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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污染物削减交中期成绩单
1元奖励资金撬动 80元环保投资，预计将超额完成削减目标

◆本报记者徐卫星

一方面，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升级改造的倒逼作用，使企业产生升级改造
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财政资金的奖励标准高于现行产业政策的标准，可以进一
步引导企业在产业政策基础上进行更高标准升级改造，二者形成推动高标准绿色
改造的合力。 资料图片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
人近日就 2014 年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
启动的《高风险污染物削减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向媒
体做了通报。

《行动计划》针对涉汞、铅和高毒农
药行业，通过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对
达到预期削减效果的项目给予事后奖
励。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截至目前，已利用中央财政资
金 3.1 亿元，对 2013 年～2015 年底前完
成并通过核实的 57个项目进行奖励。”

这位负责人表示，项目数与金额均
呈现逐年增多的态势，预计到 2017 年年
底项目审核截止期，整个《行动计划》的
完成需财政资金总额不超过 6 亿元，但
小投入大产出，将会带动涉汞、铅和高毒
农药行业投资约 477 亿元，投资拉动比
1：80，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有力推
动了产业绿色升级改造。

“《行动计划》的实施，除了带动相关
行业加速发展外，还具有明显的环境和
社会效益。3年来，《行动计划》已完成项
目实现减少汞使用量 160 吨/年、废水和
废气中的铅及化合物排放量 7.5 吨/年，
替代高毒农药产品产能 1700吨/年，减少
苯、甲苯、二甲苯等有害溶剂使用量 1.6
万吨/年。”这位负责人透露，预计到 2017
年，可超额完成《行动计划》提出的汞、铅
的削减目标。

模式：变事前补贴为事后奖励
确保资金落到实处，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和实际成效

此次《行动计划》的一大模式创新是
变事前补贴为事后奖励，采用“以奖代
补”的方式，企业不再向中央部门申报项
目，而是凭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和
投资审计等证明材料，通过地方组织的
第三方实施效果评估后，向国家申请奖
励资金。

“由中央财政拨款、地方工信财政部
门确定的第三方审核机构对已完成项目
进行财务审计、环保检测等，避免了事前
补助项目事后监管难、监管成本高等问
题，大大提高了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和实际成效。同时，通过建立多层级
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还大大降低了实
施过程中权利寻租空间和廉政风险，切
实做到客观、公正、透明。”节能与综合利
用司相关负责人透露，这种新的模式得
到了地方和企业的充分认可和积极参
与，为企业实施绿色升级改造明确了稳
定的政策预期，共 18 个省（区、市）和两
家中央企业集团组织制定了各自的推进
计划，共包括 305 个高风险污染物削减
项目，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纷纷落实行动
计划要求，如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两家
最大企业新疆天业、新疆中泰均按行动
计划进行了升级改造并获得资金奖励，

对全行业加快汞削减产生了明显的示范
带动效应。

精准发力：胡萝卜加大棒
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推

进绿色升级改造

据了解，为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效力，
《行动计划》充分考虑了与相关行业产业
政策的衔接配合，一方面充分发挥产业
政策对企业升级改造的倒逼作用，使企
业产生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财政资金的
奖励标准高于现行产业政策的标准，可
以进一步引导企业在产业政策基础上进
行更高标准升级改造，加快企业升级改
造的步伐。这样使两者既不重复，又能
形成合力，推动相关行业实现高标准绿
色改造升级。

以铅蓄电池行业为例，2012 年工信
部《铅蓄电池行业准入条件》颁布实施以
来，对铅蓄电池行业工艺技术、环境保护
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将通过准
入条件企业与生产许可证、进出口、融资
信贷等政策进行了挂钩，倒逼企业进行
绿色升级改造。2013 年，工信部、财政
部等 5 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铅酸蓄电
池和再生铅产业规范发展的意见》，进一
步加严行业准入，强化环境执法监管。

“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铅蓄电池企

业从 2012 年的 1800 多家减少至 2015 年
的 300 多家，铅蓄电池行业发展得到明
显规范，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企业升级
改造的积极性非常高。特别是《行动计
划》发布后，要求实施绿色升级改造后的
废水、废气中的铅排放均优于国家排放
标准限值 20%以上。这要求企业在满足
行业准入条件要求外，还需要进行一系
列系统性改造，才能达到奖励要求。”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和财政政策共同
激励引导下，共有 118 个铅蓄电池行业
的绿色升级改造项目纳入各地的推进计
划，占全部推进计划项目的近 40%，也是

