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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以来，我国水泥、玻璃、
陶瓷、冶金、钢铁等非电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部分
地方“两高”行业企业新增产能仍在无
序增长，且个别地方落实“十二五”落
后产能淘汰任务相对迟缓，导致这些
行业产能过剩加重产业脱困负担，对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程也产生了一定
的阻碍。

作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

重点任务之一，淘汰落后产能在降低
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所在地环境质
量状况的同时，还可有力地倒逼诸多

“两高”行业转型升 级 。“ 两 高 ”行 业
落后产能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强度往
往 远 大 于 加 装 环 保 设 施 的 先 进 产
能，如若任其长期存在，将使得达标
产能项目的大气治理成效大打折扣，
进而影响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整体效
果的显现。

骆建华说：“在很多行业，企业因
为提高环保水平而导致成本增加，产
品竞争力下降。相反，环保做得不好
的企业，反而在市场竞争中占便宜，我
们称之为‘环保逆淘汰’。要实现公平
竞争，就必须要求大家都做好环保，不
能谁做谁吃亏。”

《建 议》指 出 ，要 在 有 效 激 励 的
基 础 上 ，再 辅 以 更 为 严 厉 的 地 区 排
名 考 核 等 倒 逼 机 制 、更 为 全 面 的 在
线 监 测 监 督 机 制 、绿 色 产 品 认 证
及 强 制 采 购 机 制 ，方 可 实 现 全 国
范 围 内 有 效 的从严执法，打破工业
污 染 治 理 中“ 环 保 逆 淘 汰 ”的 产 业
乱象。

为推动全国环境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加 快 非 电 行 业 污 染 物 减 排 刻
不 容 缓 。 建 议 应 针 对 冶 金 、建 材 等
行 业 特 点 ，从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加
严 、污 染 监 管 力 度 加 大 、财 政 补 贴
机制到位以及完善相关环保产业发展
扶持机制方面建立和完善工业烟气治
理的政策体系。

第一，全面加快修订非电行业各
细分领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促进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门槛向火电
行业看齐。

建议比照火 电 行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在 统 一 制 定 行 业 既 有 产
能和新增产能污染物排放限值的同
时 ，尽 力 缩 短 二 者 之 间 执 行 相 关 限
值 要 求 的 时 限 ，以 尽 快 启 动 这 些 占
污染物排放比重较大行业既有产能
大气治理的提标改造进度。

同时，建议根据不同行业的工艺
和技术特点，全面科学地划定各行业
主流环保技术路线、环保工程技术规
范以及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并针对重点非电行业的项目环评报告
编制工作进行科学规范与严格评审。
这是加强非电行业污染物排放协同控
制的一项长期性工作。

第二，尽快制定非电行业实施
除尘脱硫脱硝改造的国家财税补贴
机制。

由于非电行业无法以电价为杠杆
制定激励政策，需要创新非电行业的
正向激励方式。比如，推广河北、浙江
等地针对省内钢铁企业采取“按环保
工程基建总投资的一定比例给予补
贴”的方式，并按照新建项目和技改项
目，给予不同的激励额度。

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推行环

保正向激励机制，遏制重化工行业内
部因区域环保成本不均而产生的“环
保逆淘汰”趋势。同时，应借鉴火电行
业持续补贴运行费用的方式，非电行
业的环保激励措施应重点保障环保设
施达标运行。

第三，设立国家级环保产业基
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

国家环保基金主要以低于市场利
率的贷款形式资助非电力行业大气污
染减排工程和设施的建设运营。基金
贷款项目还款期限一般不超过 20 年，
贷款利率参比当地银行贷款实际利率
下 调 ，原 则 上 优 惠 幅 度 最 多 不 超 过
50%，可以根据各省情况自行制定贷
款与补助条件（包括还款期限、贷款利
率等）。

第四，加快出台和完善绿色建
材产品的认证体系。

2012 年，全国建材行业能源消费
总量为 2.94 亿吨标煤，占全国总量的
8%，在 工 业 中 仅 次 于 化 学 和 冶 金 行
业。因此，建材行业的节能环保对优
化整体能源消费格局、减少大气污染
排放至关重要。但时至今日，有关绿
色建材产品的认证体系仍未正式建
立，一些节能环保类的优质绿色产品
还未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制定建材行
业绿色产品认证标准体系，并依据标
准发布绿色产品推广目录，参照家电
行业推广节能产品的成功经验，引导
消费者广泛使用绿色建材产品，提升
符合标准的绿色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第五，强化政府绿色采购机制。

当前，我国工业企业中“环保逆淘
汰”现象普遍，企业因环保投入增加了
生产成本，导致缺少市场竞争力。而
工业产品遵循市场机制定价，国家无
法进行环保价格补贴。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增强绿色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建议政府采购时明
确要求优先采购绿色认证或环境标志
产品，使重视环境保护的工业企业在
市场上站得住、立得稳，提升绿色产品
的竞争力。

