供补贴最高可达 6.5 万元，还可减免
购置税 1.6 万元，再赠送专用的上海牌
照，业内人士分析，购买新能源车的综
合成本将更具优势。

近年来，大气治理的焦点一直是火
电，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而燃煤量排名
第二的工业锅炉由于未建立起系统治理
体系，已经挤掉“改造”后的火电，成为大
气污染物的头号贡献者，排放污染物超
过煤电，也因此成为下一步大气污染治
理的重点。

史上最严锅炉标准实施

环境保护部今年 5 月公布的《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被评价为史上最
严的锅炉排放标准。

按照新标准，新建锅炉自 2014 年 7
月 1 日 起 、10t/h 以 上 在 用 蒸 汽 锅 炉 和
7MW 以上在用热水锅炉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 、10t/h 及 以 下 在 用 蒸 汽 锅 炉 和
7MW 及以下在用热水锅炉自 2016 年 7
月 1日起执行标准。

新标准相比于 2002 年施行的现行
标准，主要增加了燃煤锅炉氮氧化物和
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限值，规定了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取消了按功能区
和锅炉容量执行不同排放限值的规定，
以及燃煤锅炉烟尘初始排放浓度限值，
提高了各项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新标准要求，要控制小锅炉的数量，
使其由分散向集中、由小容量向大规模
发展。对工业锅炉通过集中建设热电
联产机组，逐步淘汰分散燃煤锅炉，对
供 热 供 气 管 网 不 能 覆 盖 的 地 区 改 用
电 、生 物 质 成 型 燃 料 、新 能 源 等 ，提 高
清洁能源的比例，推广应用高效节能环
保型锅炉。

新标准实施后，对锅炉产业的影响
是全面的。行业内专家估算，新标准的
实施将带动 3000 亿元以上的环保产业
市场。

淘汰改造都不放松

锅炉治理首先从淘汰和治理热效率

低、排放严重的小锅炉入手。《大气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明 确 要 求 ，到 2017
年，除必要保留的以外，地级及以上城
市建成区基本淘汰 10 蒸吨/小时及以
下的燃煤锅炉，禁止新建 20 蒸吨/小时
以下的燃煤锅炉。

据了解，从 2012 年 开 始 ，环 境 保
护部从排污费里支出 10 亿元支持十
几 个 城 市 的 锅 炉 改 造 ，既 包 括 煤 改
气 ，也 包 括 淘 汰 小 锅 炉 和 锅 炉 的 综
合治理。

在推进锅炉改造过程中，部分省
市 在 今 年 开 始 尝 试 合 同 能 源 管 理 模
式。由专业的能源管理公司与锅炉使
用企业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公司负责
改造锅炉、市场运营和维修等业务，节
能效益有合同双方分享。今年 4 月 3
日，河北唐山首个燃煤锅炉改造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落户乐亭。

推动煤炭清洁、高效燃烧，是所有
锅炉面临的课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技术的研发应用成为热点。

如煤科科学研究总院研制的高效
煤粉工业锅炉系统具有清洁燃烧、高
效运行、节煤显著等特点，污染物排放
接近燃气锅炉水平。目前，在东部沿
海和北部高寒地区的煤炭企业集团、
市政热力和大型工业园区市场得到推
广。

为促进煤粉锅炉低氮燃烧技术的
规范化和标准化，减少燃煤锅炉氮氧
化物排放，山东省环保厅、省质监局 9
月发布实施《煤粉锅炉低氮燃烧技术

性能规范》，对不同燃烧方式和燃煤种
类，分别提出了锅炉低氮燃烧脱硝效率
标准。

生物质能将派上大用场

用生物质成型燃料替代煤炭等化
石燃料，是实现工业锅炉尤其是中小锅
炉减排的另一个途径。

今年以来，兼具农业大省和用能大
省的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在生物质能
发展方面进展迅速。河北、山东采用补
贴、试点推广等措施方法，推广生物质
炉具以及生物质燃料替代锅炉燃煤，有
望有效解决农村等分散用能的污染和
低能效问题。

河北省规划 2014 年~2016 年累计
推广 130 万户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具，
燃烧秸秆生物质燃料 1000 万吨以上。
经计算，可实现替代标准煤 500 万吨以
上。

今年河北省根据资源情况等条件，
选择 30 万户推广使用秸秆成型燃料炉
具，政府补贴达到 4.605亿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生物质
颗粒燃料示范项目》今年 11 月在江苏
正式启动。示范项目采用合同能源管
理模式，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等地区为试点，建设一批生物质颗粒燃
料在工业炉窑上替代化石燃料的示范
工程，为生物质能源合同管理项目的持
续推广和商业化运行提供资金、人才和
技术保障。

改变不治理就排放的现状
锅炉

■2014年度盘点

“ 十 一 五 ”看 脱 硫 ，“ 十 二 五 ”看 脱
硝。在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火电脱
硝任务被再次强调，今年要推进燃煤电
厂脱硝改造 1.3亿千瓦。

今年 7 月 1 日，现役火电机组按规定
将执行排放新标准，到 6 月底，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需要全部加
装脱硝设施。

而据统计，截至 2013 年底完成脱硝
改造的机组只有 50%，2014 年~2015 年
还有 2.8 亿千瓦的现役机组要进行脱硝
改造。脱硝改造能否按期完成任务？火
电行业能否顺利达到新排放标准？成为
今年各界关注焦点。

补贴2.7分够用吗？

为有效推进火电脱硝，相关部门不
断完善以电价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国家
发改委首先将脱硝电价 14 个省（区、市）
试点范围扩大为全国所有燃煤发电机
组，燃煤发电企业脱硝电价补偿标准由
每千瓦时 0.8分钱提高至 1分钱。

