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产业周刊 09
星期二 2016/09/20

责编:崔煜晨
电话: (010)67116884
传真: (010)67102492
E-mail:chanjing9999@sina.com

09-12版

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

大气治理需要齐步走
电力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进展顺利，钢铁、水泥等行业治理步伐相对缓慢

◆范培培

地 方

10版 污泥处理处置需进行到“底”

全产业链有待打通，在填埋、焚烧、农用等方面寻
求更好出路

相关链接

特别关注

大气污染治理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校企探索产学研合作模式

本 期

点看

目前，我国钢铁、有色、建
材、石化行业等非电行业面临
着严峻的大气污染控制形势。
在节能减排背景下，校企共建
科技创新平台，建立国家重点
工程实验室正日渐成为趋势。

清华大学将与江苏盐城环
保 科 技 城 探 索 产 学 研 合 作 模
式。研究领域包行氮氧化物减
排，开展催化剂检测；二氧化硫
资源化；重金属治理，汞、坤、铅
等相关重金属无害化处理；多
污染物协同治理，包括等离子
体、生物催化氧化等技术研发。

“这将发挥学校和企业的
各自优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华介绍
说，清华大学将推动环境技术
研发及创新，在盐城成立工程
应用实验室，进行技术的推广
应用和产业孵化，形成创新网
络，实现资源共享和利用，促进
企业、用户、产业的融合发展。

“十三五”期间，根据国家

相关部门的大气污染计划，大
气 污 染 治 理 产 业 未 来 至 少 有
10 年 ～15 年 的 快 速 发 展 期 。
环境商会副会长、首席环境政
策专家骆建华表示，环境商会
大气专业委员会将在环境技术
研发、促进环保产业融合和绿
色投融资等方面有所侧重。

据了解，环境商会将考虑
筹建专家组，在环保政策、污染
物排放标准、环境技术方面推
动行业升级和营造良好的产业
发展环境，研究适合于石化行
业污染防治的商业运营机制。
同时，搭建污染企业和环保企
业供需双方的交流平台。引导
行 业 企 业 实 现 差 异 化 发 展 战
略，有实力的环保企业加快转
型为科技服务型公司。此外，还
将紧跟绿色金融发展形势，探索
组建大气污染防治产业基金。

环境商会执行秘书长马辉
建议，环保企业应合作共赢，实
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创
新商业模式，共同扩大大气污
染治理的细分市场。

11版 水务企业还有哪些提升空间？

通过工程实践实现节能降耗 利用信息化手段降
低人为风险

2015 年年底，国家发改委、环境
保护部和国家能源局三部委下发《关
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
2835 号），要求在全国燃煤电厂全面
推广超低排放。

目前，电力行业超低排放目前进
展顺利，相关市场相对蓬勃。而钢铁、
水泥、玻璃、陶瓷等非电行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大，治理步伐却相对缓慢。

根据统计，我国 2014 年能源消费
总量为 42.6 亿吨标准煤，其中 20 亿吨
标准煤用于发电，其余均用于民用和
非电行业。因此，在“大气污染防治研
讨会”上，与会专家和企业代表表示，
做好电力和非电行业的协同治理，才
能有效改善大气污染现状。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环资部主任
潘荔介绍说，“十二五”期间电力行业
整体减排量超额完成调控目标。二氧
化 硫 排 放 绩 效 从 2005 年 的 6.4/kWh
降至 2015 年 0.47g/kWh。

据测算，超低排放降低每千克污
染物的成本约为 12 元～60 元。“十三
五”期间，超低排放仍是电力行业大气
污染控制的主基调。预测“十三五”电
力行业烟尘排放量能降至 20 万吨～
30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降至 100 万
吨～150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降至
100万吨～150万吨。

