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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盐身价倍增的旅程
——青海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提速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韩易桦

在察尔汗盐湖，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一粒粒盐是怎样在循环利用中身价倍增的。
以废液老卤为原料、变废为宝、投资 600亿元
的金属镁一体化项目在察尔汗盐湖的开工建
设，拉开了盐湖镁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进而进
军镁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序幕。

将尾盐做重要原料生产纯碱或烧碱，青
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将尾盐“吃干榨尽”后使
尾盐的价值翻了许多倍；青海金峰实业有限
公司变生产纯碱后排放出来的废水为“宝”，
纯碱废液经过蒸发、加工，可生产出无水球状
氯化钙以及生产食用、医药级无水氯化钙。

从探路到上路从探路到上路，，从单一到多元从单一到多元，，从粗放到精细从粗放到精细，，从从““资源富庶资源富庶、、
取之不竭取之不竭””到到““可持续利用资源可持续利用资源”、“”、“科学善用资源科学善用资源””,,柴达木为打造国柴达木为打造国
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品牌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品牌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打造国家循环经为打造国家循环经
济发展先行区奠定了基础济发展先行区奠定了基础。。

从探路到上路，从单一到多元，从粗放到
精细，从“资源富庶、取之不竭”到“可持续利
用资源”、“科学善用资源”，青海全力谋划一
批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符合、技术和工业先进
的循环经济工业项目，着力形成相互依赖和
共生的产业集群。

其实，不只是在察尔汗盐湖，也不仅仅是
盐湖集团在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迈出了探索
资源型循环经济之路的步伐，在整个柴达木
盆地，通过延长产业链来提高资源再利用水
平的方式正在成为企业的自觉选择。

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项重大的国家
战略和全局行动，国家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
政策、法制保障越来越有力。青海发展循环
经济有着良好的资源条件和产业基础，在基
础设施和配套条件不断改善、完善的同时，科

技支撑不断加强。
短短几年，坚持区域规模整体开发、多产

业联动，坚持以产业园区为载体、集群化发
展，多领域推动、全方位发展，作为青海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战场，
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已
初见成效，一个结构合理、优势突出的循环经
济产业体系正在形成，柴达木为打造国家级
循环经济试验区品牌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
打造国家循环经济发展先行区奠定了基础。

拥有资源，是青海人的骄傲。而今天青
海人更骄傲的是，善用资源。既要绿起来，还
要富起来。抓住循环经济这一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牛鼻子”，从柴达木到西宁再到整个
湟水谷地，从西到东，青海循环经济迈向了提
速发展的新路子。

内生式的高效产业发展模式内生式的高效产业发展模式，，生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居生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居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更加高级的网状生态产业链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更加高级的网状生态产业链，，不管是产业链不管是产业链
条的延伸条的延伸，，还是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还是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都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都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与升级化与升级，，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双赢”。”。

开采稠油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颜色深过
咖啡。经过一系列净化处理，在最后一道工
序流出后，居然变得如矿泉水般清澈透明，
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替代清水，利用余热，稍
微加温后，再注入地下用于采油——这是记
者日前在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曙一区污
水深度处理站看到的神奇一幕。在辽河油
田，稠油污水变废为宝，不仅缓解缺水给企
业带来的发展难题，更让辽河油田附近的辽
河湿地更加生机盎然。

污水变清水，来自于辽河油田自主研发
的稠油污水循环利用技术，这项历经10多年
刻苦攻关，并不断在生产中得到应用的稠油
污水循环利用技术，让稠油开采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污水重新回用锅炉，变成开采稠油的
蒸汽源源注入地下，每年节约近3000万立方
米的清水，创造10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在
这里，辽河湿地的苇田、稻田、蟹田、油田交相
辉映，充分展现出“绿色油田”的魅力。

位于渤海湾畔世界第一大苇荡中的辽
河油田，每年所产的 1000 万吨原油中，稠
油、超稠油占到 60%以上。由于这部分原油
要通过注入蒸汽进行开采，每开采 1 吨稠油
需要 2吨—4吨蒸汽，而产生 1吨蒸汽需烧掉
0.06 吨原油，同时还会产生 2 吨—4 吨稠油
污水。这种污水含盐量较大、乳化严重、成
分复杂、温度较高，如果将其简单处理后外
排，就会严重污染当地的苇田、稻田、蟹田和
河流。

“开采稠油是油田发展的需要，但产生
的大量污水，外排不允许也不可能，重新注
入地下，既不适于原油开采，还会对地层造
成污染。”从领导到科研人员都很纠结。

因此，将稠油污水进行深度处理，使之
能够达到热注锅炉用水的标准，实现循环利
用，既可实现污水替代清水，节约宝贵的清
水资源，又可利用污水中的残余热能，降低
锅炉燃料消耗，成了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