3 月，国家发改委和环境保护部联
合印发《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
设施运行监管办法》，进一步完善环保
电价政策，脱硫脱硝除尘电厂可享受环
保电价加价 2.7 分钱/千瓦时（其中，脱硫
电价 1.5 分钱，脱硝电价 1 分钱，除尘电
价 0.2分钱）。

国家的补贴够用吗？江阴苏龙热电
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建华说，每度 1 分 5 的
脱硝电价补贴，完全可以冲抵各项脱硝
成本，保障企业环保设施的可持续运行。

对此，中电联研究室主任潘荔建议，
要完善以电价为核心的经济政策，继续
适当提高环保电价；加大超标罚款的力
度；发挥发电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
机制的作用，让企业更积极主动减排。

新标准带动2600亿元市场

减排压力成就脱硝行业崛起。据专
家测算，“十二五”期间仅脱硝改造就有

超过 800 亿元的市场容量，将成为大
气治理成长最为迅速的细分领域。

据信达证券分析师测算，2014 年
度全国燃煤机组脱硝投资市场规模超
过 350 亿元。预计到 2015 年，脱硝特
许经营市场年度规模将达到 141 亿元
～149亿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一时间国
内成立数百家脱硫脱硝公司，包括从
设备生产、设计、施工建设到运营管
理。龙源技术、燃控科技是低氮燃烧
设备生产供应的前端脱硝企业。电厂
脱硝改造的爆发式增长，也带动了脱
硝监测设备市场的旺盛需求，雪迪龙
在这轮改造中受益不浅。

“根据我们的预测，新标准带动的
环保治理和设备制造行业的市场规模
在 2600 亿元左右，后面还会有一个巨
大的运营服务市场。”一位业内人士
表示。

超低排放成煤电新目标？

有些火电企业新标大考不过关，
被罚；而有些技术领先、实力雄厚的火
电企业，借着排放标准提升的契机，实
现了排放的“蜕变”。

随着排放标准的加严和技术不断
攻关，“近零排放”或“超低排放”受到
火电厂的追捧。号称“近零排放”的神
华集团国华舟山电厂 4 号 35 万千瓦国
产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的移交生产就
曾在业界引发热议。

山东山大能源环境有限公司设计
院常务副院长潘峰介绍，燃煤电厂污
染物超低排放的系统配置，由低氮燃
烧 、SCR 脱 硝 、空 气 预 热 器 、高 效 除
尘 、烟气脱硫、湿式电除尘等系统构
成。逐级除尘、脱硫、脱硝，最终通过
湿式电除尘深度净化，实现污染物综
合脱除和超低排放。

业内专家表示，烟气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技术从系统设计角度出发，对
各污染物治理工艺进行一体化设计，
降低污染治理的投资、占地、能耗和运
行费用，减少二次污染并尽可能实现
副产物的资源化再利用，具备商业推
广价值，是未来减排技术的发展方向。

今年 5 月，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环境保护部共同印发《能源行业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提出，在试验
示范基础上推广燃煤大气污染物超低
排放技术。

要达到火电超低排放标准，需要
对燃煤机组现有除尘、脱硫、烟囱等多
个设施进行改造，并增加脱硝催化剂
用量。这对除尘、脱硫、脱硝市场有何
影响？

据中信证券预测，除尘市场空间
增 加 最 为 显 著 ，投 资 需 求 613 亿 元 ，
行业订单景气周期有望持续至 2016
年 ，SO2 超 低 排 放 改 造 需 求 为 230
亿元。

新建脱硝设施投资需求为 350 亿
元，大部分可能将在 2014 年~2015 年
释放完毕，催化剂对应稳定年度更换
市场需求 78亿元。

超低排放市场预测

除尘投资需求

613亿元

脱硫投资需求

230亿元

脱硝投资需求

350亿元

催化剂年度更换

需求

78亿元

●新标准实施后，对锅炉产业的影响是全面的。行业内专家估算，
新标准的实施将带动3000亿元以上的环保产业市场

●锅炉治理首先从淘汰和治理热效率低、排放严重的小锅炉入
手。《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到2017年，除必要保留的以
外，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10蒸吨/小时及以下的燃煤锅炉，
禁止新建20蒸吨/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

淘汰黄标车 推动新能源车
机动车

内外加压撬动千亿大市场
火电

图为 2014 年 4 月 1 日报道，现役火
电机组 7 月 1 日将实施新标准。文章报
道火电改造进展情况，分析存在困难及
解决办法。

图为 2014 年 3 月 4 日报道，分析机
动车尾气控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淘
汰黄标车。

图为 2014 年 5 月 6 日报道，新建锅
炉今年 7 月 1 日将执行新修订的《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文章解读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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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章由张杰撰写

据中信证券预测，除尘市场空间增加最为显著，投资需求 613 亿元，行业订
单景气周期有望持续至 2016 年，SO2 超低排放改造需求为 230 亿元。

新建脱硝设施投资需求为 350 亿元，大部分可能将在 2014 年~2015 年释放完
毕，催化剂对应稳定年度更换市场需求 78亿元。

●“根据我们的预测，新标准带动的环保治理和设备制造行业的市
场规模在2600亿元左右，后面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运营服务市场。”一位
业内人士表示

●业内专家表示，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技术从系统设计角度出
发，对各污染物治理工艺进行一体化设计，降低污染治理的投资、占地、
能耗和运行费用，减少二次污染并尽可能实现副产物的资源化再利用，
具备商业推广价值，是未来减排技术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