本报记者周迎久石家庄报道 记
者日前从有关部门获悉，在 2015 年度
河北省地方标准制修订的 156 个项目
计划中（第一批），涉及环保、节能类
20 项，涉及农业生态保护、清洁生产、
节水节能类 12 项，防治污染类标准占
计划第一批计划总数的 20.5%。

据介绍，为加大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力 度 ，河 北 省 不 断 加快污染防治类
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通过标准实
施来规范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防污治
污工作。

围绕“加强生态文明标准化，服
务 绿 色 发 展 ”的 要 求 ，今 年 河 北 省
还 将 在 森 林 及 海 洋 资 源 保 护 、土 地
及 矿 产 资 源 保 护 、生 态 及 环 境 保 护
等 3 个 领 域 加 强 标 准 制 定 和实施工
作，力争完成 10项以上标准项目。

据了解，自去年以来，河北省围绕
控制煤炭燃烧，推广太阳能、风能、生
物能利用，普及节能保温建筑技术、变
频节电新技术、节能环保新锅炉、农村
户用无烟锅炉等 8 个方面开展了大气
污染治理的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已
完成 22项相关标准的制定。

在限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
修订工作中，审定发布了《河北省钢铁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河北省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平
板玻璃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燃煤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标准》等系列
标准。此类标准的实施为河北省控制
工业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提供了可
靠的技术法规依据。

此外，还制定了农村秸秆能源化
利用系列标准，制定发布了《生物质颗
粒燃料燃烧器》、《生物质直燃常压热
水锅炉技术要求》、《生物质燃料温室
大棚增温炉》等，对秸秆能源化利用产
品的技术性能、安全措施、环保排放指
标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山西
省经信委日前印发《山西省传统优势
产业 2015 年行动计划》和《山西省传
统优势产业三年推进计划（2015~2017
年）》（以下简称《计划》）。这两份《计
划》进一步明确，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
下，山西要竭尽全力打造绿色焦化产
业，一是要化解产能过剩，二是要有序
引导产业链延伸，由生产冶金焦转向
化工焦、清洁燃料等，为焦化行业转型
发展制定出新的时间表和线路图。

作为全国最大的焦炭生产基地，
近年来山西焦炭年产量维持在 9000
万 吨 左 右 ，约 占 全 国 市 场 总 量 的
19%。特别是在山西省开展焦化行业
兼 并 重 组 之 后 ，独 立 焦 化 企 业 数 由
223 家减少至 72 家，企业平均产能由
70 万吨提升至 220 万吨，形成了 4 个
千万吨级和 14 个五百万吨级的焦化
集聚区，大幅提高了产业集中度。

“但是，山西焦化产业发展仍然面
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大的劣势就是
产业链中的高端产品较少，自主创新
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产能过剩的
大背景下，山西焦化行业更需要提升
竞争力，打造绿色焦化。”山西省经信
委负责人表示。

《计划》提出，要全面落实国家和
山西省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有关
政策，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新增
焦化产能，严格坚持产能置换、市场交
易机制。同时，还将在产业链延伸方
面进一步推进，建设焦炉煤气综合利
用加工、煤焦油深加工等项目。

“环保逆淘汰”如何打破？
多方完善政策体系 推动非电行业减排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

◆本报记者刘秀凤

河北加强大气污染治理

22项新标准
严控空气质量

山西明确
焦化绿色方向
生产冶金焦

转向化工焦、清洁燃料

■地方动态

谁在拖大气减排的后腿？
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非电行业治理步伐仍然迟缓

一方面，火电行业主要污染物排
放量快速下降；另一方面，钢铁、水泥、
玻璃、陶瓷等其他行业企业的治 理 步
伐 仍 较 为 迟 缓 ，在 多 行 业 之 间 联
防 联 控 和 污 染 物 协 同 控 制 效 果 有
待提高。在看到全国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目前，全国

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均为建材、冶金
产业的集中区域，唐山、邢台等就是典
型代表。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以
下简称“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电力行业的污染治
理工作做得不错，现在的问题在非电
行业。与政府可以通过环保补贴电价
推动电力行业减排不同，目前非电行

业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
目前，全国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

的进一步削减趋于困难，而非火电领
域的治理力度如不能同步跟进，将弱
化我国已经取得的大气污染防治成
效。因此，环境商会在充分调研的基
础上形成了《关于加强非电行业大气
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建议》（以下简称

《建议》）。

非电行业减排严重滞后

快跑的火电和没有跟上的其他行业，污染防治主战场在转移

“十二五”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推动燃煤电厂除尘、脱硫和脱硝
装置的建设和达标运行。2011年至今，
火电行业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每年连续保持近 10%的降幅。

然而，与火电行业减排所取得的
巨大成绩相比，其他行业的减排节奏
却严重滞后。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
以来，非金属矿业制品业（水泥、玻璃

