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企业周刊 09
星期四 2014/03/20

责编:刘秀凤
电话: (010)67114048
传真: (010)67102492
E-mail:chanjing9999@sina.com

09-12版

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

“这么严格的标准，不是要把企业
逼死吗？”从这样的疑问和不满，到今
天山东造纸企业在行业市场上叱诧风
云、领跑全国造纸业；

从曾经外排废 水 COD 浓 度 450
毫 克/升 ，到 现 在 降 至 60 毫 克/升 左
右，废水里能养鱼，听起来像是神话
的事实；

从恶名昭著的“白纸黑水”，一家
造纸厂污染一条河，到现在污染治理
水平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造纸企
业拉动了一方经济，富裕了当地百姓
……

山东造纸企业的脱胎换骨，受益
于 2003 年 3 月发布的《山东省造纸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加严的标准
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倒逼这
些企业加快升级改造，提高自身竞争
力，从而发展壮大。

探索、发挥标准引领作用

把污染重、排水量大的造纸

业当作山东省实施地方环境标

准的突破口，200 多家企业剩下

十几家

“现在 10 年过去了，山东原有的
200 多 家 制 浆 造 纸 企 业 还 剩 下 十 几
家。单看数量，好像这个行业真的不
行了。但是山东造纸行业的规模和利
税分别是 10 年前的 2.5 倍和 4 倍，高居
全国同行业前列，而且股市上活跃的
造纸企业，差不多都是山东的。”日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山东省环保厅厅
长张波这样表示。

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省
有着独特的省情：人口密度比较高，自
然降水比较少，经济总量比较大，发展
速度快，但结构偏重，污染物排放总量
比较大，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COD
排放量均高居全国前列。

这样的省情，该怎样解决环境问
题 ？ 在 出 台 严 格 的 地 方 排 放 标 准 之
前，山东省也进行了很多探索，包括淘
汰落后生产线等方式。

自 1996 年开始，山东省通过行政
手段先后关闭了年产 5000 吨以下的草
浆造纸生产线 384 条，1997 年关闭了
年产 1 万吨以下的草浆生产线 27 条，
1998～2002 年又进一步关闭了年产两
万吨及以下的草浆生产线 61条。

大 规 模 关 停 也 带 来 很 多 后 续 问
题 。 据 初 步 统 计 ，山 东 省 仅 2001～
2002 两年间关闭的 41 家草浆生产线，
就报废固定资产十几亿元，造成数万
名职工下岗，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很
大压力。

即 使 如 此 ，2002 年 ，造 纸 行 业
COD 排放量仍占山东省工业总排放
量 的 51.4% ，但 其 GDP 贡 献 率 仅 为
3.4%。

如何立足山东省情，既改善环境

质量，又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
为山东省环保工作亟待破解的难题。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只有创新思路、敢
想敢干，才有出路。标准的引导作用
在此时得到了重视。

张波说：“我们试图探索一条发挥
标准引导作用、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共赢的新路子。因此，我们开始
组织编制和发布实施分阶段逐步加严
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把污染重、
排水量大的造纸业当作山东省实施地
方环境标准的突破口，因为造纸业是
水污染第一大户。我们计划用 8 年时
间，分 4 个阶段，逐步实现从行业排放
标准向流域性综合标准的过渡。”

如何应对各方质疑？

不 是 一 下 子 制 定 一 道 高 门

槛，而是分 4 个阶段、利用 8 年时

间，逐步加严标准

在全国率先编制实施“最严格的
排放标准”，一经提出，就引起山东省
经济主管部门甚至环保部门内部的质
疑，引发了激烈的观念碰撞。

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种声音认为，制定行业标准首先应
当考虑标准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如果
不具备可行性，制定这样的标准有何
意义？

另一种声音认为，山东的造纸企
业与其他省市的造纸企业在同一个市
场上竞争，若实施严于国家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必将使得山东企业的成本
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在市场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