1998 年，辽河油田开始了“稠油污水循
环利用系统研究与推广应用”。当时，稠油污
水回用锅炉技术在国内外还没有深入的系
统研究和工程应用，因此没有成熟的经验可
借鉴，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需要逐一攻克。
当时针对稠油污水乳化严重、矿化度高、水
温高、黏度大、成分复杂等特点，技术人员进
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经过不懈努力，
取得 6 项关键技术突破，建立一套完整的稠
油污水处理工艺技术路线，确定经济合理的
工艺流程和工程设计参数。2008 年，这项研
究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如今随着稠油污水回用热注锅炉技术
的逐步成型，7 座稠油污水深度处理站在辽
河油田稠油生产的 6 个采油厂相继建成。
其中处理能力最大的曙一区深度污水处理
站，筹措资金 1.88 亿元于 2008 年 8 月建成
的，每天进站的 2.2 万立方米污水经过处理，
可全部实现循环利用。

据了解，在此基础上，公司科研人员针
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对整项技术
进行完善，其中“高含硅稠油污水回用锅炉
先导试验”于 2011 年取得突破性进展，使新
建项目实现节约基建投资 15%左右，目前已
经在油田各污水深度处理站规模应用。

目前，辽河油田的稠油污水回用热注锅
炉技术应用与推广规模达到世界之最，技术
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年处理污水已经达到
3000万立方米。

辽河油田采油工艺处处长孙守国给记
者算了三笔账，稠油污水循环利用技术运
用以来，一是每年可节约清水 3000 万立方
米；二是高含硅稠油污水回用锅炉技术实
现规模推广，每年又可年节约 2 亿元；三
是每年可以回收原油 5 万吨，同时处理过
的污水温度高，回注锅炉可以节省燃料油
10 万吨，合计共可节省原油 15 万吨，经济
效益十分可观。

“绿色油田”造就美丽湿地
本报记者 张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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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柴木循环经济主战场图为柴木循环经济主战场——青海盐湖集团循环企业一瞥青海盐湖集团循环企业一瞥。。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玉宏马玉宏摄摄

十八大关键词十八大关键词

各种先进的循环利用技术在企业得到应用，

是企业“调结构，转方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企业节约了资源，带来了产业

结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给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

当节能减排成为企业的自发需求，当循环生

产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改变就真切地发生了。

“循环”出的不仅是效益，也是结构的优化。

实现“调结构”这一战略目标，许多地方、企业可谓

动了很多脑筋，也想了很多办法，发展节能又高效

的循环经济不失为良方，这在工业经济发达、产业

密集的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些地方十分注重

集约使用土地，以高效的土地利用聚集一大批具

有循环经济特征的产业项目，使环保设施和配套

服务设施产生最大效益；再积极培育发展循环经

济的“龙头企业”，同时引进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

优质项目，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链延伸，提高投入

产出效率，让循环经济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

时，经济结构在循环经济的引导下得到科学有效

的调整。这些做法十分值得借鉴推广。

“循环”出的不仅是结构的优化，也是青山绿

水。我们都清楚，一切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工业企

业在实施循环经济并增效的同时，不仅通过纳税

的增加进而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优质的公共服

务、节能减排和环境的有效保护，更给当地带来一

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在我国许多工业城市，像

沈阳、本溪都在骄傲地宣称，他们已经摘掉污染的

帽子，并成功实现产业优化升级。进一步看，他们

在落实中央精神部署的过程中，特别在调整工业

结构的工作中，无不彰显着循环经济的理念。

“循环”出的不仅是青山绿水，更是全新的发

展理念。如今，循环经济带来的“绿色产业”理念

已经成为大家十分熟悉的概念。人们意识到，工

业发展的同时，必须具备有效的节能减排和环境

建设。而在循环经济理念的引领下，良好的环境

已经成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基础。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许多

地方和企业已经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发展瓶

颈的关键。对于企业和地方决策者来说，在发展

思路上，如何结合自身实际，将循环经济的理念植

入经济总体工作之中，科学规划，完善布局，明确

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将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健康

的发展理念融入经济建设中，尤为重要。

如今，在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科技进步日

新月异的形势下，将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绿色”发

展理念，引导我们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

费以及废弃处理的全过程中，科学地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进而实现“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正

