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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污染物的工业尾气，摇身一变成为

乙醇燃料和饲料蛋白；发电过程中产生的余

热，变废为宝用于海水淡化；废渣、尘泥等固

体废弃物，投入了高端建材生产⋯⋯这些都是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大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的缩影。“自曹妃甸区开发建设以来，就将发展

循环经济、促进资源节约作为立区之本，坚持

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大力推

进区域生产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进

程，在区域内广泛编织企业内、产业间、社会

化等 3 个方面的循环经济网络，使得参与循环

经济的产业总规模超过了千亿元。”唐山市委常

委、曹妃甸区委书记侯旭说。

强化顶层设计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鸣响，一艘满载矿石

的 40 万吨级巨轮缓缓靠泊曹妃甸港。码头上巨

大的抓斗落下，一次就将几十吨矿石送进大型

皮带运输机，一路进入先进装备组成的生产

线，生产出高端钢铁产品⋯⋯首钢京唐公司总

工程师朱国森说：“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我们共

采用了 220 项先进技术，其中自主创新、集成

创新占了三分之二，仅就循环经济而言，就有

12 项‘十一五’循环经济的规划专项。通过这

些项目的实施，成功将钢铁生产、能源转换、

城市固体废弃物消纳与相关行业提供资源等多

种功能有机结合。”

在这些循环经济项目当中，焦炭发电、高

炉压差发电、干法除尘、海水淡化、工业尾气

生产精甲醇、蛋白饲料等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

平，使得整个钢铁生产过程形成多产业融合，

并做到余压、余气、废水、固废四不排放，吨

钢综合能耗、水循环率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可年节约能源 16.4 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 40 万吨。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变

废为宝的生态转化中，诞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

和新兴产品，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上百亿元销售

收入、上十亿元利税的产业集群。

“曹妃甸区的钢铁生产体系一经建成，循环

经济的良性循环链条也就浑然天成。能实现这

样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顶层设计，规划

先行的谋定而动。”曹妃甸区发改局局长孙擘表

示，“为实现高标准运行，我们先后聘请了包括

14 名院士在内的 3500 多人次的专家、学者队伍

勘察调研和规划论证，累计攻克了 267 项技术

难题，创造出 50 多项国家专利，完成了一系列

评估报告。”

