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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小循环、产业大循环——从普力逐“绿”看淮南产业向“新”

 “我身后这条二氧化碳基多元醇生产线每年可消纳18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200万棵树的减碳效果。这不仅是
一份技术答卷，更是普力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承诺。”安徽普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毛红兵在安徽
（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国内首套二氧化碳基新材料连续化生产装置投产仪式中表示。在他身后不远处，高耸的专
业设备，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捕集、利用、储存的全产业链整合，园区内已经形成了零碳循环经济产业链。

 近年来，安徽省将新材料产业纳入皖北四大重点产业集群建设，为淮南打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提供了历史性机
遇。淮南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始终肩负着保障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的双重使命，该市抓住“双碳”机遇，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全力推动煤电产业向低碳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副秘书长庞广廉在同
日由淮南市政府举办的2025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大会上也表示，淮南在原有传统能源产业模式上走出一条低碳、可持续
发展的绿色道路。

 市场为导向  国内首套落户淮南

 近日，安徽普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安徽普碳）国内首套二氧化碳基新材料连续化生产装置投产仪式在淮南
现代煤化工产业园举行。

 据悉，安徽普碳作为一家高科技化工新材料企业，以二氧化碳利用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致力于二氧化碳利用技术的
产业开发与应用，打造二氧化碳高价值技术利用，实现了碳减排和新材料产业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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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普碳年产30万吨二氧化碳基聚碳酸脂多元醇项目，是该产品及工艺首套万吨级工业化应用生产工艺装置，总投
资约20亿元，项目建成达产后，可有效固定二氧化碳约18万吨，预计年销售收入约75亿元，年税收约3亿元，预计增
加就业400人。

 一期工程占地150亩，投资约6亿元，建设年产5万吨二氧化碳基聚碳酸脂多元醇生产装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二氧
化碳基多元醇装置。该工程于2023年2月份开工建设，2025年1月份投料试车成功，开启聚氨脂领域负炭新材料二氧化
碳基多元醇的新纪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15亿元，年税收约0.6亿元，增加就业150人。该项目也入选国家
首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

 安徽普碳新材料公司攻克二氧化碳捕集、转化与高值利用技术难关，成功将工业废气转化为高性能新材料，既为传
统产业“减负”，又为新兴产业“赋能”，生动诠释了“点碳成金、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理念。

 项目落户淮南，一切皆必然。新材料是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高新技术竞争的关键领域。

 淮南煤化工园区拥有上游原料收储、中游基础化工、下游精深加工的完整全产业链体系。淮南市近年来全力优化园
区发展环境，把产业培育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基础化工强链、精深化工延链、化工新材料补链，实现煤化工技术低碳
、高效、多元化发展，着力培养壮大新质生产力。

 淮南作为能源城市，煤电化产业链完整度较高，每年产生的2800万吨二氧化碳、1600万吨煤矸石和600万吨粉煤灰
，拥有发展碳新材料的先天优势。近年来，淮南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坚持逐“绿”前行、向“新”而生，加
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抓科技赋能，推进技术产业化；抓绿电赋能，推进产业绿色化；抓政策赋能，推
进产业生态化。

 而该二氧化碳基新材料的投产，是淮南市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里程碑成果，标志着该市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步伐加快，以资源型城市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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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背景下，淮南市召开2025低碳循环经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构建促进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高端交流平台，
汇聚行业智慧，围绕低碳循环经济的政策、技术、市场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推动以淮南为引领的广泛区域经济向
低碳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会议解读了国家对双碳经济的政策，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落实“双碳”战略，先后作了题为《创新驱动、推进石化
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对我国如何走出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碳中和之路的思考》《引入碳循环的煤气化碳减排技术及优
势》《十五五石化行业趋势——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聚氨酯行业市场现状与发展》《生物基聚氨酯研究与应用进
展》《二氧化碳基多元醇技术分享》等主题演讲以及“双碳目标下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从二氧化碳资源化到绿色
化工未来”为主题的圆桌论坛，技术研发、产业实践、政策研究三大领域的相关专家，围绕“从实验室到产业化”“
从减排到创造价值”两大主线进行了深入探讨。

 向绿逐新  技术赋能“双碳”战略

 当前，我国正积极落实2035年之前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目标，“3060双碳”目标事关民族发展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大、责任重。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新发展阶段中国低碳发展确立了新目标、注入了新动力，
符合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内在演化逻辑。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迫使高能耗高排放企业节能减排；“双
碳”战略之下，化工产业成为“重灾区”。

 中国围绕实现双碳目标，正在积极营造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环境，让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最大力度的发挥作用
，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特别是在价格工具应用方面，一是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等技
术项目进行支持，二是对煤炭清洁利用进行支持。

 推进双碳工作，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企业是创新发挥作用的主力军和生力军。技术瓶颈对我国双碳战略的实施存
在一定限制，目前解决双碳的路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能源结构的调整来实现，主要解决新能源分布不均、新
能源来源缺乏稳定性、储能技术待提高等问题；第二方面是通过CCUS来解决，但CCUS主要的问题在于二氧化碳回
收、利用和封存技术发展缓慢，目前的碳封存技术成本过高，缺乏有效的经济推动力；碳利用技术门槛较高，大部分
碳利用技术都存在能耗过高、经济附加值低的缺点而难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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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普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毛红兵

 安徽（淮南）煤化工产业园紧靠长三角终端市场的区域优势，形成了煤制烯烃的产业优势。以安徽（淮南）现代煤
化工产业园项目为例，安徽普碳以中安联合公司为龙头，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固碳等多种手段，通过产业绿色转型
、设施集聚共享、资源循环利用，将该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变废为宝，基本实现碳排放与吸收自我平衡，形成产
业良性闭环。公司利用煤化工和固碳两个产业在同一园区的优势，打造了中安联合二氧化碳废气（碳排放）—淮南金
宏碳捕集综合利用项目（碳捕集）—普碳二氧化碳基聚碳酸酯多元醇项目（碳利用）—赛纬锂电池电解液项目（碳产
业链延伸）的循环低碳经济产业链、全新产业业态，为淮南的化工产业补链、延链、强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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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二氧化碳基多元醇的合成门槛较高，作为少数拥有二氧化碳聚合技术的企业，从催化剂技术、工艺技术、产
品稳定性以及二氧化碳固定率等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与同行业的德国科思创、美国NOVOMER、沙特阿美、英
国ECONIC，相比于这些公司，普力材料在二氧化碳含量、工艺稳定性、应用面、产业规模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公司通过技术手段将二氧化碳作为合成原料直接固定到公司的产品里面，直接减少碳排放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而
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作为一个新材料企业，不仅实现了二氧化碳减排，还能通过将二氧化碳引入聚合反应产生高性能
材料，可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的各种使用场景，有望大规模替代现有其他材料，从而达到双碳目标和市场效益
的双重收获。普力材料从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目前已经在欧美、日韩申请相关专利技术，产品也远销日韩、东
南亚等海外地区。

 “除此之外，作为打通零碳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此项目将联合园区内多家企业共同打造CCUS示范基地，实现二
氧化碳排放、捕集、利用、储存的全产业链整合，助力淮南零碳产业园的新突破。此项目同时也受到淮南市政府各级
领导、园区管委会以及安徽省化工行业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认可，更是对普力材料社会效益的肯
定。”董事长毛红兵曾表示，随着化工新材料政策审批不断优化、行业准则不断完善、相关部门认知度不断提升，普
力材料在政策东风的加持下，定会不断推动“双碳”战略落地落实，丰富产业全新业态，技术赋能“双碳”，答好节
能减排时代命题。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24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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