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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如何“倒逼”绿色发展
本报记者 杜 铭

在国电集团蚌埠发电有限公司中控
室，监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显示：两台 60
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的脱硫效率分别
为 96.89%、94.05%，脱硝效率分别达到
87.73%、86.15%。

公司副总经理吴海告诉记者，该厂两
台机组与脱硫系统同步建设并投入运营，
2012 年、2013 年又先后对 1、2 号锅炉进
行了烟气脱硝技改，两台机组脱硫、脱硝
各分别安装一套烟气连续在线监测系统，
并委托第三方运行维护。

火电厂采取脱硝措施是减排氮氧化
物的关键。在汇报会上，安徽省环境保护
厅厅长缪学刚介绍了安徽省的减排工作
进度：“与 2010 年相比，2013 年 COD、氨
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下
降 7.2%、7.7%、6.8%、5%，完成‘十二五’
减排总任务的100%、78%、111%、51%。”

可以看出，COD、二氧化硫减排均已
提前完成目标进度，氨氮指标符合进度。

“‘十二五’前 3 年，氮氧化物排放量第一
年不降反增，第二年实现零增长，第三年

才开始削减下来。”缪学刚表示，氮氧化物
减排压力很大。

但国家给的压力更大。缪学刚透露：
“环保部给安徽省下达了任务，要求提前
一年达标，在今年完成‘十二五’减排总任
务目标。”环保部希望安徽能为全国的总
量减排目标任务“多分担一点”。这意味
着，安徽要在年内完成剩下的近半目标任
务，将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82 万吨
以内，比2010年下降9.8%。

总量减排的压力倒逼政策的出台。
2013 年 2 月底，安徽全面实行了脱硝电
价，并坚持“绿色调度”，在发电计划分
配上向脱硝机组倾斜。“以前之所以减
不下来，甚至不降反增，是因为没有实
行 脱 硝 电 价 补 贴 政 策 ，企 业 从 成 本 考
虑，脱硝的积极性不高。”缪学刚解释减
排遇到阻力的原因。2013 年，安徽新建
成火电机组脱硝设施 23 台，脱硝机组占
火电总装机容量的比例由 42%提高到
71%，2013 年新增发电量几乎全部优先
分配给脱硝机组。

不过，对于氮氧化物的另一个“排放
大户”——水泥企业而言，还没有感受到
政策的阳光。因为没有脱硝补贴，加上具
有强制性的水泥行业新国家标准要到明
年 1月才开始实施，使得这个水泥大省对
脱硝普遍处于观望状态。环保部华东督
查中心干部张国平反映他们在执法检查
时，一些企业甚至表示，脱硝装置只有在
检查时才会开。

2013 年，安徽设立 3500 万元总量减
排专项资金，对水泥脱硝及机动车氮氧化
物减排工程实施以奖代补；环保部对海螺
水泥等大型水泥企业也专门进行了挂牌
督办。2013 年，安徽新建成水泥熟料生
产线脱硝设施 37 套，脱硝生产线比例由
8%提高到61%。

缪学刚坦言，下一步结构性减排的压
力仍然较大。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输出
基地，安徽省沿淮地区近年来发电能力
增长很快。“已拿到路条的火电项目装机
容量合计为 1382 万千瓦，其中 2/3 分布
在沿淮地区。”

安徽省颍上县六十铺镇经纬循环农
业有限公司的葡萄园里，当地村民朱丽
正忙着给葡萄藤掐尖。将自家的十多亩
地租给公司，让她每亩地可以领到2000
多元工资，一年能收入两万多元。由于
不施任何化肥和农药，这里的葡萄品质
不错，一斤能卖8到10元。

公司总经理郭长勇告诉记者，2000
年他拿着 1 万多元，从面粉制品厂起
家，发展到年产值 1.51 亿元、利税 800
多万元的现代农业经济实体，正是一步
步被“倒逼”着走上循环经济之路：公
司生产面粉筛选出的1000吨次麦没法处
理，就加工成饲料养猪；为解决养猪的
粪便，建起 1400 立方米的沼气池发电；
沼气池产生的沼渣、沼液又变成了蔬
菜、瓜果的肥料⋯⋯生态循环模式不但