和陶瓷等）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钢
铁、铁合金等）污染物排放量复合年降
幅仅为 2%。

从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情况来
看，虽然在全国 1600 余条新型干法水
泥生产线中，85%已装有 SNCR 等尾
气脱硝设备，全国钢铁行业有近 600
台烧结机安装了脱硫设施，但从实际
运行情况看，这些环保设备的达标运

行效率低，“建而不运”现象普遍。
2013 年，全国非金属矿业制品业

烟（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
占 全 国 工 业 的 比 重 分 别 25.3% 、
11.6%、18.5%，仅次于电力和冶金。按
照 2011~2013 年 各 行 业 排 放 量 的 变
化 趋 势 进 行 合 理 推 测 ，2015 年 冶 金
与 建 材 行 业 的 烟（粉）尘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已 接 近 火 电 行业排放量，如
果非电行业的烟气治理没有得到有效
控制，将削弱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协
同治理效果。

《建议》认为，大气污染防治主战
场正在从火电行业转向其他行业。

非电行业标准较宽松

缺少严格的标准“红线”，限制了技术研发与下游的良性互动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规范，更是推
动行业减排的 动 力 。 虽 然 引 发 了 不
少 争 议 ，但《火 电 行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13223—2011）的 实
施在推动火电行业污染减排方面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与 之 相 比 ，一 些非
电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则相对
宽松，对污染企业减排治污的约束力
不强，也限制了先进环保治理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

骆建华表示，我国 2014 年能源消
费总量为 42.6 亿吨标准煤，其中 20 亿
吨标准煤用于发电，其余均用于民用

和非电行业。“非电行业涉及行业较
多，相关行业的排放标准要求也参差
不齐，大部分标准限值较为宽松。”他
向记者解释称，不能直接将不同行业
的排放标准限值进行比较，而是要对
标准限值自身进行历史比较，看限值
要求这些年有没有加严。

环境商会在调研中发现，还有一
些行业（如陶瓷等）原本制定了更为严
格的排放标准，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行业企业以缺少可靠的治理技术为由
予以抵触，最终出台的新标准放宽了
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建议》认为，这些现状导致当前
不少非电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技术难以
获得攻关突破，而先进污染治理技术
也难以实现产业化和大面积推广，限
制了非电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
成技术研发与下游应用的良性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商会在调研
中发现，当前非电行业排放标准偏低
的问题，客观上引起火电企业的消极
不满，如果排放标准不能尽快提升到
统一门槛，恐将影响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中各行业协同控制的整体效果。

为此，《建议》认为，应该严格修订
非相关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以 此 作 为 行 业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的“ 红
线”，进而切实推动非电行业的环保绿
色转型升级，并带动大气治理行业的
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进程。

环保动力哪里来？

正向激励缺失，负向激励不到位

据环境商会的调研结果，国内玻
璃行业平均每条生产线的脱硫脱硝除
尘系统投资为八九百万元，年运行费
用 400 多万元，新增的环保成本几乎
相当于新建一条玻璃行业生产线。

当前水泥行业脱硝成本约为每吨
20~40 元，按此测算，我国现有水泥生
产线的达标改造成本约 170 亿元。若

按年产 20 亿吨水泥计算，全国水泥工
业大气环保设施运行成本将达 400 亿
元。“仅以此为例，如缺乏有效的财税
支持措施，企业将没有动力额外增加
环保改造投资，更没有动力额外增加
环保设施运行成本。”《建议》指出。

在推动火电行业进行大气污染治
理方面，环保补贴电价机制是激发电

厂加大环保投入的关键举措之一，可
归纳为正向激励。但在非电力领域，
目前缺少类似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向激
励机制，主要依赖于对企业不达标的
负向激励（即惩罚）。

然而，冶金、建材等产业普遍是当
地的 GDP、就业和信贷大户。《建议》
认为，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环境执法
中“更多游走在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
之间的平衡地带，无法按照国家环保
要求进行达标监管”。正向激励措施
缺位、加之执法不严，使得这些行业的
污染减排工作进展缓慢。

打破“环保逆淘汰”乱象

落后产能淘汰不到位，影响污染防治整体效果显现

截 至 2014
年底，全国已投
运火电厂烟气脱
硫 机 组 容 量 约
7.6 亿千瓦，占全
国火电机组容量
的 83%。

截 至 2014
年底，全国已投
运火电厂烟气脱
硝机组容量约为
6.87 亿 千 瓦 ，占
全国火电机组容
量的 75%。

2011 年 至
今，火电行业的
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排放量每年
连续保持近 10%
的降幅。 2011 年 以

来，非金属矿业
制品业和黑色金
属冶炼加工业污
染物排放量复合
年降幅仅 2%。

环境商会在《建
议》中提出，我国大气
污染防治的主战场正
在从火电行业转向其
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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