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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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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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2版

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WEEKLY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ENTERPRISE

是否煤改气，是目前很多企
业面临的问题。雾霾压力之下，
各地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放在重
中之重的位置。治理工作涉及很
多方面，煤改气似乎是最简单、直
接的办法，因为天然气相比燃煤
要更为清洁。

但是，“一刀切”的决策之后，
产生了很多问题。陶瓷行业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改用天然气，成本
增加，让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建筑
陶瓷企业难以承受，无法保证气
源气量的现实，又让很多企业心
存疑虑。

煤改气的目的是减少污染排
放、改善环境质量，但改善环境质
量不会只有“煤改气”一条路吧？
煤炭清洁利用不行吗？

企业处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煤炭不是没有清洁利用技术，但
因为政府部门要求的是改用天然
气，企业担心采用煤炭清洁利用
技术得不到承认怎么办。如果不
能被承认，还要推倒重来，会造成
投资浪费。

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国内
一家知名环保企业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曾为某企业的循环流
化床锅炉进行改造以满足最新排
放标准要求，虽然实际运行效果
很好，但锅炉还是在不久后就被
拆除，因为必须进行“煤改气”。

曾经被称为“黑金”的煤炭，
如今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境
地。但是，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
气的能源结构，煤炭在我国一次
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主导地位短
时间内很难改变。这就要求各级
政府部门必须在理念上做出改
变，严格控制污染排放不等于只
有禁煤这一个选择。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近 日 印 发 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
2020 年）》明确，推进煤炭清洁高
效 开 发 利 用 是 5 项 战 略 任 务 之
一，要“按照安全、绿色、集约、高
效的原则，加快发展煤炭清洁开
发利用技术，不断提高煤炭清洁
高效开发利用水平”。其目的，就
是要把煤炭转化为能源的效率提
上来，把煤炭对环境的负面效应
降下去，使煤炭能够更加“有尊
严”地为国家能源供应服务。

所以，煤改气有助于减少污
染物排放，但煤改气不能解决大
气污染的所有问题，决策者对这
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明确了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可以
把选择权交给企业。对于管理部
门来说，需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污
染物排放标准限值要求，对企业
严格执法、对不达标者严厉处罚。

建筑陶瓷企业的这个冬天不好过，
一方面，因为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市场
需求下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出
于环保考虑，要求企业实施煤改气，给

企业生产带来更大的困难。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会长吴

一岳说，现在的建陶企业处在十字路口
上：改用天然气，不仅成本会增加，还面

临供给不足的风险；但如果用其他的煤
的清洁利用技术代替天然气，又担心能
否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

“ 一 刀 切 ”的 煤 改 气 能 否 解 决 问

题？减少大气污染是否只有煤改气一
条路？面临煤改气要求的建筑陶瓷企
业，有哪些困惑待解？本报记者日前赴
广东，对此进行了采访。

陶瓷企业这个冬天不好过？
企业徘徊在十字路口，是走“煤改气”？还是选择清洁煤？

本报记者刘秀凤

“天然气是优质环保的燃料，实现
逐步替代是发展方向。但是，现在企业
对于煤改气还有很多担心。”吴一岳告
诉记者，相关部门目前对于企业的担心
还没有明确的答复。

企业担心什么？改用天然气后，无
疑成本会增加 。 据 广 东 省 陶 瓷 协 会
会 长 陈 环 介 绍 ，建 筑 陶 瓷 企 业 使 用
水 煤 气 的 燃 料 成 本 为 2.4~2.8 元/平
方 米 ，使 用 天 然 气 后 ，这 一 数 字 上 升
为 4~5 元/平方米，几乎相当于翻倍，
而能耗成本占建筑陶瓷企业生产成本
的 40%左右。因此，煤改气让企业的压
力巨大。

据广东省简一大理石瓷砖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君之介绍，他所在企业现
在一年的用煤量约 6 万吨，成本将近
5000 万元，如果改用天然气，燃料成本
至少增加一倍。同时，企业还要支付改
造费用，目前正在使用的环保设备也将
成为废铁。

然而，与煤炭市场的充分竞争不
同，我国的天然气供应仍被某些企业垄
断，这也使得天然气价格波动存在很大
不确定性。

陈环说：“由于处于垄断之中，天然
气价格波动和不均的情况仍存在。比
如，北方的天然气相对便宜，约 2 元/立
方米，而广东的天然气价格达到 5 元/
立方米。”这样的价格差异无形中就给

不同地方的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陈环说，煤改气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价
格体系，以及供应量的稳定。

如果说成本增加可以通过工艺改
进、产品结构调整来消化，那供应量不
足则让企业更为担心。“广东省建筑陶
瓷行业的年用煤量达到 1000 多万吨，
加 上 用 电 量 等 折 算 ，用 煤 总 量 达 到
2000 多万吨标准煤。这样大的燃煤量
如果全部改用天然气，是否能够保证足
量供应？”陈环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

