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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新能源汽车地方保护主义

汽车是一个以规模和品牌效应著称的行业，地方保护不仅不符合市场公

平竞争规律，而且会阻碍技术进步、产业高质量发展，抑制汽车消费潜力释

放。真正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不仅要对违规行为问责，而且要加

强产品标准统一，加快汽车行业税制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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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煤集团开展环保节能重点工程百余项——

用 生 态 之 笔 描 绘 绿 色 矿 山
本报记者 梁 婧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晋焦煤瓦

斯电厂。 （资料图片）

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桦南林区的紫苏田里，

一株株幼苗长势喜人。天

刚蒙蒙亮，种植户张玉东

就来到地里开始除草。“我

从 2010 年开始种植紫苏，

最初就是在房前屋后种，

现 在 发 展 到 有 3000 多

亩。”张玉东说，“近些年，

紫 苏 的 市 场 需 求 越 来 越

大，收益逐年增加。我准

备再引入一条生产线，加

工紫苏粉。”

龙江森工集团桦南林

业局有限公司现在有 875

户种植户。“桦南林区是东

北三省紫苏集中种植面积

最大的地区，紫苏已经成

为 桦 南 局 公 司 的 主 打 产

品，越来越多的种植户选

择种植紫苏。”桦南林业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维旭

告诉记者。

桦南林区位于黑龙江

东部完达山麓，地处北纬

45 度黄金黑土带，适宜种

植紫苏。上世纪 90 年代，

桦南林业局职工便依托当

地地理优势开始零星种植

紫苏。国家实施天然林保

护工程以来，桦南局公司

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发展之

路，确定了大力发展林下

经济，以紫苏种植为主体、

紫苏深加工等多元化模式

发展的思路。

桦 南 局 公 司 规 划 了

14 个 林 场 作 为 紫 苏 规 模

化种植基地，每年投入 300 多万元用于种植基地的基础

设施建设、农田水利设施改造和科技推广。同时，公司与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等大专院校开展深度合

作，聘请专家学者到林区举办紫苏种植培训班，深入田间

地头科学指导农户种植紫苏。

走进桦南局公司的农业科技园温室大棚，技术员张

成业正和工人一起给紫苏除草、施肥。“我们采用水肥一

体化灌溉设备，在提供充足水肥的同时，能节约用水 50%

以上。”张成业说，公司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使得紫苏在株

高、分蘖、产量等方面达到更优。

除了注重应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桦南局公司还积极

培育优良品种。公司专门打造了紫苏科技种植大棚，一

个棚进行品种选育对比试验，从 9 个不同品种的紫苏中

选育优质品种；另一个棚进行播期试验，通过获得不同播

种时间紫苏的不同长势和产量数据进行分析，从而确定

合理播期。“科学对比不同品种紫苏的生长习性、植株高

度等因素后，从中选出最好的品种进行推广，提升种植户

效益。”张成业说，“10 万亩紫苏种植基地如今已经成为

群众致富的‘黄金叶’。”

随着紫苏种植规模越来越大，如何推动紫苏生产与

深加工有机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成为桦南局公司探索

的新方向。通过多次商讨，桦南局公司与东北农业大学、

老鼎丰食品有限公司等合作成立了桦南农盛园食品有限

公司。

农盛园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产

品加工、包装等环节紧密相扣，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

忙碌着。“随着紫苏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销量持续

增长。”农盛园公司总经理孙辉说，“我们以物理低温冷榨

为主要发展方向，提升研发的科技含量，利用新技术生产

紫苏衍生产品，推动紫苏全产业链发展。”

如今，农盛园公司建成紫苏油、杂粮、紫苏酱油 3 个

标准生产车间，年加工能力 1.3 万吨，推出紫苏籽油、紫苏

鸡蛋、紫苏蜂蜜等十大系列 120 余种产品。

“今年，我们将继续扩大紫苏生产加工规模，占地

2000 余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建成投产后，预计产值达 1.5

亿元。”张维旭说，未来，公司还计划将紫苏文化与桦南林

区特有的蒸汽小火车等民俗文化结合，建设集休闲娱乐、

文化科普、医疗康复等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使

小紫苏成为百姓致富的“大帮手”。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古交电厂全貌。 （资料图片）

站在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

电西铭矿区的高处，放眼望去满目葱茏。谁

曾想到，这里曾是座寸草不生、满目疮痍的废

弃矸石山。近年来，经过科学治理，西铭矿矸

石山上，建起了百姓日常休闲的“生态花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焦煤平均每年投

入环保节能资金约 10 亿元，先后开展环保节

能重点工程 100 余项，不断完善环境基础设

施，矿区变得天蓝、水清、地绿，员工幸福指数

不断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徐

徐展开。

废弃物变“香饽饽”