2002 年，山东召开由全省造纸行
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污染防治工作会
议，分析行业污染导致的严重形势和
山东经济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面对此起彼伏的质疑声，山东省
环保部门坚持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总有一
天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山东不能永
远容忍河流里没有鱼。编制行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公众
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要性，
还要兼顾行业的经济技术可行性。山
东 省 不 是 一 下 子 制 定 一 道 很 高 的 门
槛，让企业难以跨越，而是分 4个阶段、
利用 8年时间，逐步加严标准。

2003 年 3 月，山东在全国率先发
布了第一个地方行业标准——《山东
省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分 3
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2003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草浆造纸外排废水化学需
氧 量 为 420mg/L（当 时 国 家 标 准 是
450mg/L），向行业发出一个标准即将
加严的明确信号；第二阶段（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草浆造纸外排废水化学
需氧量为 300mg/L；2010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第三阶段标准，草浆造纸外排废
水化学需氧量为 120mg/L，不及当时
国家标准的 1/3。

据测算，通过实施这项标准，第一
阶段，山东省每年可以削减 COD 排放
量 2.25 万 吨 ；第 二 阶 段 可 继 续 削 减
COD 排放量 5.85 万吨；第三阶段可以
再削减 COD 排放量 4.05万吨。

会把企业逼死吗？

标准制定从质疑到赞成，激

烈交锋后终获支持，企业主动加

压实现脱胎换骨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显著，但出
台过程却一波三折。

2002 年 5 月，山东省组织召开第
一次标准逐步加严的评审会，会上的
争论异常激烈，最终因部分专家、部门
的不理解、不支持未获通过。

但山东环保部门并未因此气馁。
为使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准能够通
过、颁布并实施，他们深入调研，以详
实的数据结合造纸行业现状，耐心地
向相关部门、企业和质疑者反复阐述、
分析标准实施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经过长达 5 个月的激烈交锋，2002
年 10 月，在山东省第二次召开的标准
加严评审会上，终于获得了多数人的
支持。

作为行业代表之一，太阳纸业副
总经理李纪飞参加了那次会议，对当
时的思想斗争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不
可能的，这不等于把企业都逼死吗？”
当时，参会的很多企业负责人都有这
样的感觉，但最终，李纪飞还是对加严
标准投了赞成票。

“ 有 一 次 ，兖 州 市 环 保 局 组 织 化
工、造纸等企业负责人去看微山湖的
状况。我们乘船进入微山湖后，不禁
吃 了 一 惊 。 当 时 的 湖 水 就 像 一 湖 酱
油，水质没法看，味道更是难闻，腥味
里夹杂着臭味怪味。渔民就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里，大人在湖里打鱼摘莲采
藕，孩子们在船上上课，湖里度日，湖
边打个压水井当饮用水，提上来的水
都是红色的。看了这些，所有人心里
都像压上了石头，沉甸甸的。一边是
严苛的排放标准，一边是渔民的生存
环境，如何抉择？再三思量，最后我还
是投了赞成票。”

而这一标准在 2003 年出台后，山
东各大造纸企业就直接瞄准了 2010 年
的标准要求，通过结构调整、技术改造
等一系列手段实现了升级换代，整体
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有的工艺甚至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3 年引导性
地方标准实施以来，山东没有用行政
手段关闭任何一家造纸企业。

张波说：“没有真正落后的行业，
只有落后的观念、标准、技术和管理。
我们创新实施的一系列污染物排放标
准，真正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不仅明显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且有力
地推动了‘两高’行业转方式、调结构，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

不做落后生产力的保护伞

从行业标准过渡到流域性综

合排放标准，取消高污染行业排

放特权

继《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发布实施后，山东省又连续发
布实施了《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 准》、《畜 禽 养 殖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印染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分
阶段逐步加严的地方行业标准。行业
标准的实施，是解决结构性污染的重
要一步。

