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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战

我国境内年报废铅酸蓄电池 600
万吨左右，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虽回收
率较高，但在回收、贮存、处置、利用的
过程中，仍有大量的环境污染现象。

导致 这 一 问 题 的 主 要 症 结 有 两
方面，一是收集中转暂存不规范引发
的 贮 存 设 施 不 齐 全 、原 始 记 录 不 规
范、台账明细不全面、转移联单未办
理等问题，从而出现了私自倒酸、私
自拆解、流向无序、非法冶炼等一系
列污染环境问题；二是税收链条不完
整引发的灰色利益链，从而出现了诸
如偷逃税款、虚开发票、哄抬价格等
问题。

暂存环节游离在制度之外
难以监管没有制约

之所以出现非法回收长期占据回
收市场主导，污染环境问题严重，合法
正 规 的 回 收 企 业 生 存 空 间 狭 小 等 问
题，根本原因在于废铅酸蓄电池收集
暂存环节游离在制度之外，难以监管
没有制约。

一些规范的回收公司开始逐步理

清思路，加快废铅酸蓄电池标准化中
转暂存基地的建设工作，规范回收体
系新模式。四川、陕西、浙江等省对废
铅酸蓄电池收集中转暂存贮存标准规
范，出入库台账明细清晰、转移联单管
控严格、运输车辆符合要求、产品有序
流向规范再生铅企业，呈现良性循环
状态。

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政策支撑，大
部 分 省 份 只 能 根 据 自 己 对 政 策 的 解
读，支持力度不一，执行标准多样，废
铅酸蓄电池的中转暂存管控依然岌岌
可危。

业内期待出台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去年 11 月，原环境保护部审议通
过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次将废
铅酸蓄电池纳入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类别范围，明确了废铅蓄电池的经营
活动需取证经营，规定了证照的使用
范围和取证的基本要求。

《草案》对解决当前废铅酸蓄电池
回收中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

第一，政府有了执法的依据。废
铅酸蓄 电 池 未 纳 入 危 险 废 物 经 营 许
可证类别范围之前，很多省地市的废
铅酸蓄电池回收基本上是地下活动，
随便找个空闲、隐蔽的地方就可以开
展，政府难以从源头管控。《草案》给
了地方政府政策性文件支撑，要求废
铅酸蓄电池回收企业全部取证经营，
取证后其经营场所规范、运输车辆符
合要求、转移联单控制流向，全方位
处于制度监管之下，便于从源头进行
管控。

第二，从业者有了取证经营的政
策支撑。随着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
废铅酸蓄电池专业回收公司迫切需要
规范化运作，但却苦于没有合适的政
策支撑。《草案》让从业者规范操作的

想法真正可以落到实处。曾有专业回
收公司的负责人称：“我们也想规范化
运作，可是没有政策支撑，政府通常不
回应，我们一边做着环境保护，一边提
心吊胆，这真不是长久之计”。

第三，《草案》阐明了用市场管理
市 场 的 理 念 ，提 供 了 正 确 的 方 式 方
法。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是国家城市
矿产开发的一部分，从业者众多，仅靠
政府集中管控相对较难，只有用市场
管理市场，才能清晰判断行业的弊端，
找出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方可药到
病除。

废铅酸蓄电池收集暂存规范症结
已 成 功 找 到 了 适 用 的 政 策 文 件 ——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建议生态环境
部尽快下发正式文件，让废铅酸蓄电
池回收市场向有序、环保、良性发展方
向迈进。

废铅酸蓄电池收集
税收链条不完整

废 铅 酸 蓄 电 池 回 收“ 税 收 症 结 ”
在于废铅酸蓄电池独有的产品特性，
废铅酸蓄电池 85%产自于民间，取不
到进项税。其他 15%虽来自于产废单
位如移动、联通等，但大部分企业认
为 报 废 的 铅 酸 蓄 电 池 属 于 其 固 定 资
产销售，只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也
无法抵扣，导致整个再生铅行业苦不
堪言。

目 前 国 内 一 般 工 业 企 业 的 税 负
水平在 2%~4%之间，而规范再生铅企
业 高 达 11.9%（此 为 即 征 即 退 30% 后
的税负水平），即每回收处置一吨再
生 铅 ，需 交 税 2000 元 左 右 。 高 税 负
水 平 直 接 导 致 规 范 再 生 铅 企 业 在 市
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劣币驱逐良
币”现象凸显。

更 有 甚 者 ，为 了 取 得 竞 争 优 势 ，
想出了“绝招”，将销售新电池时本应
给经销商或 是 购 买 新 电 池 个 人 的 发

票“充分利用”，将新电池发票当做销
售 旧 电 池 的 进 项 做 了 抵 扣 ，貌 似 合
理，其实是偷换了概念，违反了税法，
逃 掉 了 税 。 依 照 目 前 再 生 铅 企 业 回
收 废 铅 酸 蓄 电 池 每 吨 铅 交 17% 的 税
负，全年 220 万吨的再生铅，以年平均
铅价 1.65 万元计，仅此一项，每年国家
将损失约 53亿元税收。

