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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艰难步履

 安徽坐拥“两淮”丰富的煤炭资源，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输出地，这样的先天条件决定了安徽在能源消耗上对煤
炭的结构性倚重。但在国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的大方略下，安徽的压力可谓不小。

 今年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首站就瞄准了安徽。20多家媒体同时出击，这样的阵仗，无
论走到哪里，地方政府都不得不谨慎应对。

 “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取经，把各地‘节能减排’的好做法、好经验宣传出去。”全国人大环
资委调研员何嘉平的一席话，让地方官放松了许多。

 但记者们“鬼得很”，并不一定按计划行事，而是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去寻找各地的瑕疵，用眼睛观察真切事实。因
此，本次“中华环保世纪行”，他们很少听取汇报。

 其实，本次安徽之行，除美丽的山水之外，给记者留下的，并非全是正面的印象。

 节能减排的艰难抉择

 “安徽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由2010年的9706万吨标煤增加到了2013年的12083万吨标煤左右，年均增长约7.5%，却支撑
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12%以上的增速。”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余群自豪地表示。

 资料显示，安徽省工业能源消费占全社会能源消费的76．1%，是全省能源消费量最多、耗能最大的行业。此外，
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也带动了能源需求的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徽做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7.5%的增速，已经相当不易了。

 尽管安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离国家规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按照国家新实行的能源消费双控目标要求，“
十二五”后两年，安徽能源消费总量增速要骤降到年均2.7%。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升工业化程度。显然，这样的努力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靠能源消费
做支撑。如果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能源双控要求，安徽的经济增长将难以实现预期的目标。

 是保障经济发展，还是实现国家的规定目标？对安徽的地方官而言，这无疑是个两难的抉择。

 安徽省环保厅厅长缪学刚在接受采访时称，好在安徽前3年的能耗强度降低情况还算乐观，最起码优于全国其他很
多省份。

 安徽省环保厅的资料显示，“十二五”前3年，安徽累计完成五年能耗降低强度规划目标的70.18%，超进度10个百
分点以上；后两年能耗平均降低2.5个百分点即可完成目标。

 然而，能耗强度只是双控目标之一，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的完成过程更加艰难。安徽的节能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有效确保新增用能项目的需要。

 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偏重的产业结构让安徽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一时难以大规模扭转。安徽省发改委的资料显示，以
火电、钢铁和有色金属等产业为代表的高耗能工业，占安徽规模以上工业的30%。未来一段时间，安徽淮河流域各市
及其他市节能降耗的压力将逐步加大。

 此外，“十二五”以来，安徽在淮河流域各市开工建设了多个化工、火电、水泥、石化等项目，这将导致淮河流域
及全省能耗平稳下降的势头逐步趋缓。

 “工作压力确实很大。”缪学刚如此感概，“时间已经过去了3/5，氮氧化物减排任务我们只完成了一半。”由于
“十二五”第一年安徽氮氧化物排放不降反升，第二年也只实现了零增长，去年才开始削减掉一部分，氮氧化物成为
安徽4项减排指标中完成情况最差的一个。

 安徽省环保厅的资料显示，与2010年相比，去年安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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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7%、6.8%和5%，分别完成“十二五”减排总任务的100%、78%、111%和51%。

 “形势越来越严峻，环保部已经给我们重新下达了指标，氮氧化物今年底要完成‘十二五’的目标，比原计划提前
一年。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任务相当于过去的3年的任务总和。”缪学刚说。

 过于依赖化石能源的能源利用结构是安徽减排压力大的重要原因。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沈卫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
口气点出了安徽的两大劣势：“能源结构上各省资源禀赋情况不同。比如，云贵川水电规模很大，我们没有；沿海地
区有核电，我们没有。这两个在非化石能源中占主要地位的资源，我们都没有。”