但在污染物集中排放流域，即使
所有排污单位排放都完全达标，水体
质量与地表水功能区划的要求仍有很
大差距。

对此，山东省环保部门认为，行业
排放标准过宽，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
给了高污染行业一定的排污特权，允
许它们占用更多的环境容量资源。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样做具有合理
性，但如果长期不变，就会成为落后生
产能力的保护伞。

在此背景下，山东省开始探索如
何逐步实现从行业排放标准到流域性
综合标准的过渡。

山东省综合分析后认为，国家对
南水北调沿线的水质要求非常严格，
为确保南水北调尽快实现Ⅲ类水质的
目标，需要按照流域综合治理的要求，
实行环境容量总量控制。也就是说，
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在环境质量和污
染物排放要求、水体环境容量之间能
够反映输入输出关系的排放标准。

自 2006 年开始，山东省先后组织
编制和发布实施了《山东省南水北调
沿线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
599－2006）等 4 项地方流域性排放标
准。南水北调沿线自 2006 年 3 月 1 日
起、小清河及省辖海河流域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半岛流域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流域内所有企业将全部执行统
一的排放标准。

至此，山东省率先在全国实行了
最严格的水污染物统一排放标准，高
污染行业排放特权成为历史。

“巧用环保力，可以促进大变革。
科学实施积极的环保措施，不仅不会
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是推动传统行业
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张波说，

他告诉记者：“用环境保护优化经
济发展，要把握必要性、预见性、引导
性和强制性。必要性，就是要把握大
势，用改善环境质量、确保环境安全的
必要性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统一思
想；预见性，就是统筹经济社会与环境
保护，提前若干年科学确定工作目标，
明确努力方向；引导性，就是制定实施
分阶段逐步加严的政策措施，引导工
业企业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强制性，
就是确定的政策措施必须依法坚决予
以实施。”

《山东省 2013~2020 年大气污染
防治规划》要求，到 2020 年，环境空
气质量要比 2010 年改善 50%左右，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明显增
加。这就是山东省跨越 8 年的蓝天
梦想。为实现这一目标，山东省不仅
制修订了火电、钢铁、建材、锅炉、工
业炉窑 5 个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还组织制定了《山东省区域性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计划用
8 年时间实现污染物排放标准与环
境质量标准的衔接。

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告诉记
者，按照现行污染物排放标准，即使排
污单位完全达标排放，在大气环境容
量较小的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与
环境功能区的要求仍相距甚远。高污
染、高耗能行业执行相对宽松的排放
标准，在短时期内有其合理性，但长期
来看，实质是保护了落后生产力。

“要解决企业达标排放后仍无法
实现环境空气质量目标的问题，就必
须依据区域大气环境容量的要求执
行相对统一的排放限值。《山东省区
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就是
以公众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大气环
境质量为目标，倒推得出污染源最高
允许排放的浓度限值，从根本上取消
高污染行业排污特权。”张波说。

据了解，《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

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分 4 个时段逐步
加严。第一时段为 2013 年 9 月 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依据省内较先进
的技术确定排放浓度限值；第二时段
为 2015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依据省内最先进的技术确定排放
浓度限值；第三时段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依据国内最
先进技术进一步加严排放浓度限值；
第四时段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以公
众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大气环境质
量为目标，倒推污染源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限值。

现在，地方标准的引导作用正在
显现，一批高排放企业已瞄准 2020
年的标准要求对废气治理工程实施
提标改造。华电山东分公司计划投
资 20 亿元，按照 2020 年的标准要求
对 10 台机组实施脱硫增容改造，对
19 台机组进行脱硝改造，还有 12 台
机组除尘器的提标改造。