建议对再生资源行业设置税点

国家应从顶层设计上对再生资源
行业设置税点，在回收环节征税，将回
收环节覆盖在体系管理范围内。加强
监管的同时，真正意义上打通循环经济
产业链条上的环节。一是对废铅酸蓄
电池回收企业采取固定低税率扶持政
策，按 3%缴纳增值税；二是对废铅酸蓄
电池处置企业，即再生铅生产企业，实
行即征即退扶持政策。允许按照回收
企业销售发票作进项抵扣，抵扣后按实
际缴纳的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 80%的
税收扶持政策。

打通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增值税链
条有三大优势。

首先，既完善了废铅酸蓄电池回
收企业的税负，稳定了税源，又实现了
全国废铅酸蓄电池回收经营行业税率
统一，税负公平，避免虚开，便于监管，
兼顾企业，利于发展。

其次，减少了规范再生铅生产企
业的税负过重压力，有力于其做大做
强，为国家的重金属污染物减排、资源
综合利用率提高做出强有力的贡献。

此外，建立起增值税完整的税务
链条体系，体现了国家鼓励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利于再生资源行业良性发
展。低税率拉通后，不仅解决了铅再
生资源的问题，也解决了国内其他再
生资源行业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再生金属分会副会
长，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铅酸蓄电池回收乱象源于两大症结
业内呼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规范市场，打通税收链条

编者按

随着各地污染防治行动不
断推进，废铅酸蓄电池中转暂
存环节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受
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逐步提上国家重点管控日程。
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
住建部等相继出台了《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生产者
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生
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管理
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等法规、制
度，但“理想很完美，现实很骨
感”，实际与制度要求仍较大。

鉴于此，作者从从业者的
角度，在多年实践经营的基础
上，梳理出了废铅酸蓄电池回
收过程的两大症结及相应的解
决方案措施，以供参考。

今年，山东省胶州市推进城乡污水处理体系建设。图为投资 510 万
元建成的胶莱镇南王疃村级污水处理厂，利用太阳能发电自给自足,维护
费每年仅 3000 元左右。

张秋营摄

本报记者崔煜晨上海报
道 5 月 3 日，第十九届中国环
博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中国环境报社中国环保产
业研究院联合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研究部发布《2017
年中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年度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同
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发布

《2017 年环保产业上市公司市
值 排 行 榜》（以 下 简 称《排 行
榜》）。

据 了 解 ，截 至 2017 年 末 ，
我国环保上市公司（含 A 股、H
股及新加坡股市）已超过百家，
总市值超过 1.1 万亿元人民币，
并且继续呈现健康、快速发展
的良好势头。《报告》对 104 家
环保行业上市公司收入进行了
汇总对比，行业 2017 年度的营
业收入总额为 3644 亿元，同比
上涨 30%。

比较看来，环保上市公司
2013 年 ~2017 年 ，营 业 收 入 增
速 年 化 增 长 率 超 过 20% 。 特
别是 2016 年以来，环保行业增
速有上涨趋势，主要因为行业
受 益 于 PPP 项 目 放 量 以 及 环
保 督 察 带 来 的 全 国 性 需 求 的
增加。

分板块而言，表现最好的
是环境修复板块，2017 年营业
收入同比增加 75%，其次是固
废处理板块，2017 年同比增加
46%，节能减排、环保监测、水
务处理和大气治理 2017 年增
长幅度分别为 30%、30%、18%
和-6%。

《报告》认为，2017年，环保
行业公司实现总净利润（以归
母净利润为口径）503 亿元，相
比 2013年增长 110%，相比 2016

年 增 长 28% 。 2013 年 ～
2017年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20%。环保行业盈利能力的增
强，体现出环保上市公司受益
于国家对环保高度重视的客观
情况。

但是，环保上市公司整体
收 入 和 利 润 规 模 依 然 偏 小 ，
2017 年 环 保 行 业 上 市 公 司 总
收入超过 100 亿元的有 10 家，
合计贡献营收 1519 亿元。同
期净利润总和超过 10 亿元的
公司有 10 家，合计贡献净利润
262亿元。

在市场格局方面，呈现垃
圾焚烧寡头垄断，其他板块集
中度低的特点。盈利能力方面
分化明显，固废处理和水务处
理盈利稳定，节能监测和环境
修复表现良好。市值表现方面
也优于大盘，其中节能和环境
修复表现抢眼。

通 过 分 析 股 价 表 现 ，《报
告》认为，市场偏好高成长、有
弹性的优质标的。行业并购逐
渐趋稳，产业链整合、多元化发
展是主题。

同时，《排行榜》也涵盖了
百余家以环保产业为主营业务
的海内外上市公司，不仅包括
2017 年 环 保 产 业 上 市 公 司 市
值排行榜，还包括工业节能、固
废处理、环境监测、环境修复、
大气治理、水务处理等细分领
域，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排行榜。

其中，三聚环保、碧水源、
东方园林、启迪桑德、重庆水
务、兴源环境、格林美、首创股
份、清新环境、神雾环保位居
2017 年 环 保 产 业 国 内 上 市 公
司市值排行榜前 10位。

2017年环保产业上市公司
市值排行榜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基准日，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按照2017年全年统计。