解决了污染问题，还降低了企业成本。
生态农业让农民尝到了甜头，而环

境治理的重任也让工业企业不得不以
循环经济为抓手，探寻绿色发展之道。

从合肥市东南的滨湖风光带看去，
远处的巢湖烟波浩渺、水天一色。中
盐 安 徽 红 四 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存 在 ，
并 没 有 影 响 市 民 观 景 、 休 闲 的 兴 致 。
将一个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30 万吨尿
素、30 万吨联碱、100 万吨复合肥的
大型化工企业，放在距巢湖十几公里
的地方，无疑对当地政府和企业绿色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一种考验。

在“敏感区域发展敏感的产业”，
要 转 变 人 们 对 化 工 污 染 严 重 的 印 象 ，
中 盐 红 四 方 采 用 最 先 进 的 工 艺 技 术 、
最合理的工艺路线，通过产品链的相

互 衔 接 和 废 弃 物 的 综 合 利 用 ， 做 到
“吃干榨尽”，实现“变废为宝”和生
产 无 害 化 ， 成 为 新 型 绿 色 工 业 基 地 。
公司副总工程师高俊岭介绍：“工业水
重复利用率达到 95%以上，废水 100%
达标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 100%得到
有效处置，废气排放量达到最严格的
环保标准，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原厂
区下降 30%以上。”

作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省，河南的
工农业复合型循环经济模式也初步形
成。长葛大周镇再生金属回收加工区
已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再生资源集散
地，年回收利用废旧金属 200 万吨，产
值 450 亿元。“十二五”以来，河南省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685 家，利用废渣
1.9 亿吨。

减排压力“倒逼”政策出台减排压力“倒逼”政策出台

环境治理“倒逼”循环经济

喝上干净放心的水，是每个人对生活的最基本要

求之一。但是，为什么现在反而成了普遍的社会忧

虑？从直接原因看，正是近年来水污染事件频发，加

重了人们对饮用水水质的担忧。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希望喝上更优质的饮用水正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从根本原因看，这是因为我国水环境污染的形

势异常严峻。近年来，我国对饮水安全高度重视，

水源地保护不断推进，饮用水水质标准也在不断提

高，但是仍然有一些地区的水源地难以逃脱污染的

阴影，全国仍然有 2.8 亿人饮水不安全，特别是，与

城市较为完善的供水服务相比，广大农村居民的饮

用水形势更为严峻。

城市对集中供水水源地有着严格的保护，饮用水

经过自来水处理厂的专业处理，同时还有严格的检测

和卫生监管等措施，水质相对安全得多。但是，在广

大农村，饮水安全问题长期存在。环境基础设施还十

分薄弱，很多地方的供水设施要靠村集体和农民自

建，甚至一些农村地区还在喝苦咸水、高氟水，有些

水资源匮乏的地区还处于喝不上水的窘境。

饮水安全需要全民保障。在关注城市水安全的同时，

也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广大中小城市、乡镇和农村。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把饮水不安全问

题带入小康社会。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李克强总理

在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今年再解决

6000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经过今明两年努

力，要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能喝上干净的水。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农村饮水安全有了很大的改

善。2005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启动以来，全国已累

计建成集中供水工程 37 万多处、分散供水工程 130 多

万处，解决了 4.1 亿农村居民和 3200 多万农村学校师

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尤其是一些东部和中部地区，农

村居民饮水管道已经和城镇居民饮水管道相统一，实

现城乡统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西部地区尤其是一些偏

远的山区，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依然很多。而且，这些

地区多数自然条件差、人口居住分散、工程建设难度

更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要让这些地区的人们

喝上放心水，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也需要国家给予

更大的资金支持。

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的人们都应该喝上放心水，

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

规划时更注重统筹，推进时更注重因地制宜。

饮水安全

需要全民保障
来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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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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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节能减排形势依然