业内人士表示，从电力脱硫脱硝
除尘环保电价政策出台后的行业发展
情况看，在产业培育和孵化期间，国家
一些列政策安排具有较好的产业引领
和带动效果。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电力行业的
大气治理市场，产生边际效应递减的
现象。从发电量来看，我国煤电占比
已经下降至 57.9%。推动清洁能源、
非化石能源比重，是我国能源发展的
根本要求和必然趋势。

传统电力治污市场还将持续增长
吗？对此，潘荔认为，未来，电力环保
市场的不确定性分为两方面，一是上
网电价市场化后竞争加剧，电力环保
市场中标价格是否会随之下降仍有变
数。二是燃煤烟气三氧化硫及汞是否
列入调控指标项也不确定。

她建议，电力环保企业不要因为

快速抢占市场，而承接超出自身环保
技术处理能力的项目，否则将来通过排
污许可证量化为具体控制指标时，不能
稳定达标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处罚。

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路光杰认为，
现有电力环保企业的出路，一是在电
力行业深耕细作，因为我国每年还需
建设若干电厂，新建项目存在环保治
理需求。二是开拓新市场，比如火电
行业可能还需开展三氧化硫治理。

尽管非电行业大气污染防控势在
必行，但工作推进还存在不少问题，相
关治理市场也迟迟未能打开。不少企
业 反 映 ，非 电 行 业 整 体 市 场 环 境 不
佳。同时，国家层面应统一地方环境
执法力度和执法标准。

潘荔认为，鉴于多年来电力环保
治理的经验，非电行业制定相关标准
时，不仅要考虑排放限值要求，还应考
虑考核指标是否合适。

“当前，非电行业大气污染治理国
家标准仍缺失。”江苏省盐城市兰丰环
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兰提
到，碳素行业由于炉型不同氧含量控
制应有不同标准。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呈现‘三长三
短’趋势。一是电力行业烟气脱硫脱
硝除尘是长板，非电行业大气治理是
短板。二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控制
是长板，VOCs 控制是短板。三是行
政命令式管理是长板，市场激励是短
板。”环境商会副会长、首席环境政策
专家骆建华分析认为。

他建议，应强化电力和非电行业
的协同控制效果。2020 年珠三角全
面实现 PM2.5和臭氧达标排放，2025 年
长三角全面实现空气质量达标，2030
年京津冀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化工行业大气污染治理尚处于
起步阶段，应争取加快非电行业的经
济激励政策制定和出台。”中国化工环
保协会会长周献慧介绍说。

据了解，包括基础化工、石油化
工 、橡 胶 等 20 多 个 子 行 业 的 化 工 行
业，也面临着大气污染防治这项重作。

不同于电力烟气治理，化工行业
工艺生产过程产生的尾气，既需要进
行脱硫、脱硝和深度除尘，也需要考虑
尾气回收再利用和除臭要求。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来看，化工行
业废气治理的重点是 VOCs 防控。工
信部、财政部等发布了《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相关机构正
在编制涂料、胶凝剂、橡胶等行业的
VOCs 控制方案，相关部门在开展重
点行业 VOCs测算。

中石化能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副
处长李援同时指出，化工行业大气污
染防控还存在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不系
统不配套的问题。石化企业现有环境
排放要求较严，达标排放的环境成本
较高。现有考核标准采用小时均值，
选用日均值、月均值可能更科学。

“行业矛盾集中在废气治理技术
无法保持与相关石油化工排放标准同
步提升，比如恶臭控制很难达到相关
环保标准的要求。现役设备的技术改
造，也面临厂区空间布置、环保技术经
济性和技术性限制。”她说。

此外，有机污染物的监测规范性
和收费核算缺乏系统性。比如，相关
部委规范仅以企业工程削减量为依
据，忽略全过程管理控制的减排效果。

目前，石化行业在开展污染源普
查。专家建议，国家也应重视全过程
监督控制，除建设监测系统外，也要考
虑后续仪表维护运营等。“企业环保治
理技术研发应结合石化行业的生产特
点，保障长周期的稳定运行。”