《行动计划》各行业中项目最多的。此
外，从实施效果看，在已获得资金奖励的
项目中，铅蓄电池行业 42 个，占获得资
金奖励项目总数的 74 %。

存在问题：部分行业进程缓慢
建议补充纳入一批高风险污

染物削减项目

“不过，从《行动计划》实施的情况
看，也存在几点问题。一方面受经济下
行影响，部分行业经营困难，导致实施绿
色升级改造进程缓慢。如纳入《行动计
划》中的铅冶炼、再生铅改造项目延期达
70%。另一方面，由于产业政策约束倒
逼力度不够，实施改造的动力不足，如

《行动计划》中涉及的 12 种高毒农药，
目前没有要求淘汰，且部分高毒农药
品种市场较好的，即使有资金奖励，企
业也不愿意实施替代改造，《行动计
划》中高毒农药替代目标完成困难。”
这位负责人坦言，距离《行动计划》期
限还剩两年，目前已纳入计划中的项
目仍有近 40%还在改造过程当中。

此外，《行动计划》仅涵盖汞、铅
和高毒农药三类高风险污染物，而这
三类高风险污染物则主要集中分布
在电石法聚氯乙烯、荧光灯、体温计、
干电池、铅冶炼、再生铅、铅酸蓄电池
和农药这 8 个小类行业中，覆盖面较
窄，导致纳入行动计划的项目数量很
难有效放大。如电石法聚氯乙烯行
业，尽管纳入《行动计划》中仅有 20 个
升 级 改 造 项 目 ，但 已 占 全 行 业 产 能
40%以上。

对此，节能司相关负责人谈到下
一步工作时，希望一方面能补充一批
高风险污染物削减项目纳入《行动计
划》，最大限度发挥《行动计划》对行
业 绿 色 转 型 升 级 的 示 范 引 导 作 用 。
另一方面提前谋划研究拓展高风险
污染物范围，如镉、铬、砷等重金属污
染，挥发性有机物等具有光化学作用
的污染，全氟辛烷磺酸、多氯联苯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高毒、致癌、
致畸等化学品污染物，将高风险污染
物削减工作长期化、常态化。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出炉
到 2020 年，绿色制造产业产值增加到 10万亿元

本报记者徐卫星北京报道 为加
快推进工业绿色发展，工信部近日印
发《工 业 绿 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

根据《规划》，目标到 2020 年，绿
色发展理念成为工业全领域全过程
的普遍要求，工业绿色发展推进机制
基本形成，绿色制造产业成为经济增
长新引擎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工业绿
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升。

在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工业能源
消耗增速减缓，6 大高耗能行业占工
业增加值比重继续下降，部分重化工
业能源消耗出现拐点，主要行业单位
产品能耗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部分工业行业碳排放量接近峰值，绿
色低碳能源占工业能源消费量的比
重明显提高。

在资源利用方面，单位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进一步下降，大宗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主要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率稳步上升。

在清洁生产方面，先进适用清洁
生产技术工艺及装备基本普及，钢
铁、水泥、造纸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
水平显著提高，工业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明显

下降，高风险污染物排放大幅削减。
在绿色制造产业发展方面，绿色

产品大幅增长，电动汽车及太阳能、
风电等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显
著提升，节能环保装备、产品与服务
等绿色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绿色制造体系建立方面，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基本建立，绿色设计与
评价得到广泛应用，建立百家绿色示
范园区和千家绿色示范工厂，推广普
及万种绿色产品，主要产业初步形成
绿色供应链。

根据《规划》提出的“十三五”时
期工业绿色发展主要指标，到 2020
年，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下降 18%，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
碳排放下降 22%，单位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下降 23%，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
排 放 强 度 下 降 20% 。 与 2015 年 比
较，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由 65%
提高到 73%,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量由 2.2 亿吨增加到 3.5 亿吨，绿色低
碳 能 源 占 工 业 能 源 消 费 量 比 重 由
12%提高到 15%，六大高耗能行业占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由 27.8% 下 降 为
25%，绿色制造产业产值由 5.3 万亿
元增加到 10万亿元。

汞源头减排显著

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是我国汞用量
最大的行业，汞使用量约占全国使用总
量的 60%，因此，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汞
污染防治工作既是国内重金属污染防治
的重点，又是国际汞公约谈判的焦点。