 据了解，安徽目前只有小规模的风电和光伏发电，运行得还算不错，但所占的比例还很小。沈卫国称，生物质发电
的成本太高，所以，在安徽发展非化石能源很难。

 安徽省发改委副主任余群称，如何在确保节能降耗目标的基础上，有效确保新增用能项目的需要，保持全省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是安徽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

 如果实在要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最简单的办法是新增项目不批了，我们完全按照国家政策定。”
余群的这番话，显露出安徽面临着许多现实的无奈。

 一路走来牵出一堆问题

 2013年，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安徽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适用于对各市减排完成情
况的绩效管理和评价考核。

 该办法划定，出现“减排目标有一项及以上未完成”等3种情况之一的市，即被认定为“未通过年度考核”，也将
面临“一票否决”严格问责——区域限批、撤销环保方面荣誉、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评奖等。

 总量减排涉及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4项主要污染物。根据该办法，安徽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
会同省发改、统计和监察部门对各市开展考核，考核结果报省政府审定，以省政府名义通报。

 上述规定看似非常严格，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被迫打折扣的现象在所难免。

 “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排放控制这两条红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地方和企业节能减排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是在对这两个指标监管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盲区。”陪同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的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督查干部
张国平表示。

 这种盲区在全国很多省份都存在，最有代表性的“盲点”就是：有些企业根本没有纳入污染企业环境统计大名单，
督查部门根本不知道还存在这些企业，监管也就无从谈起。

 安徽省政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并指出了问题的另外一面。以安徽为例，从开展项
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情况来看，通过节能评估审查预计可实现源头节约控制新增能源消费10%以上，这将是一个不小
的进步。

 然而，实际执行过程却并不理想。虽然现在有《节约能源法》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的
双项约束，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后评价环节缺乏法律层面依据、监管不到位，节能评估审查意见的落实难以保
证，部分项目单位随意更改项目建设工艺和用能设备，造成一定程度上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业盲目扩张。

 淮河两岸的淮南、淮北是安徽省重要的煤炭产区，也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工业基地和能源输出基地。安徽沿淮地区近
年来发电能力增长很快，全省拿到路条的火电项目有2/3分布在这里。2013年，安徽新建成火电机组脱硝设施23台，
新增脱硝机组容量1075.5万千瓦，全省脱硝机组装机容量比例由2012年的42%提高到70.5%。而沿淮流域的脱硝机组就
有20台共计1046万千瓦，占全省的46.8%。

 虽然9个城市已于去年2月底全面实行了脱硝电价，但是由于一些企业效益欠佳、资金筹措困难，减排特别是脱硫脱
硝设施难以及时到位。

 在国电蚌埠电厂，该厂副厂长吴海告诉记者，环保设施的运行成本在火电厂综合运行成本中占了很大比例，由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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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排的技改项目已经固化，节能途径也渐显贫乏，机组节能挖掘的潜力越来越小，减排的空间也所剩无几。“目前
环保电价不足以弥补企业环保设备运营成本，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大压力。”

 吴海介绍说，该厂现有2台60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大部分时间脱硝设备能够良好运行，脱硝效率能够达到80%
以上，脱硝设备投运率也在97%以上；脱硫效率达到95%以上，脱硫设备全年投运率达到100%。

 据了解，安徽不但要承担本省发展所需的电能，还要承担上海等长三角发达地区的部分电力供应。这样的处境使安
徽在节能减排上备受煎熬。

 “今年全省计划完成30万千瓦以上燃煤机组脱硝设施建设。”安徽省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环保压力很大”。

 随后，记者来到蚌埠华光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玻璃为主要产品的企业，有两套锅炉设备，其中一套已经
把燃料由重油改为天然气。当该厂副总经理陈国良向记者讲解改造后节能减排的良好成果时，同行的环保部华东督查
中心处长张曙光打断了他。

 “你们以前的重油油炉和输油管道拆了没有？”张曙光问道。陈国良表示并没有拆除，主要是考虑当天然气供应不
足时，原有设备可当备用。因为改造后，一套设备每年需要天然气2870万立方米，数量庞大。