作为全国率先完成煤改气的建筑
陶瓷产区福建晋江，今年 5 月就因为供
气量不足，建筑陶瓷企业遭遇限制用气
量、停产部分窑炉的尴尬。最后，为了

缓解天然气供应不足的问题，部分企业
不得不改回水煤气。这些案例的出现，
更加加剧了广东建筑陶瓷企业的担忧。

限 产 停 产 不 仅 会 影 响 企 业 的 订
单。“陶瓷企业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
陶瓷窑炉的运行需要温度常年维持在
1200 摄氏度。如果因为供气不足被迫
停下来的话，将会有更大的损失。”家美
陶瓷董事长谢悦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陶瓷窑炉降到常温后，再升到可
以生产的温度需要两天时间。而且，一
旦停下来，窑炉冷了，耐火材料就会裂，
再升温的时候也会裂，由此带来的维修
成本非常高。

“如果全国的陶瓷产区全部都统一
煤改气也好办，但如果 20%的企业使用
高价燃料，另外 80%的企业使用低成本
燃料，这就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吴一
岳 说 ，“ 煤 改 气 不 是 技 术 、装 备 问 题 ，
要 让 企 业 卸 下 包 袱 ，需 要 相 关 方 用
实践来回答。具体来说，每个阶段做
到什么程度、如何推进等，都要有详细
计划。”

作为我国陶瓷行业的主产区，广东
省佛山市的产量在全国占比 9.6%。今
年 4 月，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扩大高
污染燃料限制使用区域的通告》要求，
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在高污染燃料
限制使用区域 内 禁 止 新 建 高 污 染 燃
料 锅 炉 或 其 他 燃 用 设 施（包 括 炉
窑），有 关 单 位 和 个 人 应 当 按 照 环 境
保 护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的 要 求 ，将 现 有
的 高 污 染 燃 料 燃 用 设 施 依 法 予 以 拆
除 或 改 造 ，改 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佛山 26 家上规模的陶瓷企业中，
22 家在禅城区。在禅城区陶瓷企业环
境综合整治现场会上，当地对这些企业
明确了具体的整治时间节点：6 月 30
日前，上报烟气深化治理实施方案到镇

（街道）环保分局和区环保局，实行“一

厂一策”；10 月 1 日前，完成清洁能源改
造；11 月 1 日前，全市陶瓷企业全面达
到《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指标
要求；12 月 31 日前，所有大气污染物排
放口必须安装烟气在线监测和视频监
控系统。

在陶瓷行业，传统的水煤气炉确实
存在污染问题，改变传统用煤方式、减
少污染排放势在必行，但天然气能否解
决所有问题？

“不是的。”陈环说，使用天然气会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但在减排氮氧化物
方面的效果没有想象的好。

据介绍，目前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
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料型氮氧化
物，也就是由燃料本身携带的；另一种
是热力型氮氧化物，主要是空气中的氮
和氧在高温燃烧环境中结合生成的，而

热力型氮氧化物占 70~80%。“使用天然
气后，会减少一部分原料型氮氧化物，
但无法减少热力型氮氧化物的产生，这
是由工艺决定的。”

吴一岳说：“对于建筑陶瓷企业来
说，大气污染治理方面最大的投资是粉
尘治理，即使使用天然气也无法解决这
一问题，因为这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

采访中，两位专家一直在强调，燃
煤相对会产生更大的污染，但可以通过
末端治理来减少污染物排放。而如果

“一刀切”地进行煤改气，对附加值较低
的中低档产品影响最大。

事实上，陶瓷行业在污染治理方面
也一直在努力。陈环告诉记者，广东省
在国内陶瓷行业最早召开清洁生产现
场推广会，清洁生产审核通过比例也是
全国最高的。目前，广东建筑陶瓷行业

一半以上的生产规模已经完成清洁生
产改造，主要集中在佛山。“我们在污染
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整体水平在全
国是最好的。”

沈阳市法库县是我国五大陶瓷产
地之一，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建
筑 陶 瓷 产 品 集 散 地 。 这 里 的 一 些 陶
瓷 企 业 在 放 弃 了 原 来 的 高 污 染 水 煤
气 发 生 炉 后 ，并 没 有 使 用 天 然 气 ，而
是 使 用 了 一 种 新 的 清 洁 煤 技 术 制 成
的 煤 气 。 在 清 洁 环 保 方 面 ，不 仅 可
以 媲 美 天 然 气 ，更 重 要 的 是 ，成 本 远
远 低 于 天 然气，相较于现在的传统水
煤气炉提高 12%左右。

“很多地方将清洁能源改造提上日
程 ，但 所 谓 清 洁 能 源 ，是 否 只 有 天 然
气？煤的高效清洁利用算不算？如果
燃 煤 能 达 到 天 然 气 的 排 放 水 平 算 不
算？现在，政府部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
案，让陶瓷企业在选择上很困惑。”吴一
岳说。