十分严峻。其中，减排压力最大的

当属氮氧化物。按照“十二五”规

划，氮氧化物要减排10%，但是3年

下来，实际减排只有2%。按照国务

院刚刚下发的《2014-2015年节能

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今明两年

氮氧化物要逐年下降5%以上，任务

十分艰巨。

当前，加快推进全国的节能减

排应从哪些方面着手？5月，全国人

大环资委率“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

组，以“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为专

题，赴安徽和河南两省，采访报道重

点地区和重点行业企业节能减排工

作推进情况，推动“十二五”节能减

排约束性目标的落实和完成。

在蚌埠采访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时，工作人员挡住了记者的
镜头。原来，这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处于国
内领先技术水平，生产工艺对外保密。

对于玻璃工业这样的传统行业来
说，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依赖进口
的现象并存，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
火焰”，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作为玻
璃工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安徽华光采用
的全氧燃烧技术是节能减排的核心技
术，也是生产高端玻璃的技术保证。

“传统技术只有 21%的氧气参与燃
烧，其余 78%的氮气不仅不参与燃烧，还
携带大量的热量和废气进入大气。”副总
经理陈国良表示，采用全氧燃烧技术，不
仅工艺更加稳定，而且能耗降低 20%以
上，熔化能力提高 16%，废气排放量减少
60%以上，废气中氮氧化物下降 80%以

上、烟尘降低 50%以上。
面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如何

保持经济以合理速度增长？只有依靠企
业自主创新，掌握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
实现转型升级，才能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水
平，减少发展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

作 为 我 国 重 要 的 粮 食 主 产 区 ，安
徽、河南有着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如何
使其“变废为宝”，也是一项重要的课
题。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采用自主研发的高温超高压循环流
化床锅炉，是目前世界上生物质燃烧最
先进的技术。“利用秸秆、稻壳等农林废
弃物近 30 万吨，年发电 2.1 亿千瓦时，
为当地农民增收约 1 亿元，创造利润近
1500 万元。”凯迪电厂燃料采购经理王
政说。

“利用秸秆生产纤维素燃料乙醇，能

显 著 减 少 因 秸 秆 焚 烧 带 来 的 大 气 污
染。乙醇汽油能提高汽油标号 3 个百分
点，减少汽车尾气颗粒物排放约 6%。”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甲申说，中粮集团投巨资研发
纤维素燃料乙醇技术 8 年，形成具有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成 套 技 术 ，达 到 国 内 领
先、世界先进水平，“6 吨秸秆即可产出 1
吨燃料乙醇”。目前该公司年产生物燃
料乙醇 50 万吨。

使用非粮木薯和秸秆代替粮食为原
料生产燃料乙醇，是先进生物质能源的
典 型 代 表 和 重 要 发 展 方 向 。 据 统 计 ，
2013 年我国生产和消费燃料乙醇 200 万
吨，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燃料乙醇生产和
使用国。中粮集团占约 50%的份额，调
配车用乙醇汽油 2000 余万吨，占当年汽
油消费总量的 25%。