据工信部数据，2014 年，我国现有
聚氯乙烯生产企业 89 家，其中电石法聚
氯乙烯企业 76 家；PVC 总产能达 2389
万吨，其中电石法产能为 1989 万吨，约
占 PVC 总 产 能 的 83.3% ；PVC 总 产 量
1630 万吨，其中电石法 PVC 产量为 1400
万吨，约占总产量的 85.9%。2014 年，电
石法聚氯乙烯企业产能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新疆、山东、河南、天津和陕西 6 省
份 ，6 省 产 能 合 计 占 全 国 总 产 能 的
60.6%。

根据《行动计划》奖励标准要求，即
“电石法聚氯乙烯生产企业（产能）应全
部使用低汞触媒，且项目实施后排出氯
乙烯车间废水中汞含量不超过 3 微克/
升，含汞废水排放量不超过 0.05 立方米/
吨聚氯乙烯，并提供相应的地方环保部
门出具的监测报告”，奖励标准明显高于
国家关于汞污染物排放浓度为 5 微克/
升的标准要求，企业需要采取低汞触媒、
高效汞回收、含汞废水深度处理等一系
列技术措施才能达到奖励标准要求。

据工信部节能司表示，《行动计划》

发布实施以来，一大批电石法聚氯
乙烯企业积极开展低汞触媒替代和
汞污染防治技术改造，尤其是新疆
天业、新疆中泰两家聚氯乙烯行业
的龙头企业率先开展相关替代和技
术改造，在财政政策预期的引导下，
取得了明显效果。如新疆天业 110
万吨聚氯乙烯装置全部实现低汞
化，年减少用汞量 70 吨，增加经济
效益 3000 多万元。新疆中泰化学
150 万吨/年聚氯乙烯已经全部应
用 低 汞 触 媒 ，氯 化 汞 流 失 率 降 低
70%以上，吨 PVC 触媒单耗 1 千克，
比 2013 年降低 0.375 千克，年节省
费用共计 3942.7 万元，环境效益和
经济效益显著。

目前，已有 20 余家电石法聚氯
乙烯企业低汞触媒替代和汞污染防
治技术改造项目纳入《行动计划》，
企业数约占总企业数的 30%，产能
占总产能的 40%以上。目前已有 5
家龙头企业获得了奖励，通过资金
奖励和龙头企业带动，《行动计划》
对推进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落实国
家产业政策要求起到了很好的促进
作用。预计到 2017 年，全行业将超
额完成《行动计划》提出的减少汞使
用量 181吨/年的指标要求。

总体技术水平大幅提高

铅蓄电池广泛应用于汽车、船舶、
航空、电力、通信、银行、军工等各个领
域，同时是光伏和风力发电储能系统关
键部件，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可
持 续 发 展 必 不 可 少 的 基 础 性 产 品 。
2015 年铅蓄电池生产耗用铅约 390 万
吨，占我国铅消费总量的 80%以上。据
测算，2014 年我国电池企业排放重金
属废水总量 1200 多万吨，其中铅蓄电
池企业排放含铅废水 940 多万吨，废水
中铅排放量约 441 千克，废气中铅排放
约 22吨。

据工信部节能司表示，自《行动计
划》实施以来，在《行动计划》和产业政
策的相互作用下，铅蓄电池行业总体技
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手工分刷
板工艺淘汰，全部实现机械化；手工包
板、手工焊接和手工称板等工艺大幅度
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流水线式的机械化
操作。连续式板栅生产、极板连涂、流
水线组装、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装备得到
大量应用，减少了用工和劳动强度。生
产成本降低，部分企业的环保和技术装
备水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按行业
40%的产能通过实施改造，达到《行动
计划》要求，可实现废水、废气中总铅减
排两吨左右。

目前，铅蓄电池企业对参与《行动

计划》保持了较高的积极性。在各省市
和中央集团制定的推进计划中，共计
305 个 项 目 ，其 中 铅 蓄 电 池 行 业 占 了
118 个项目，在 2014 年～2016 年已完成
并 获 得 奖 励 资 金 支 持 的 项 目 达 到 42
个，占所有行业获得奖励资金支持的项
目的 74%以上。

其中，河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实施
的清洁生产改造项目，采用了铅冷切造
粒技术、全自动包片、全自动焊接、内化
成工艺技术、直流母线式节能充电及三
级含铅废气净化、反渗透含铅废水处理
等技术。经第三方机构检测废水排放
的总排放口的总铅含量为 0.152mg/L，
低 于 0.4mg/L 要 求 ；废 水 排 放 量 为
0.033m3/kVAh，低 于 0.2m3/ kVAh 要
求；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废气中铅及
化 合 物 含 量 为 0.065～0.179mg/m3，低
于 0.2mg/m3 要求；废气排放量 542m3/
kVAh，小于 660m3/ kVAh 要求，远远高
于高风险污染物削减实施计划的奖励
标准。与技改前相比，技改后每年减少
铅排放量 200.2 公斤，每年减少废水排
放量 4.08 万吨；每年减少废气排放量
5.68×108 立方米，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同时有效抑制铅尘、铅烟在车间内的无
组织排放，确保了车间内空气质量符合
职业卫生标准。