◆范培培

本报见习记者阎杰重庆报道 记者从
重庆市政府日前印发的《重庆市生态文明
建设“十三五”规划》获悉，重庆将大力发展
以生态旅游业、绿色餐饮业、绿色物流业为
代表的绿色服务产业，提升全市服务业“绿
色化”水平。

重庆将加强全市旅游规划、旅游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对重点旅游景区开展环
境监测。加强旅游景区废水、固体废弃物
的收集处理，鼓励旅游景区使用可再生能
源、节能环保交通工具。鼓励旅游景区在
建设过程中采用绿色、低碳、环保材料，并
将旅游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景区
等级考核评定的重要因素。推进旅游景区
生态文化教育基地试点建设。

同时，重庆将促进商贸餐饮业绿色转
型，大型商场、餐饮酒店使用节能环保设备
和技术，严格执行“限塑令”，实施“光盘行
动”，持续开展绿色饭店创建。

此外，重庆将通过合理规划配送网点
和中心、优化配送路线等措施，提高市内货
物运输效率，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明确
要求物流企业新购置配送货车必须符合国
Ⅳ排放标准，到 2020 年所有进入主城区配
送车辆须符合国Ⅳ及以上排放标准，并鼓
励选用新能源货运车。

重庆注重“十三五”
绿色服务业发展

推动生态旅游、绿色餐饮

绿色物流等产业“绿色化”

乌鲁木齐建设
再生建材园区

采用PPP模式

建成后年可处理200万吨建筑垃圾

本报记者杨涛利乌鲁木齐报道 在位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头屯河区）白鸟湖新区的再生建材园
区内，此前无处可去的建筑垃圾得以变成
再生马路砖等材料。

据了解，2014 年，乌鲁木齐市通过 PPP
模式引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利用技术及
项目，打造再生建材园区。这一园区占地
约 209 亩，项目预计投资 2.7 亿元，建设周
期为 3 年，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建筑垃圾
200 万吨。目前建成的一期工程年处理建
筑垃圾 50 万吨，一年能生产出 35 万平方米
环保砖。

记者在再生建材园区的生产车间看
到，一批切割整齐的环保砖整齐地堆放在
仓库，它们都是由建筑垃圾改造而成，且抗
压强度、密度高，吸水率优于普通砖，使用
寿命比普通砖长一倍。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仅主城区建筑垃
圾统计产生量平均每年约 500 万吨，截至
今年 8 月已达 800 万吨。而目前乌鲁木齐
市建筑垃圾的处置方式主要有填埋、回填
利用和资源化利用 3种方式。

根据乌鲁木齐市政府城市总规划部
署，计划建设辐射整个乌鲁木齐市的 5 个
建筑预处理厂以及一个再生建材园区，位
于经开区一号台地的白鸟湖新区再生建材
园区就是其中之一。

下一步，乌鲁木齐市城管委将积极做
好有关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研究和推广，
同时大力引进社会资本参与建筑垃圾资源
化再生利用行业的发展，鼓励环保节约型
材料的广泛应用，推进行业发展。

未来电力环保市场
的 不 确 定 性 分 为 两 方
面，一是上网电价市场
化后竞争加剧，电力环
保市场中标价格是否会
随之下降仍有变数。二
是燃煤烟气三氧化硫及
汞是否列入调控指标项
也不确定。

矛盾集中在废气治
理技术无法保持与相关
石油化工排放标准同步
提升，比如恶臭控制很
难达到相关环保标准要
求。现役设备的技术改
造，也面临厂区空间布
置、环保技术经济性和
技术性限制。

电力环保企业一方面应在行
业急需深耕细作，另一方面要开
拓新市场

电力行业治污市场未来
空间在哪里？1

因缺乏国家标准，行业治理
要求混乱，应强化电力和非电协
同控制效果

非电行业大气污染
防治仍在探索2

行业门类多，排放要求高，
应重视全过程监督控制

化工行业大气污染
防控重点在VOC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