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资源禀赋条件限制，我国电源结
构以煤电为主的格局长期不会改变。根
据规划，到 2020年，我国煤电装机将达
到 11 亿 千 瓦 ； 2030 年 达 到 13.5 亿 千
瓦，新增装机主要在煤电基地。

这 意 味 着 在 未 来 较 长 一 段 时 间
内，我国仍将把“优先发展煤电”作
为电力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在煤电
新增装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如

何 进 一 步 实 现 煤 炭 的 清 洁 高 效 利 用 ，
成为重要课题。

而问题是，当前不少燃煤电厂出于
成本考虑，对超低排放改造的积极性不
高，加大环保投入的动力不足。

“由于现在超低排放改造并没有通用
的技术路线，很大程度是对现有环保设
备的升级和系统优化，需要因地制宜，
每个项目的改造都不尽相同，这很难给

企业提供明确的成本费用参考，也使得
火电企业在进行改造时有所顾虑。”赵东
晨说，有些电厂对于政府在超低排放方
面的监管力度存在观望情绪，也影响了
改造的积极性。

赵东晨建议，进一步推进煤电超低
排放改造，要加大补贴力度，在现有的
脱硫、脱硝、除尘电价基础上进一步对
超低排放机组进行额外的补贴；借鉴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经验，培育排污权交
易市场，用市场的途径对超低排放改造
机组进行奖励。

“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鼓励金融机构
加强信贷融资支持。”赵东晨表示，中国
银监会已经先后出台了 《绿色信贷指
引》 和 《能效信贷指引》，在这个框架下
应该鼓励金融创新，解决超低排放改造
的资金来源问题。

此外，赵东晨还建议，应该加强对
排放控制的实时监控，保证控排执行力
度强的企业不吃亏，杜绝在控排上偷工
减料以获得不正当的成本优势的行为，
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
问题。

继续推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如何调动企业积极性成为难点——

燃煤电厂减排空间有多大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改造，不仅出台了脱硫、脱硝、除尘等
电价补贴，排放标准也渐趋严厉。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王志轩
说：“目前我国煤电厂执行的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已是‘史上最严’、‘世界最严’。”

在减排压力下，燃煤电厂也在不断加
大环保资金投入。根据中电联初步测算，
仅 2014年脱硫、脱硝、除尘建设和改造费
用超过 500亿元，每年用于煤电环保设施

运行的费用超过 800亿元。
有了政策护航和资金保障，我国燃煤

电厂污染物减排能力进一步增强，减排成
效逐渐显现。经初步统计，2014 年，我国
燃煤电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量预计分别降至 98 万吨、620 万吨、620
万吨左右，分别比 2013 年下降约 31.0%、
20.5%、25.7%。与 2006 年排放最高时相
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
排放之和减少了约 50%。

尽管减排成绩斐然，但燃煤电厂的污
染物减排却面临着边际成本不断增大的
困局。中电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仅
2014 年，对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要求就
有 3 次变化，致使大量燃煤电厂环保设施
重复改造。

中国工商银行投行研究中心煤炭行
业首席分析师赵东晨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为了使燃煤机组的排放标准在
2011 年版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别限值的基

础上，达到燃气机组的排放水平，现有
的火电厂一般需要在原有的脱硫、脱硝
和除尘设备之外加装新的设备和进行提
效改造。这笔新增投资的折旧加上增加
的运行成本，将使度电环保成本在原来
的特别排放限值基础上再增加 0.015 元
到 0.03 元左右。而按照目前全国燃煤发
电的度电净利润 0.04 元左右的平均利润
计算，环保电价只能勉强覆盖 2011 年版
标准的环保成本。

“这两年煤电的盈利状况还不错，如
果煤炭市场行情发生重大逆转，或者上网
电价再下调，机组利用小时数一两年内难
见明显起色的话，度电的盈利空间还有下
降的可能性，超低排放改造的困难就更突
出了。”赵东晨说。

受国家宏观经济及产业结构调整影
响，当前我国煤电发展速度已经明显低
于“十一五”及“十二五”初期，经过

“十一五”以来大规模实施节能技术改
造，现役煤电机组的经济节能降耗潜力
很小，继续提高效率空间有限。

“煤炭作为基础能源主体和电源主体
的地位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不会改变，因
此从煤电领域入手去挖掘污染排放控制
这样的思路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赵东
晨分析说，考虑到我国最新版的火电控
排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是比较严

格的了，因此，超低排放改造在很大程
度上是在“挑战极限”。

“如果我们继续把火电领域作为减少
污染物排放的先锋，必然面临单位投入
的边际收益递减问题。”赵东晨说。

事实上，伴随风电、太阳能等可再
生能源发电比重的快速提高，煤电调峰
作用将显著增强，机组参与调峰越多，
煤耗越高。通过增加新机组方法优化煤
电机组结构降低供电煤耗的空间越来越
小。火电利用小时、负荷率将持续走
低，也严重影响机组运行经济性，尤其