作为我国的中部省份，安徽、河南的省

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人口多、

底子薄，既肩负繁重艰巨的发展任务，也面

临异常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过去那种过

度依赖消耗资源能源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不

能再继续了，怎么办？只有依靠转型升级，

努力探索绿色发展之路。

从这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我们可以

看到，节能减排其实并不是目的，而是“倒

逼”地方绿色发展的一种手段。一方面我

们要保生态的底线，就是要通过实行总量

控制，把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发

展的生态底线，死死守住这个底线，从而遏

制经济活动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消耗

和破坏，为建设青山碧水、蓝天白云的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撑起一方“保护伞”。

另一方面也要保发展的底线。虽然总

量指标卡得越来越紧，污染物排放增长的

空间越来越小，但发展仍是我国当前面临

的第一要务。为了实现合理速度的经济增

长，地方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走转型升级

之路；通过产能等量或减量置换，淘汰一批

污染企业和落后产能；大力发展符合环境

友好、资源节约的新兴产业，不断提升发展

的质量和内涵，寻求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把好三关：一是

政策引导关。要做好政策设计，完善配套

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节能减排。要积极

探索如何用好政策手段和经济手段两个

“杠杆”，如制定相应的财政、税收、信贷政

策，建立碳排放交易和排污权交易。让企

业从节能减排中尝到甜头，变“要我做”为

“我要做”，使节能减排成为企业自觉自愿

的行动；要通过制度设计，让污染企业的环

境成本从其运营成本中体现出来，促使其

真正重视和落实节能减排。

二是市场准入关。政府要严格按照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严格执法，用“重

典治污”，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很多污染企业之所以屡禁不绝，甚至比守

法企业“活得滋润”，其实赚的就是本应该

用于环境治理的钱。要加大监督和执法力

度，扭转污染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

低”的局面，让污染企业得不偿失，避免“劣

币驱逐良币”现象。

三是服务转型关。经济转型期间，伴随

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关停转产导致相当数量

人员需要再就业，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

多。同时伴随城镇化、老龄化问题日益突

出，给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政府要进一步深

化改革，转变政府作风，完善政府职能，加强

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持保基本、兜

底线、促公平、可持续，做好保驾护航。

瓶颈制约“倒逼”自主创新

绿色发展

政府要把好三关
杜 铭

中 华 环 保 世 纪 行

本报讯 记者杜铭报道：5月 25日，在北京南海子
郊野公园内，近千名长跑爱好者参加了由《中国新闻周
刊》和方兴地产主办的2014绿跑中国挑战赛，用自己的
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理念。该活动同时宣告了第五届“低
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益展的启动。

据了解，从 2010 年开始，每年 6 月在北京王府井
步行街举办的为期 20 天的“低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
益展，已经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了解低碳、参与低碳、
引领低碳的一场盛会。今年，主办方融入了更多绿色
产品的展出和体验，筹划成立“低碳者联盟”，希望凝聚
更多的低碳榜样与力量，联合倡导低碳发展模式与绿
色生活方式。

据介绍，绿跑中国挑战赛北京站的比赛只是一个
序幕。接下来还会在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青岛、苏
州等 10余个城市继续开展绿跑，倡导绿色低碳理念。

第五届“低碳发展 绿色生活”公益展启动

日前，“我与鱼翅说再见”护鲨活动在上海举行，一

群身着“鲨鱼服”的志愿者走上街头呼吁人们拒食鱼

翅、保护鲨鱼，为野生动物保护和维护海洋生态环境贡

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郑州郑东新区湿地公园是全国水处理

能力较大的城市人工湿地工程之一。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要化解严峻的资源环境瓶颈，必须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安徽华光集团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了发展质量，减少了对资源环境的过

度依赖，图为我国浮法玻璃行业首条全氧燃烧生产线。 本报记者 杜 铭摄

据新华社电 福建省高级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日
前正式成立，12 名来自环保、海洋、农业、矿产等领域
的学者被聘任为生态环境审判技术咨询专家。

推行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是近年来福建各级法院
的一项创新举措。2009 年 7 月，宁德柘荣县法院在全
国率先以林业审判庭为基础成立生态环境审判庭。此
后，漳州、龙岩、三明等地市法院陆续成立专门的生态
环境审判机构。目前全省法院共设立生态环境审判庭
50 个，专门合议庭 15 个，集中审理涉及森林、矿产、水
土资源和大气、土地、水资源污染等与生态紧密联系的
各类案件。

为 减 排 氮 氧 化 物 ，安 徽 在

2013 年全面实行了脱硝电价

为改善环境质量，农业、工业

都在向绿色转型

为减少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

赖，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