山东大展纳米材料公司自主研
发的碳纳米管已被添加到轮胎上，并
实现工业化应用。而就在 1 年多前，
大展公司还是一家生产耐火材料的
传统企业，能耗高、污染大。环境标
准倒逼之下，企业谋求转型。在一次
洽谈会上，企业接触到碳纳米管技
术，找到了转型方向。公司董事长李
咸伦说：“与传统耐火材料相比，耗电
仅是过去的 1/17，而经济效益却是
原来的 20倍。”

“四两拨千斤”这一武术术语，常
被解释为用小力解决大问题。作为
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污染物排放大
省，山东 10 多年来发布实施的一系
列地方环境标准，就发挥了“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

标准的作用在于规范和引领。
2003 年 3 月，《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出台后，当地企业通
过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不仅满足了
标准要求，而且有效提高了自身竞争
力，实现了脱胎换骨。现在，晨鸣、华
泰、太阳、泉林等造纸企业的业绩已
经说明了一切。

一项项标准制定出台，一条条河
流变得清澈有鱼，一家家企业华丽转
身……从 2002 年起，历时 8 年，山东
省实现了行业排放标准向流域综合
排放标准的过渡，推动造纸等行业进
行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也让人们真
正见识了环境标准“四两拨千斤”的
作用。2010 年，山东省取消了水污
染行业排污特权。

其实，四两拨千斤关键是“拨”，
要学会用“巧力”。对山东来讲，这个

“ 巧 力 ”，就 是 科 学 的 治 污 理 念 ，即
“治、用、保”有机结合的流域治污体
系。“治”就是污染治理，“用”就是循
环利用，“保”就是生态保护。在“巧
力”的作用下，自 2002 年以来，山东

已连续 10 年在两位数经济增长的背
景下实现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到
2010年底，山东省控的 59条重点污染
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以水污染为
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得到明显转变。

借鉴流域治污的成功经验，山东
省去年发布实施了分阶段逐步加严
的区域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确定
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全省空
气质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改善50%左
右，取消大气污染行业排污特权，实
现排放标准与环境质量基本挂钩。

毋庸置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是做好环保工作的必然选择和根
本出路。环境保护标准是转方式、调
结构的重要依据，是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的强有力支撑。

用环境保护倒逼传统行业调整
结构，需要遵循必要性、预见性、引
导 性 和 强 制 性 有 机 结 合 的 工 作 策
略 。 只 有 这 样 ，四 两 才 能 真正“拨
动”千斤。

环 境 标 准 加 严 对 企 业 意 味 着 什
么？山东造纸企业用 10 多年的实践证
明，这是淘汰落后、改造升级的重要契
机，也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机遇。不
仅是造纸企业，在山东，凡是涉水、涉
气的企业，都感受到了来自更严格地

方标准的巨大压力。
严格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又

给当地环境带来了什么？在分阶段逐
步加严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调节
下，山东省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全省流域水环境质量已连续 11 年持续

改善。2013年，山东省 GDP突破 5万亿
元，COD和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为24.5毫
克/升和 1.04毫克/升，比 2012年分别改
善 3.3%和 6.8%。本报记者通过深入采
访，关注造纸行业的蜕变之路，探讨如
何充分发挥标准的倒逼作用。

山东造纸企业为何能在全国领跑？

严标准逼出企业竞争力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相关报道

高污染企业排放没特权
以大气环境质量目标，倒推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四两何以拨千斤？
周雁凌 季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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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受到哪些制约？》

“推广新能源车”已经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现在还存在
政策扶持、技术研发、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瓶颈问题，限制了新能源车市场
化和产业化的步伐。

详见12版

《公开环保黑名单》

加快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环保黑名单制度、以“守信激励、失
信惩戒”的机制敦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这些都是亟待关注的问题。
虽然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有积极进展，但推广路上依然困难重重。

详见10版

《鱼类稳定生存再排污》

2003 年 3 月，《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正式出台，污染
物排放限值被大幅加严。10 年来，面对严格的标准，反而造就出一批竞
争力显著增强、蓬勃发展的造纸企业。

详见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