仅针对建设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当地

就规划制定了 《曹妃甸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

地建设实施方案》《曹妃甸工业区循环化改造实

施方案》 两大专项规划，分别针对大钢铁、大

电力、大化工制定了 3 条各具特色的循环经济

链条与多产融合发展的循环经济路径，在企业

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资源

有效节约、有效共享，成功实现了经济社会发

展优质、高效、可持续的目标。

用活社会资本

“员工们注意了！所有生产岗位完成开工准

备！合闸，启动！”随着河北吉诚新材料公司碳

酸锂项目现场指挥一声令下，这个一期工程投

资 50 亿元的项目去年在曹妃甸南堡经济开发区

建成投产。该项目生产的产品属于新型电池的

基础材料，乘着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东风，

产品供不应求，每吨可实现销售收入 40 万元，

公司年销售收入达 80 亿元。

“河北吉诚新材料公司在南堡不仅建设了碳

酸锂项目，还有一个总投资 160 亿元、采用世

界一流新工艺技术的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在建设

中，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优质钛白粉 100

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200 亿元。这也是曹妃甸

区建设过程中目前投资额最大的单体化工项

目。”南堡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缐立峰说。

“这家公司能到曹妃甸落户，是循环经济链

条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的产物。”缐立峰告诉记

者，吉诚新材料公司的母公司——唐山燕山钢

铁有限公司经济效益显著，在自身钢铁主业发

展触碰“天花板”后，开始追求新的产业发展

目标。经过深入考察，他们认为碳酸锂新能源

材料项目和氯化法钛白粉项目具有广阔市场前

景，且生产所需的液碱、氯气等主要原料原有

企业均可大量生产，成本优势明显。于是，他

们从海外购进优质锂、钛矿资源，再依托曹妃

甸区大港口优势，采用海陆协同方式生产出高

质量的碳酸锂和钛白粉。有了资本与优势资源

相结合的良好基础，通过 210 亿元的企业资本

投入，不仅在曹妃甸区的循环经济链条上结出

了两个大瓜，也为全球的碳酸锂、钛白粉产业

增添了新的发展动力——这成为曹妃甸区循环

经济链条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

“为高标准打造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我们

专门委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院共同制定 《曹

妃甸工业区主导产业准入门槛实施办法》，内容

包括产业准入公共门槛、产业准入分行业门

槛、其他相关配套产业门槛等细则。根据细

则，进区项目除需具备产业优势和一定规模

外，还要看它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示范区要求，

能不能在循环经济系统中找准定位。凡是能在

循环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项目，我们会优先支持

落户。”曹妃甸区区长郑友东表示。

“依托首钢公司的产业链条，浙江金财海

洋工程装备、中石油海洋工程基地、大唐科技

产业园区等 12 个钢铁材料深加工项目得以落

地，年转化钢铁材料 800 万吨左右；依托钢铁

电力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引进了北京金隅水泥

等建材企业生产高标号水泥；依托文丰木材码

头，引进了北京天坛木业等多家木材加工企

业，开展建材及家具深加工⋯⋯”孙擘对区内

循环经济项目如数家珍。按照循环经济链条开

展产线招商，让选取项目的目标更为明晰，效

果事半功倍。目前，曹

妃甸区已有上千亿元社

会资本投入循环经济生

产链条，为当地经济健

康 发 展 提 供 了 充 足

动力。

注重纵深发展

在三友集团展厅，记者看到一张循环经济示

意图。在这张图表上，30 多个箭头和 6 种颜色线条

表明了各产业之间的关系，关联度一目了然：氯碱

公司生产的烧碱是化纤公司的生产原料，化纤公

司生产的元明粉又是纯碱公司的生产原料，纯碱

公司副产物蒸氨废液可以用于氯化钙的生产⋯⋯

相互之间形成了纵向紧密衔接、横向彻底贯通的

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三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春生表示：“三友集团能有今天，是不断延伸循环

经济链条的结果，也是不断创新创造的结果。”

三友集团成立之初，是一家以海盐为基础原

料、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只有纯碱、化纤两个互

不关联的产业。近年来，他们坚持以科技投入作

为企业发展支撑，建立了 2 个国家级、4 个省级、

2 个市级创新平台，累计投入上百亿元技改资金

实施循环经济深度开发，先后攻克了一大批制约

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获得了 500 多项专利

技术，100 多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这些创新

还把纯碱、化纤、氯碱这 3 个产业紧密衔接在一

起，形成了循环经济链条，构筑起包括 9 大类、160

多个品种的产品生产体系，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021 年共实现销售收入 233 亿元，

实 现 利 润 25.5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30% 和

151%，其中来自循环经济的效益达 7亿多元。

在三友氯碱公司电解工序，记者看到烧碱液

体在透明管道内缓缓流动。“通过管道，氯碱公司

80%的烧碱输送到化纤公司作为生产原料，10%

的氯化氢输送到硅业公司作为生产原料，同时氯

碱公司副产品电石渣浆全部用于纯碱公司生产

原料，通过这种互为动力、互为原料的有效供给，

极大增强了集团内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

该集团规划发展中心主任靳士杰告诉记者。

实现良性循环的同时，三友集团的副产品供

应还带动了整个南堡经济开发区的循环经济链

条延伸。目前，通过三友的循环经济链条供应，整

个开发区已经形成了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钛

白粉、三氯氢硅、有机硅等多条产业链条。“三友

集团的经历充分说明：要发展好循环经济，建立

高技术、多样化的创新平台是基础支撑，只有将

这个支撑做大了，循环经济才能取得长藤广结瓜

的良好效果。”曹妃甸区工信局局长刘振军表示。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曹妃甸区加大了创新平台建设力