是“循环”的目的。

当循环生产
成为自觉

苏大鹏水采船从盐湖中采出卤水，经加工提炼出氯化钾，剩余的杂质能产

出氯化镁、硫酸钾镁肥等副产品———在今天，一粒盐的旅程足以折射

出青海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探索之路上实现的历史性跨越。

作为首批(国家级)循环经济试验区，
柴达木和之前获批的西宁（国家级）经济
技 术 开 发 区 之 间 究 竟 存 在 着 怎 样 的 关
系 ？ 在 西 宁 （国 家 级）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从 铝 锭 到 铝 合 金 板 、 铝 彩 板 、 铝
带 、 铝 箔 ， 园 区 内 因 产 业 链 的 不 断 延
伸，低附加值产品不断向高附加值产品
转换。甘河工业园区以特色化工产业为
主，黑色、有色、特色三大产业中的一
体 化 循 环 经 济 在 园 区 里 循 环 利 用 最 充
分、最有特色。

“将甘河工业园区内任何一个企业单
独拿出来其运行成本会很高。而企业层
面小循环、园区层面中循环、开发区层
面大循环的强耦合使得产业关联度更加
紧密。循环经济关联项目的建设让园区
内做到资源、能源互补和园区间资源、
产品互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负责人告诉记者。

的 确 ， 把 铝 深 加 工 成 铝 箔 、 铝 制
品，铝芯做电池或建材，副产品硫酸做
化肥原料;把铁合金项目通过技术改造换
成了大的冶炼炉，一氧化碳可回收后与
其 他 产 业 组 合 全 部 消 化 掉; 西 宁 地 区
2300 余家餐饮单位及食堂每日产生的近
120 吨餐厨垃圾全部被开发区一餐厨垃
圾处理企业进行资源化、无害化的日产
日清日处理;甘河工业园内的硫酸可进一
步做硼酸、磷酸，南川工业园的磷酸铁
锂又要用甘河的硫酸作辅料，甘河的硅
又是东川工业园内多晶硅的原料⋯⋯

让循环经济提速，不仅让产品向下
游发展延长产业链；还要让下游产品向
园区和上游聚集，各自发挥优势，降低
成本，实现资源综合利用；更要让企业
与企业之间、园区与园区之间、开发区
内部形成一个网状的生态产业链结构。

可以说，内生式的高效产业发展模
式，生成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

息 息 相 关 的 更 加 高 级 的 网 状 生 态 产 业
链，不管是产业链条的延伸，还是产业
之间的相互融合，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
化与升级，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的“双赢”。

循环经济提速是一个方向，也是一
个积淀丰厚的过程。令人回味的是，在
对试验区和开发区是竞争还是合作话题
的 探 究 中 ， 记 者 发 现 以 循 环 经 济 为 纽
带，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合作共赢。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郑浩峻认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 居 省 会 ， 区 位 优 势 明 显 ， 劳 动 力 充
足，无论是交通还是信息、技术、资源
条件都好。如果说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
区更多的是凭借优良的资源禀赋开展资
源综合利用，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则是
走资源精深加工路线，发展新能源、新
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两个区域之间可
以相互弥补，合作发展。

试验区的企业能生产碳酸锂，恰好解
决了开发区生产锂电池企业的原料供给问
题；开发区生产单晶硅、多晶硅等光伏材
料，试验区的六大产业体系中就有涉及太
阳能、风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体系；试验
区的金属镁一体化项目能生产金属镁，开
发区的企业则可以利用镁生产铝镁合金压
铸件，双方的产品互为原料，互相依赖，
实现了两大区域之间的大循环。

在探究中记者发现：在追求经济绿色
增长的目标中，试验区和开发区在循环经
济方面不断提速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与
模式，而各有特点的发展模式又促进了西
宁、柴达木两地、青海全省乃至与全国的
循环经济实现区域内的大循环、大发展。

不断提速的青海循环经济，开启了
区域循环的新时代，似源头活水般正在
为青海“转方式、促增长”注入着无限
活力。

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低碳发展

新产业新产业
新观察新观察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发展循环经济，讨论通过
了《“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再度引发了公众对循环经济发展
前景的遐想——

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
区是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其意义在于探索在资源开发、工业
发展尚处于起始阶段，就将循环经
济理念体现在规划、建设、管理等
各个方面的发展路径。

规划的实施，不仅对推动这一
世界上最大的循环经济试验区实
现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
且对于我国其他资源赋存丰富、生
态环境脆弱地区走出一条通过发
展循环经济、实现科学发展之路也
将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图①①：：作为山西省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试点，运城

市盐湖区政府重点扶持一批中小微企业转型项目。图

为运城市的制造业员工在生产印刷机。 （新华社发）

图②：：曾因污染而环境恶化的陕西省府谷县狠抓

污染治理，以科学发展理念走上了绿色发展之路。图

为恒源煤焦电化公司员工进行水质化验。（新华社发）

图③：：太原钢铁集团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已能生产

出以工业废料为主要原料的砖块，能有效减少环境污

染。图为该集团工人在制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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