煤矸石是采煤和洗选过程中排出的含碳

岩石，也是我国目前存放量最大的工业固废

之一。如何解决堆积如山的煤矸石，是煤炭

企业的发展难题。

在山西焦煤山煤国际经坊煤业新型建材

厂的原料车间，记者看到煤矸石制砖的作业

场景：煤矸石经彻底粉碎之后加水搅拌，再经

过 48 小时静置陈化后，通过皮带运输至成型

车间，在成型车间经过二次搅拌挤出泥条并

切开转配，最后进炉干燥从而烧结成砖。这

些煤矸石砖的生产成本较普通黏土砖低，利

用煤矸石制砖不仅节约了土地，还消耗了矿

山废料，是一项有利于环保的低碳建筑材料。

不仅如此，经坊煤业还对煤矸石烧结成

砖过程中产生的废热进行循环利用，建成矿

井回风余热利用系统，为办公区、生产区提供

热源，替代了矿区全部燃煤锅炉，每年可节约

标煤 1 万余吨。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经坊煤业党委书记、董事长付中华说，“在

‘双碳’目标指引下，公司积极转变思路，重点

打造‘安全生产—矸石制砖—余热回收—服

务生产’的固废利用循环体系，蹚出一条固废

综合利用新路径”。截至 2021 年年底，经坊煤

业累计生产煤矸石砖 9.22 亿块，可以建设农

村两层小楼房 7550 座；累计消耗煤矸石 336

万吨，减少占用耕地 560 亩，面积相当于 7 个

新型建材厂；节约固体废物运杂费 1.55 亿元。

2021 年以来，山西焦煤以矸石山、储灰场

规范治理和危险废物暂存库规范建设等为重

点，累计投资 1.6 亿余元，先后完成马兰选煤

厂三期矸石场治理、凌志达老东岭生态修复

治理、三交河矿危废暂存库提标升级改造等

29 项固废场地规范治理工程。

山西焦煤不仅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煤矸石

循环综合利用，还有效解决了污水处理问题，

极大改善了矿区、厂区整体生态环境。

走在经坊煤业厂区，目光所及是井然有

序的设备、干净整洁的道路以及郁郁葱葱的

绿植，成为人们交口称赞的“花园式”企业。

污 水 处 理 厂 内 ，碧 波 荡 漾 、鱼 儿 欢 跃 、相 映

成趣。

“ 水 质 好 不 好 ，鱼 最 懂 ，它 们 都 是 质 检

员。”付中华说，经坊煤业始终秉持“矿区与社

区和谐共生，共建生态友好型企业”的环保

理念。

经坊煤业通过升级改造，新增了深度脱

氮系统、膜过滤系统、活性炭吸附系统，对污

水进行深度处理，能有效去除污水中的化学

需氧量、氨氮等污染物。“在养鱼过程中，对

PH 值、溶解氧等水质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

用处理后的水养鱼、养花，更能检验水质的好

坏。”经坊煤业矿井水处理厂负责人冯志军指

着水池说。

近年来，山西焦煤大力创建标准化污水

厂，2021 年投资 1.6 亿元开展工业废水深度治

理等工作，12 座标准化污水厂吨水处理成本

平均下降 5%以上。他们高标准完成了鹿台

山矿等 22 项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和改造，主

要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同 口 径 同 比 下 降

29.83%，矿井水综合利用率达到 70%以上，实

现了环境、经济、社会效益多赢。

矿区更要湛蓝天

一条巨型管道蜿蜒山间，将远在山外的

坑口电厂热源输送至城区。这条管道输送的

热量可供太原市约三分之一住户、8300 多万

平方米采暖，替代了过去的 321 台分散燃煤采

暖锅炉，每年可节约标煤 100 万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 218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 6.8 万吨、粉

尘排放 2.9 万吨，成为我国热电联产高效利用

的典范。据了解，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古交电

厂已累计完成发电量 1334 亿千瓦时，燃用洗

中煤、煤泥、劣质煤 6920 万吨，大大减轻了当

地的环境治理负担。兴能发电公司副总经理

杜慧文说：“不仅矿区的天变蓝了，城区的天

也更蓝了。”

山西焦煤在各矿区推广节能减排的经验。

“三交河矿全面淘汰燃煤锅炉，对职工公寓、办

公楼、澡堂热源进行改造，使用空气能机组供

热，完成了全矿12个供暖区、3个洗浴区的清洁

能源替代。减少燃烧标准煤 2.3 万吨、氮氧化

物 30.68 吨、二氧化硫 8.36 吨。”山西焦煤霍州

煤电集团公司三交河矿矿长李岩说。

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自山西焦煤

集团重组以来，紧紧围绕电力、焦化等重点行

业，针对燃煤锅炉替代、煤炭储装运系统改造

等加大投资力度。2021 年，累计投资近 3.5 亿

元，推进 36 项大气污染防治工程建设。同口

径统计下，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

要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9.15%、3.88%、10.09%。

坚定不移“双碳”路

屯川河畔，古交电厂的粉煤灰被输送至

山顶，又注入 400 多米深的地下。这是山西焦

煤西山煤电屯兰矿“采动覆岩离层区注浆充

填技术”的实施场景，该技术可将固废巧变为

产业“新宠”，实现“吃灰吐煤”的双赢效应。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技术应用后，屯兰矿 2021