 虽然陈国良表示新设备投运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气源不足导致重启原有设备的情况，但张曙光仍然表达了他的忧虑
：“重油的排放和煤炭差不多。而它的重油锅炉没有上脱硫脱硝的设备，如果重启，排放量将会很大。”

 张曙光表示，目前我国对工业锅炉制定的排放标准明显宽松于火电厂，单位排放量是火电厂的四五倍。为减少减排
成本，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往往紧贴控制线运行，不愿多做减排贡献，排放量大。

 记者一行随后参观了安徽中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年销售收入超过80亿的大型企业。记者了解到，该厂的
自备电厂拥有8台锅炉、6台发电机组，总装机14.2万千瓦，但并没有配备脱硫脱硝设备。面对记者为什么不上环保设
施的疑问，该厂副总经理苗春雨的回答是：“我们正准备上。”

 尽管品尝着中粮生产的美味饮品，但这样的回答还是让记者们一片唏嘘。

 大为困惑的“幽默”收尾

 阜阳是本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活动安徽的最后一站。

 按照一般的逻辑，故事的结尾往往都是美好的，但是，这一次在安徽的收尾，却让安徽省的陪同官员很是尴尬。

 在匆匆结束对“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的参观采访之后，5月8日下午，采访组一行赶到阜阳市颍上县，参观一
位下岗职工创办的安徽最大的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

 汽车一下高速路，便驶入102省道。由于道路正在拓宽施工，裸露的路基和堆积的沙土在过往大小车辆穿梭形成的
气流的卷动下，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扬尘，漫天飞舞，绵延数十里。车窗外的天空一片浑浊，如同沙尘暴来袭。

 这样的景致，给本次中华环保世纪行来了个“黑色幽默”，可能使本次采访报道先进经验的主题一下子变调了。

 在农业循环经济产业园，记者们的心态各异，似乎对产业园本身的兴趣不大，言语中总拿刚刚路上见到的情景调侃
。这让当地主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有些束手无策，在高速路口迎接记者一行的时候，还笑态可掬，眼下却已经面露愧
色，不知如何回答记者们连珠炮式的提问。很明显，这位副县长已经感觉到，记者们离开了他们精心设计好的话题，
关注点背离了他们的设想。

 同行的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处长王曙光现场要求负责人在采访活动结束后迅速整理相关材料，上报到上级环保部门
。

 “晚上把这个情况向你们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到底怎么回事，问题怎么解决，你们拿出方案后报到省里面。”同
在现场的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城建环资委主任委员余焰炉严肃地对当地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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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段路的道路扬尘确实非常严重，为了更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在农业产业园出来以后，采访组又临时增加了
一项采访活动——采访居住在道路两旁的居民。

 在一家小卖部，老板把卷帘门只拉到一半的高度，“门不敢全部打开，尘土太多了，生意也不好做了，没啥人来。
”老板对记者说，道路施工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最近又没有下雨，所以几乎天天是尘土漫天。

 了解完情况之后，天色已晚，采访组开始返程。走到一半时，马路边一个院子里冒出的滚滚黑烟升到几十米的高空
。同车的记者们开起了玩笑，“居然让我们穿越到了战火硝烟的叙利亚，这趟采访超值了，嘿嘿。”

 记者注意到，道路两旁堆积着很多废旧轮胎，浓浓黑烟似乎是因废品回收站在焚烧不可利用的垃圾而产生的。

 第二天一早，采访组赶往太和县。或许是接受了头天的教训，一进县城，记者就发现马路上刚刚洒了水。尽管路面
较好，也较为宽阔，但奇怪的是，路上却很少有大型车辆穿过。这未免让记者心生困惑：不应该呀，车辆都上哪去啦
？

 一路上，有细心的同行发现，每次在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只有采访组车队经过的路段才洒了水，其他路段并没有
洒水的痕迹。

 吃罢午饭，赶往下一站河南。这趟安徽之行，着实叫人难以心安！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62013.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4 / 4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62013.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