《2017年中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发布
逾百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过万亿元，总净利润同比增长 28%

本报记者徐卫星上海报道 绿色消
费与绿色供应链创新论坛近日在上海
举行。各界人士就推动绿色供应链创
新，运用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促进绿色
发展进行了交流。

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秘书长、绿
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专家顾问委员
会委员黄建忠表示，推动绿色消费是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满足
对绿色产品和服务消费新需求的重要举
措。绿色供应链是实现绿色消费的重要
手段和载体，是运用产品全生命周期理
念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法。

生态环境部环境认证中心执行主
任、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总经理张小丹表
示，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绿色生产
与消费领域研究和实践，今后也将切实

推进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的相关工
作，并与不同领域专家跨界携手，进行
更深合作。

据介绍，本次“绿色消费与绿色供
应链创新”论坛为 2018（首届）中国国
际低碳科技博览会分论坛之一，展会同
期还举办了“首届低碳博览会气候奖”
颁奖典礼，数百家中外企业参与评选并
出席颁奖仪式，共有 3 个城市、6 家企业
获得此殊荣，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荣获

“气候奖”。
本次论坛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认证

中心与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联盟主
办，以“推动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的
创新与发展”为主题，来自 20 家跨国公
司、多家行业协会和科研院所的相关代
表参与交流。

石油化工产能有过剩也有不足
未来应重点发展化工新材料、新能源

本报记者刘秀凤报道“2017 年，
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万元销售收入耗
标煤同比下降 12.8%，为近年来下降幅
度最大。同时，环保治理力度加大，排
放标准趋严，大江大河流域、沿海临港
区域和城市周边都在进行广泛督察和
治理。”在近日举行的第八届科莱恩定
义未来大会上，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
副院长白颐透露。但指出，传统产能过
剩、高端产品供应不足问题依然存在。

据白颐介绍，当前我国甲醇、纯碱、
烧碱、化肥、农药等产品产能过剩，高新
材料和高端专用化学品供应不足，新产
品对快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供应能力
滞后，化工新材料和专用化学品对汽车
轻量化、轨道交通、航空产业、城市建
设、基础设施和电子信息及智能化产业
的配套力度不够。

未来 5~10 年，我国石油化工产业
将以优化石化工业、提升传统化工、发

展化工新材料、推进化工新能源作为
主要发展方向，产业体系高效化、产业
布局集约化、节能环保生态化、科技创
新集成化作为主要发展路径，推动中
国 石 化 化 工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 白 颐 指
出，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石化工业的
供给侧改革，解决产能过剩与市场选
择性短缺、高端化发展需求与技术创
新不足、产业发展与社会、自然环境等
方面的矛盾。

作为特种化学品制造商，科莱恩公
司持续践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改
善治理、提高产能并加强本地合作。科
莱恩大中华区总裁严凯鹏表示，无论是
现在还是将来，提供可持续的创新解决
方案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比如，科莱
恩涂料业务通过研发水性涂料，帮助客
户降低 VOC 排放；与供应商合作，确保
他们的流程、产品、工序更有可持续性，
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绿色消费与绿色供应链创新论坛召开
中环联合获首届低碳博览会气候奖

◀环保上市公
司 2013 年 ~
2017 年 营 业
收入增速年化
增 长 率 超 过
20%。

◀环境修复板
块 2017 营 业
收入同比增长
75% ，大 气 治
理板块则下降
6%。

◀得益于市场
需 求 旺 盛 ，环
境修复行业从
2016 年 以 来
持 续 表 现 强
势 ，收 入 增 速
高于同期其他
板块。

本报讯 松下制冷（大连）有限公
司与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共同
开发的以循环氨水为热源的溴化锂制
冷技术，至今在河南中鸿公司已稳定运
行 3年，节能效果显著。

据了解，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
司采用松下制冷两台循环氨水驱动的
溴化锂制冷机组，回收循环氨水余热
11814kW，制 取 低 温 冷 水 9302kW，与
原有的 3 台蒸汽型溴化锂生产低温水
技术相比，这一工艺实际每年节约蒸汽
量 51840 吨。在环境效益方面，年节约
标 煤 5961.6 吨 ，实 现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14755 吨，减排二硫化碳 441.2 吨，减排
氮氧化物 220.6吨。

近年来，山西星原钢铁、新绛中信
焦化、山西潞安焦化、山东盛阳焦化也
都陆续应用了这项技术，循环氨水余热
回收技术获得了用户的认可。

循环氨水余热回收制冷技术可直
接以循环氨水作为驱动热源，利用吸收
式溴化锂制冷机组生产低温水，一方面
实现荒煤气显热高效安全回收，另一方
面还能对现有生产工艺进行改善。利
用松下制冷研制的循环氨水专用机组
回收循环氨水余废热，可在不增加运行
成本情况下产出工艺冷量，替代焦化厂
区原有蒸汽机组或直燃机组，可为厂区
节省大量的蒸汽或燃气消耗量。

付磊 戴艺

荒煤气显热如何高效安全回收？
企业开发循环氨水余热回收制冷技术效果显著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行业企业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