是大容量、高效率机组的低煤耗优势得
不到充分发挥。

同时，受到技术发展制约，对于主
要靠增加设备数量等来提高脱除效率，
在去除污染物的同时，增加了能耗。如
某 60 万千瓦机组脱硫改造时增加了一个
吸收塔，造成脱硫系统阻力增加 1000
帕，电耗增加 3800千瓦，增加厂用电率
0.5 至 0.6 个百分点。根据企业实际反
映，环保改造影响供电煤耗 1.2 克/千瓦
时以上。

不过，也有一部分电力企业“主

动”提出了比特别排放限值更严要求的
“近零排放”。对此，“过度追求零排放，
可能会间接增大环境污染。”王志轩回应
说，其实，只要所有电力企业做到了稳
定达标排放，全国电力烟尘、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年排放量之和
仅约 800万吨。

王志轩指出，当前，大量未经治理
或者污染控制水平很低的污染源 （如工
业锅炉、民用煤散烧） 才是影响空气质
量的“真凶”，持续要求燃煤电厂在高水
平污染控制条件下进一步持续减少排放
量，对雾霾的减少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几
乎没有作用。相反，由于低硫、低灰、
高热值燃煤是实现“近零排放”的基本
前提，对煤质的苛刻要求势必造成电厂
挤占优质煤资源，造成低质煤流向其他
用户，可能还会间接增大环境污染。

近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发布的《中国电力工业现状

与展望》提出，近年来，我国燃

煤电厂污染物减排能力明显提

升，排放总量大幅下降，但随着

减排边际成本增大，煤电提效

空间越来越小。

根 据 今 年《政 府 工 作 报

告》，我国将深入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推动燃煤电厂

超低排放改造。有关专家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我国燃煤电厂减排的

边际成本越来越大。因此，在

继续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

造的过程中，应注重调动企业

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的积极性。

煤电减排边际成本增大

煤电低排改造正“挑战极限”

超低排放改造需稳步推进

南极拥有纯净壮美的自然

风光，是无数旅游爱好者心中

的“天堂”。近年来，南极旅游

在我国悄然升温。据国际南极

旅 游 者 协 会（IAATO）统 计 ：

2004 年，中国游客赴南极旅游

人数只有 37 人；十年后，这一

数字迅速攀升至 3367 人。目

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

南极旅游国，越来越多的国人

开始踏足这片独具魅力的神秘

大陆。

然而，近日有媒体曝光，部

分“任性”惯了的中国游客，把

一些不文明行为带到了这片净

土。如追着企鹅拍照、冲入动

物群体中留影，或是高声喧哗、

什么都“摸一摸”等，其行为甚

至扰乱了我国南极长城站正常

的考察活动。有网民批评道：

“丢人丢到南极了，下一站要在

火星丢人了！”

游客的行为举止如此“煞风景”，其恶劣影响远不止

“丢人”这么简单。事实上，国际上对于赴南极探险有许

多“禁忌”，是每个人必须严格遵守的。比如，为保证南

极生物不受人类所携带病菌的侵害，不能与企鹅近距离

拍照，也不得向南极动物喂食；不能带走哪怕一块小石

头，因为这是企鹅筑巢时非常难得的材料。

之所以要小心翼翼地呵护南极，是因为南极既非

常珍贵、又异常脆弱。作为地球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

的洁净大陆，南极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对于

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人类

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甚至带来意想

不到的灾难。比如，外来物种入侵可能彻底改变已相

对孤立数百万年的南极生态系统。

正因为如此，人类已达成共识：严格控制其他大

陆的来访者，严格禁止“侵犯南极自然环境”。我国已

加入了旨在保护南极自然生态的 《南极条约》 体系。

每个游客在领略罕世美景的同时，都有责任和义务了

解南极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知识，并成为身体力行的

一分子。

别让

﹃
任性

﹄
毁了南极

金

名

“棵棵小树站路旁，片片新绿绕村庄，又是一年春
来到，泾川大地播绿忙。”3月 23日，甘肃省泾川县城关
镇袁家庵天池村的北面山坡上一片热闹景象，泾川县
3000 多名机关干部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或挥锨扬
镐、拓荒整地，或挖穴种树、培土浇水，泾川全县上下见
缝插绿、沿路植绿、满山播绿，拉开了建设山川秀美宜
居家园的序幕。截至目前，泾川县共完成荒山造林
870亩，栽植油松苗木 6.53万株。

泾川县是甘肃的生态林业大县。近年来，泾川县
按照“生态立县、果业富县”的战略，在持续推进生态林
业建设的同时，把经济林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头戏，实现
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截至目前，泾川县共
建成林业用地 122.1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7.13%，林
下经济产值达到 1.24 亿元。泾川县果园面积累计达
到 50.5 万亩，人均果品收入达到 3400 元，果品对农民
增收的支撑作用得到充分显现。