他希望有关部门能有更明确的指
引，不然，企业现在采用了煤的清洁高
效利用技术，但得不到认可，有关部门
还在强调要使用天然气，企业不会冒这
样的风险。

今年 5 月出台的《佛山市陶瓷行业
大气污染深化治理实施方案》规定，9
月 30 日前，佛山所有陶瓷企业须完成
烟气治理工作，确保全面达到排放限值
的国家标准。而治理验收的依据，就是
国家强制标准《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25464—2010）。这让很多陶瓷
企业慌了手脚。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
简称《标准》）是我国陶 瓷 行 业 第一个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虽 然 在 2010 年 就
已 发 布 实 施 ，按 规 定 现 有 企 业 应 在
2012 年 1 月 1 日 前 满 足 相 关 限 值 要
求 。 由 于 原 来《标 准》的 执 行 力 度 宽
松 ，陶 瓷 企 业 没 有 压 力 ，但“ 现 在 要

动 真 格 ，企 业 可 能 就 受 不 了 ”。 而
且 ，国 内 几 乎 没 有 陶 瓷 企 业 能 够 全
面达到《标准》的各项限值要求。

陈环告诉记者，标准的实施给行
业 造 成 很 大 冲 击 ，主 要 问 题 是 缺 乏
达 标 技 术 和 案 例 支 撑 ，“ 针 对 陶 瓷
的 生 产 工 艺 ，目 前 还 没 有 成 熟 的 脱
硝技术”。

其他行业成功的脱硝技术，在陶瓷
行业不一定适用。比如，其他行业的脱
硝工艺之一，就是在窑内 900 摄氏度的
时候喷氨，使其与氮氧化物反应。但
是，建筑陶瓷的窑内没有这个喷氨窗
口，而且喷氨会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

据陈环介绍，有企业套用其他行业

的脱硝技术进行改造，但成本增加达
3~4 元/平方米。而今年 1~8 月，广东建
筑陶瓷行业产量 15 亿平方米，利润 54
亿元，平均利润不到 4元/平方米。

6 月 4 日，中国环境标准网发布通
知，称将对这一标准进行修订，完成时
限为 2016 年。这意味着，众多陶瓷企
业在排放标准上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
环保工作仍不能放松。

“这个行 业 以 民 营 企 业 为 主 ，管
理 水 平 和 科 技 支 撑 方 面 还 有 不 足 。”
陈 环 说 ，与 水 泥 等 行 业 拥 有 专 门 的
科 研 院 所 支 撑 不 同 ，没 有 专 门 为 陶
瓷 企 业 服 务 的 科 研 院 所 ，陶 瓷 企 业
的 进 步 更 多 依 赖 自 身 探 索 ，这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影 响 了 环 保 技 术 的 推 广
进 度 。 而 且 ，建 筑 陶 瓷 企 业 的 环 保
治理多是由小企业来做的。

“大鸡不吃小米。”陈环说，陶瓷企
业的规模较小，在环保方面的投资相对
水泥、钢铁等行业来说，数目很小。因
此，规模较大的环保企业觉得订单太小
了，不愿意做，这就给规模小的企业提
供了生存空间。

“现在，陶瓷企业的环保改造有些
就是小企业模仿着做出来的，但他们不
一定能学得像，也就影响了治理效果。
经过这几年的清洁生产、末端治理改
造，企业的环保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受
管理水平所限，一部分企业排放还有波
动。”陈环告诉记者。

环保要求加严是大势所趋，但环保
改造费用不菲 ，企 业 该 如 何 应 对 ？ 据
报 道 ，有 些 规 模 较 大 的 企 业 在 积 极
整 改 ，也 有 企 业 做 好 了 暂 时 停 产 ，甚
至 转 移 生 产 基 地 的 准 备 。 但 无 论 是
留 下 还 是 转 移 ，环 保 问 题 都 是 绕 不
过去的坎儿。

企业困惑谁来解？

天然气能解决多少问题？

环保整改有支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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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回顾

8 月 14 日，《煤改气 不景气？》，广
东清远天然气管道铺设即将完工，38
家陶瓷企业却没有一家签订用气合同

7 月 24 日，《既有铁腕也要解难》，
福建闽清陶瓷企业改用天然气陷入两
难，政府寻找新技术新出路

今年以来，本报《企业周刊》
持续关注陶瓷行业能源改造的
话题，记者多次与企业、环保部
门、行业协会等多方面负责人交
流，了解不同利益方对于这一问
题的看法。我们希望以陶瓷行
业为观察样本，反映企业声音，
关注行业转型进程，寻找到真正
解决问题的路径。

9 月 11 日，《“煤改气”生出了窝囊
气？》，成本上涨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
供给不足需要恢复阶段性使用水煤气

■编者按

煤改气不是技术、装备问题，企业担心成本、天然气
供给不足的限产停产问题

使用天然气会减少二氧化硫排放，但在减排氮氧化
物方面的效果没有想象的好

缺乏达标技术和案例支撑，针对陶瓷的生产工艺，目
前还没有成熟的脱硝技术

10版•行为

碳市场还欠火候？
企业参与二级市场尚有障碍，碳市场存

在潜在风险

11版•转型

伤筋动骨一年间
河北实施六百多项大气污染治理工程，

压减过剩产能和高能耗行业

12版•声音

原油下跌救了乙烯法？
生产成本将降低 500 元/吨以上，大大

缓解了生存压力

陶瓷企业能源改造（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