相关链接

工信部、财政部两部委日前联合印发《重点行业
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就《计划》相关
内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问：此次《计划》针对包括农药、石油炼制与石油
化工、涂料等10个VOCs排放重点行业，涉及面广、
行业特点不一，那么这10个行业目前是否已经制定
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答：近期，我们将组织召开各行业 VOCs削减路
线图的启动会，要求有关行业协会根据行业特点，抓
紧制定各自行业具体的路线图和实施方案，成熟一
个，发布一个，力争在年底前完成 10 个重点行业的
路线图和实施方案。

问：《计划》指出，目标到 2018年，工业行业
VOCs排放量比2015年削减330万吨以上，减少苯、
甲苯、二甲苯、二甲基甲酰胺（DMF）等溶剂、助剂使
用量20%以上，低（无）VOCs的绿色农药制剂、涂
料、油墨、胶粘剂和轮胎产品比例分别达到70%、
60%、70%、85%和40%以上。这样的目标是如何确
定的？目前各行业的水平如何？实现是否有困难？

答：据测算，目前全国 VOCs 每年排放量高达
3000 多万吨。其中，工业源排放量占整个人为源的
比重达 55.5%。因此，工业源 VOCs排放量在 1600万
吨以上。编制过程中，我们对各重点行业进行了充
分调研，根据行业技术情况，各行业提出了到 2018年
VOCs 平均排放量较 2015 年削减 20%以上的目标。
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测算，到 2018 年，工业行业
VOCs排放量比 2015年可削减 330万吨以上。

在编制过程中，我们组织中国农药工业协会、中
国涂料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胶粘剂和
胶粘带工业协会、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等各重点行业
协会对低（无）VOCs的绿色产品与 2018 年产品所占
比例进行了评估，提出了具体行业的削减目标。削
减目标符合各自行业的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

问：此次《计划》在各行业主要任务的分配上，对
部分行业要求实施原料替代工程，对部分行业要求
工艺技术改造，这是为什么？

答：在《计划》主要任务制定过程中，各重点行业
对本行业的原料、工艺路线和综合治理措施进行了
详细的调查和分析，根据产品和工业特点的不同，某
些行业在原料选择时可以选择环境友好型原材料，
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原材料替代有毒有害原料

（产品）；某些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选择清洁生产
技术，优化工艺路线，实施清洁生产，减少 VOCs 的
无组织排放。因此，在制定过程中对不同行业不同
产品提出了不同的削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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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卫星

问：环境保护部将VOCs列入“十三五”大气污染物约束性减排指标，《计
划》与环境保护部相关工作是否存在交叉重叠？

答：《计划》是进一步落实《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主要任务，以推动工业绿色发展为目的，以
实施重点区域、重点工业行业清洁化改造为手段，引导工业领域重点行业，结
合本行业特点，从源头削减 VOCs的产生和排放，促进“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
削减目标实现的一项重要指导性文件。

问：《计划》提到，将研究制定VOCs削减重点行业相关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标准，发布一批绿色设计产品名录。对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设计产品，能否谈
谈工信部未来相关工作思路？

答：近年来，工信部积极推进工业产品绿色设计工作，2013 年发布了《关
于开展工业产品生态设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绿色设计工作的
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并通过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和绿色产品评
价试点两方面推动。

目前，先后发布了两批共99家绿色设计试点企业，福建兴业皮革、芜湖红方包
装、杭州杭华油墨等一批涉及VOCs削减的重点企业作为试点积极带头创建示范
企业；初步建立了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已发布绿色产品评价通则、标识和家用
洗涤剂、可降解塑料等标准；委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会同相关行业机构开展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试点，并于今年4月发布了首批绿色设计产品名录，包括4类11种产品。

下一步，我们将组织有关行业协会，抓紧制定 VOCs削减重点行业相关产
品的绿色设计评价标准，将 VOCs 的替代和减量化作为绿色设计产品的重要
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指导企业开展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试点，发布一批
VOCs削减重点行业的绿色设计产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消费者购买绿色设
计产品，强化绿色消费意识。

铅蓄电池行业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