泾川县林业局局长刘兴文介绍，今年泾川县生态
林业建设将以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巩固三北、天保等
项目为支撑，完成荒山造林 3 万亩，退耕还林 0.9 万亩，
道路林网建设 70 多公里，重点培育汭河风情线绿化和
北大路绿化示范工程。泾川县高平镇镇党委书记樊志
辉告诉记者，今年农历春节后一上班，镇上就筹资近
20 万元，调购了化肥、农药、地膜等农资，组织职工深
入田间地头帮助群众开展果树春季管理工作。

文/李琛奇 罗保虎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环保
厅日前公布新环保法实施后的 18 起典型环境违法案
件。据通报，18 家违法企业已分别受到关闭、停产整
顿、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罚。

据了解，这些企业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环保手续
未批先建、违法排污、环保设备不配套等。在这 18 家
企业中，贵州互强药业有限公司、贵州云盛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等 14 家企业因违法焚烧变质药品、环保手续未
批先建等原因受到停产整顿、恢复原状等处罚。黔东
南州亿帮消毒服务中心、福泉益森源制炭厂、三穗县台
烈镇颇洞节能砖厂等 3 家企业因烟囱无脱硫处理设置
或长期超标排放，严重污染周边环境，被依法关闭。

兴义市余江芭蕉淀粉厂是贵州省最近处罚的一家
环境违法企业。今年 3 月上旬，环保部门暗查时发现，
该厂通过私设的暗管偷排生产废水，经过调查取证认
定属环境违法行为，责令其改正，但企业并未按要求整
改。此后，因连续接到群众举报，环境监察人员赴现场
检查时再次发现，该厂厂区范围内仍有偷排污染物的
行为。按照新环保法规定，环保部门给予兴义市余江
芭蕉淀粉厂 10 万元行政处罚，并按日连续处罚。目
前，企业相关责任人王某已被行政拘留，另一企业负责
人余某正按法律程序处理。

据介绍，今年以来，贵州省环境监察局共出动执法
360人次，现场检查企业 120余家。

近日，记者来到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
县巴松措景区。雪后的巴松措一碧如洗，像
一块硕大的绿宝石镶嵌于群山茂林间。环
绕巴松措的，是一座座颇具工布特色的蓝色
或红色屋顶的民居。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
这美丽如画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记者来到结巴村藏民索朗巴旦的家，
刚吃过早饭，索朗巴旦一家就开始里里外
外地打扫。他家经营着一所名为“国吉”
的家庭旅馆，至今已有 9 年。眼下正是冬
季，客人很少，索朗巴旦仍然坚持每天打
扫，小心地呵护着。去年，依靠开家庭旅
馆 ，他 挣 了 15 万 元 ，占 到 全 部 收 入 的
60%，剩下的 40%来自当地的林下资源。

“以前我们的收入可没有这么多。现

在依靠政府扶持和良好的生态资源，旅游业
发展起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索朗巴旦
说，他当了35年的护林员。“不伐木以后，赶
上福建的对口支援，工布江达县迎来了发展
巴松措旅游业的好时机。”索朗巴旦说。

巴松措是西藏首批 4A 级景区，依托
景区发展，当地村民纷纷吃上旅游这碗

“饭”。目前，景区内共有 20 所家庭旅馆，
每个旅馆年均收入达到 10万元以上。

结巴村是巴松措景区的一个小村庄，
平均海拔 3405 米，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1
亩，属于高原湿润性季风型气候，有松茸
等珍贵的林下资源。依靠这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结巴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过万
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巴松措一带的村庄还有一项主要的收
入来源——藏香猪养殖。村民富了，但没
有忘记因何而富。大家自觉树立保护环境
的意识，并在村规民约里作了规定，对养殖
过程中破坏生态的行为明确了惩罚措施。

藏香猪喜欢拱草皮，会对植被造成破
坏。藏民多吉家里养了 50 头藏香猪，为
了减少破坏，多吉将藏香猪赶到集中的区
域，冬天时每周上山喂一次猪。

记者跟随多吉到了山上。他学着藏香
猪的声音“啰啰啰啰”唤了几声后，一群藏
香猪朝他奔来。抛撒了饲料后，多吉上山
检查被猪拱坏的草皮。发现一处裸露的草
地后，多吉蹲下身，轻轻地将四散的草皮收
集起来，小心地放到裸露处，轻轻抚平。

“村里能有这么好的资源，都是大自
然赋予的，我们要保护好这些资源，保护
好环境，才能有更好的发展，让子孙后代
也受益。”多吉说。

工布江达县在利用资源谋发展的同
时，大力保护资源，于“绿”中求发
展，努力在生态保护中获得经济效益，
获得可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发展生态旅游业，实现农牧
民进一步增收，目前工布江达县正在着手
景区 5A 工程的创建。“为了共同保护好巴
松措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永续发展，工
布江达县从规划入手，请专业设计团队作
了详细规划。”工布江达县县委书记、福建
泉州援藏干部张朝阳介绍。

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

保 护 生 态 ，就 是 守 住 饭 碗
本报记者 代 玲

甘肃泾川大力植树保生态甘肃泾川大力植树保生态

贵州曝光一批环境违法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