度，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向纵深发展。通过政府牵

线搭桥，企业投资唱戏，全区已经建设科技创新

平台 160 个，其中国家级 2 个、省级 64 个、市级 94

个，引进和成立高新技术企业 115 家，取得有效

发明专利 1225 件，研发新产品 300 多项，整个循

环经济链条形成的产值超过千亿元。

与此同时，曹妃甸也在充分激发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的创新活力。如 2016 年整体搬迁到曹

妃甸的华北理工大学发挥科创资源优势，加强资

源协同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致力于打造创新

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地，推进“产、城、人”深度

融合，与唐山各企事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 310 余

项，还专门成立了全国首家“钢铁碳中和学院”，

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破解曹妃

甸在钢铁行业、化工行业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

堵点断点难点，为产业创新作出贡献。

因为循环经济带来的突出业绩支撑，曹妃甸

区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1 年的

350.74 亿元增至 2021 年的 850.63 亿元，年均增长

8.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 17.86 亿元增至 86.03

亿元，增长 381.69%。今年上半年，该区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 440.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1%。

如今，曹妃甸区循环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阶

段，一批重大项目已经投入生产或全面启动。这

些创新技术和创新成果的运用，将会为曹妃甸区

的循环经济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发展活力。

曹 妃 甸“ 循 环 ”成 效 如 何
——河北唐山曹妃甸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发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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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

径，建区短短 10 年的河北唐山曹妃甸区，从一起步便走上了循环发展之

路。循环经济是曹妃甸的发展特色，更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出的最美

图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特别强调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和推进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令人欣慰的是，河北唐山曹妃甸从一起

步便走上了循环发展之路。循环经济是曹妃

甸的发展特色，更是曹妃甸这张白纸上画出

的最美图画。

唐山曹妃甸毗邻京津唐大都市群，交通

便利发达，是渤海沿岸唯一不需要开挖航道

和港池即可建设 30 万吨级以上大型泊位的

天然港址，直接连通国际终端大港。在这里，

拥有亚洲最大的南堡盐场、储量丰富的大型

整装油田、110 平方公里的湿地和 1000 多平

方公里的滩涂、荒地。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

陆地有浅滩，地理优势得天独厚，发展工业所

依赖的资源组合条件好、运输便利，产业的区

域配套能力较强，适合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循环利用为核心，大规模、高密度发展现代重

化工业。

2005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首钢搬迁

至唐山曹妃甸，并明确提出“按照循环经济的

理念，结合首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工业调

整，在曹妃甸建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钢铁联合企业”的目标。此后，曹妃甸被列为

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抓住这一契机，当地

制定了《曹妃甸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

设实施方案》和《曹妃甸工业区循环化改造实

施方案》两大专项规划。来自政策层面的支

持，使曹妃甸始终坚持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坚

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着力打造

以精品钢为龙头的钢铁、装备制造循环产业

链，以电力为龙头的热电和海水淡化循环产

业链，“两碱一化”不断延伸的盐化工循环产

业链，加快培育以大型炼化为龙头的石油化

工产业链等。

如今，曹妃甸的每条产业链上，基本都形

成了企业间原料、中间产品及废弃物的互供

互用，有效实现上下游企业间“无缝链接”和

清洁生产；在每个产业之间也形成循环链接，

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特别是通过

建立能源综合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等四大管

理控制体系，构成了产业内部、产业之间、产

业与社会之间的循环经济产业网络，实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了区域高质量发展，

为其他地区循环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系华北理
工大学教授、校党委
副书记）

夯 实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底 色
杨玉桢

两艘轮船靠泊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

矿石码头卸货。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位于曹妃甸区的首钢京唐公司

海水淡化系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