年回收原煤 118 万吨，可延长矿井寿命 12 年

以上，成为山西煤矿绿色转型发展的样本。

绿色低碳开采是近年来煤炭企业的主攻

方向。山西焦煤以技术创新为引领，聚焦绿

色开采，广泛推广应用无煤柱开采、充填开

采、保水开采、煤与瓦斯共采等新技术，使矿

山“含绿量”大幅提升。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解决资源环境问

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山西

焦煤紧紧围绕“双碳”行动，将瓦斯治理利用

作为减碳的重要抓手，开展了专家会诊、瓦斯

治理与利用专题研讨等活动。

山西焦煤华晋焦煤电力分公司将原瓦斯

发 电 厂 34 台 瓦 斯 发 电 机 组 、离 柳 矿 区 3 座

35kV（千 伏）变 电 站 和 1 座 110kV 变 电 站 整

合，将沙曲一矿、沙曲二矿井下抽采的瓦斯变

废为宝、合理利用。发电余热用于供暖，取消

了以往的燃煤供暖锅炉，基本实现了瓦斯无

排放、无污染。

经过不懈努力，山西焦煤交出了一份优

异的绿色答卷。2021 年洗煤行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同比下降 34.1503 万吨标煤，原煤生产综

合能耗同比下降 10.6%，选煤电力单耗同比下

降 5.02%。

生态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四

五”期间，山西焦煤将继续勇担“双碳”之责，

用生态之笔描绘绿色矿山，不断开辟节能减

排、低碳发展新路。

如果一个新能源汽车品牌要到某地销

售，就得被迫在当地设立法人单位并建立工

厂，那么这对企业来说并不公平。不过，现在

这样美其名曰以“市场换投资”的行为将被叫

停。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释

放汽车消费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尤其

要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

发展新能源汽车既是我国应对气候环境

变化、缓解能源安全压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加

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国际竞争新优势

的战略举措。经过多年示范运营和推广应

用，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7 年位居

世界第一位。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

年前 5 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仍突破 200

万 辆 ，同 比 均 增 长 1.1 倍 ，市 场 渗 透 率 接 近

20%。这表明，市场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

认可度越来越高。

作为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我国新能

源汽车之所以能领跑全球，与国家的战略布

局和大力支持不无关系，也离不开地方各级

政府的“做多热情”。地方政府出钱、出地、给

市场，打造配套环境，全方位招商引资，在推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企业以及市场推广应用

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出于自身

发展利益的考量，部分地方或明或暗地扶持

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和企业，也带来地方保

护问题。比如，变相要求企业在本地设立法

人单位和建立工厂；以超国标的指标或特定

的技术要求，设立地方标准和目录；强制车企

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电池电机等零部件；出

台不公平的地方非补贴性政策，给本地企业

优惠，限制或变相限制消费者购买外地及某

类新能源汽车等。

汽车是一个以规模和品牌效应著称的行

业，地方保护不仅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规律，

而 且 会 阻 碍 技 术 进 步 ，阻 碍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必须看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还不

够大时，要使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就得

有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如果区域分割严重，产业小而散，就会降低资

源配置效率，企业难以做大做强，也难以形成

全国乃至全球性大品牌。如果被保护的企

业，在市场上得不到充分竞争，就会丧失创新

活力。对于消费者来说，产品选择权被剥夺，

难以获得优质产品，也会抑制汽车消费潜力

的释放。

事实上，为减少地方保护对我国新能源

汽车市场发展的割裂作用，推进建设统一开

放、有序竞争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国务院和四

部委在破除地方保护上已有明确规定。比

如，对地方政府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

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

资质标准等方面有违反市场公平竞争的，给

予包括经济、行政方面的处罚，同时将此类事

项纳入对党政干部的问责体系。问题在于，

目前地方对这些规定落实并不到位。因此，

要真正破除地方保护，不仅要细化这些规定，

加强监督与执行，还要对违规行为问责动真

格，才能确保政策有力有效。

同时，要加强产品标准统一。汽车产品

标准和充电设施标准是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的基础性标准。虽然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技

术路线选择，但必须遵守统一标准。在底层

标准上，不应再允许地方出台和实施地方性

标准。当然，目前汽车行业标准制定和形成

机制也要改革，通过增加产学研多方参与性

和不同方面的代表性，以确保制定过程透明，

防止利益串通，甚至政府被少数企业绑架。

此外，还要加快汽车行业税制结构调整。

汽车行业之所以受到地方重视，原因之一就是

我国重汽车生产环节、轻使用环节征税。汽车

生产企业在一个地方落地或者扩大产能，对地

方税收贡献尤为突出。不合理税制结构加剧

了地方对汽车本地

生 产 的 要 求 ，更 是

滋生地方保护的根

源 。 因 此 ，有 必 要

逐步提高汽车使用

和 保 有 环 节 税 负 ，

降低生产和购买环

节 税 负 ，从 源 头 上

根治新能源汽车市

场地方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