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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

理性看待环保
焦虑的极端表达

煤企自建铁路松绑
本报记者刘成昆

紫竹评论

近日，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高调砸毁
奔驰豪车倡导绿色出行，同时建议油价上涨50%以抑制车辆
增长。一向特立独行的陈光标此举再次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舆
论争议，批评和赞同之声见诸各种媒体，可谓毁誉参半。

无独有偶。几乎在陈光标砸豪车的同时，浙江嘉兴海宁也
发生了一起有关环保问题的群体性事件。事件起因并不复杂，
浙江晶科能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水和有害气体，损害
了当地村民的切身利益。因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了
嘉兴海宁市袁花镇红晓村数百群众聚集在该公司门前，就环
境污染问题讨说法。虽然事件已经平息，但深层次问题不能不
令人深思。

陈光标砸豪车和浙江海宁群体事件，两者看似风马牛不
相及，但如果深入考量，可以发现这两件事情折射出一个问
题：当前社会对绿色环保问题普遍感到焦虑，从而导致陈光标
砸车和海宁群体事件这些极端做法的出现。

单就污染问题来说，广义地看，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
油、瘦肉精到各种非法添加剂等“污染”的食品和饮品，可谓触
目惊心；狭义地看，空气、水和固体垃圾的环境污染亦是令人
忧虑。近日出现的康菲污染海水毒死人工养殖海产品事件、浙
江晶科能源公司排放污水和有害气体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
角，仍有很多类似问题没有被披露或正待解决。

无论是环境还是食品污染问题，关乎广大民众的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关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引
起广泛的高度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诸多迹象也表明，当前一部分国人对绿色环保问题太过
焦虑，以至于对当前的绿色环保问题缺乏信心，对中国的食品
安全缺乏信心，以怀疑一切的心态看待中国企业三废排放，怀
疑中国的食品饮品。

太过焦虑的这部分人士常常以极端的方式对待污染问
题。企业家陈光标砸豪车的方式倡导绿色出行，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对绿色环保太过焦虑的行为，通过极端行为来引起社会
关注。抛开陈光标“言行不惊人死不休”个人性格因素外，认为
陈光标的个人行为是理性表达，那么就是一种理性的极端，是
一种焦虑的呐喊和呼吁，甚至是带有歇斯底里的味道。陈光标
此次行为招来种种非议也就不可避免。

同样，浙江嘉兴海宁因为企业排污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据媒体报道，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
前，有人发帖称“浙江晶科能源公司排污导致31人患上癌症，6
人患上白血病”。后据官方说法，这个数据并不是真实的。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浙江晶科能源公司确实存在污染问
题，但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在理性的情况下解决，完全可以在多
赢的情况下解决，也可以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选项可供选择，但
人们恰恰选择了一种不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还重
要”。同样，在绿色环保问题上，人们也应该有信心，应该相信
企业、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有办法解决绿色环保问题，没必
要为此过度焦虑。

当然，在绿色环保问题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高
度重视。不能对出现的问题一再拖延，罔顾民众的呼声和利
益，而是应该把问题消弭于无形或肇始之时。

抓紧还是放手，这是一个问题。
在铁道部与煤企的运煤铁路股

权较量持久战中，天平开始向有利于
煤企的方向倾斜。《中国企业报》记者
近日获悉，新疆广汇集团筹建的运煤
铁路已经获铁道部政策松绑。此消息
也得到铁道部一位权威人士证实。据
悉，铁道部正逐渐放开对能源企业自
建铁路的控制，原来新疆广汇集团自
建铁路时，铁道部曾要求入股甚至控
股，而现在已不再有类似要求。

有专家指出，铁道部近 2万亿元
的负债以及较低的投资回报率，使其
无力再参股甚至控股新铁路，放手是
必然。这对神华、陕西煤业和其他有
自建铁路需求的企业而言，无疑提供
了更为宽松的空间，煤运铁路建设将
迎来相对迅速发展的新时期。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首届能源物
流大会上了解到，我国的煤炭运输主
要依靠铁路，基本上形成了北煤南
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据中国煤炭资
源网统计，我国铁路的煤炭运输量占
全国煤炭运输量的 70%以上。
畸形煤运现状

“从陕西将煤运到天津港，每吨
成本 300元以上，而从澳大利亚运煤
到山东也用不了这么高成本。更为夸
张的是，如果选择用汽车在国内产煤
基地将煤运到山东淄博，每吨成本是
800元，而原煤不过 200元，运输成本
已经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在首届
能源物流大会上，山东淄博一煤企人
士告诉记者。
据煤炭工业协会数据，我国煤炭

产量大幅增长，全国年产量由 2005
年的 23.5 亿吨，增加到 2010 年的
32.4亿吨，每年以 1.8亿吨的幅度激
增，今年上半年全国煤产量达到 13.7
亿吨，同比增长 12.7%；2010年煤炭
在我国一次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比重
分别是 76.8%和 70.9%，我国的煤炭
产量占世界煤炭产量的生产量和消
费量分别是 48.3%和 48.6%。

我国煤炭资源越来越向晋陕蒙 3
个地区集中，去年三地煤炭产量占全
国煤炭产量 57%，今年上半年三地煤
炭产量占全国产量近 59.4%。同时从
煤炭供应资源来看，过去中部和东部
一些省区像安徽、河南等煤炭输出省
现在都变为煤炭输入省，区域市场调
节难度加大，西部煤炭产量比重过
高，运输压力加大，为全国煤炭长期
稳定供应带来新的挑战。
据悉，国内传统的产煤区集中在

山西、陕西和内蒙古，而用煤大区则
在华东、华南等地。国家为此实施了
“北煤南运”，即将煤区资源通过铁
路、海运等方式向华东、华南地区输
送。

铁路以其运力大、速度快、成本
低、能耗小、全天候运输等优势，一直
是煤炭的主要运输方式。去年全国铁

路煤炭发送量由 12.9亿吨增加到 20
亿吨，主要港口发送量由 3.5亿吨增
加到 5.56亿吨；铁路运煤量占全国煤
炭总运输量的 50%以上，占铁路总货
运量的 40%以上。
煤运纠结

在新疆广汇集团运煤专线之前，
存在唯一一条企业完全控股的铁路
朔黄线，这条运煤铁路与铁道部控股
的大秦线平行，据传铁道部曾想过要
把朔黄线的运营也争取过来，并且当
时也获得了国家的支持，而正因为掌
握这条铁路的是实力雄厚的神华集
团，朔黄线最终并未委身铁道部。

煤矿与铁路装车点的距离以及
周边相关铁路干线的货物运输能力
对于煤炭企业至关重要。通常情况
下，通过铁路外运的煤炭销售净价
（扣除铁路运输费用）比地销价格要
高约 100—200 元/吨。

因此，煤企愿意外输煤炭，在运
输收入中，货运收入比重最大，约占
铁道部收入合计的 40%及运输收入
的 60%，这正是铁道部的主要收入之
一。铁路煤运的利润空间巨大，远远
超过客运，所以双方对控股权的争夺
一直存在。

冀中能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建忠告诉记者，许多煤企为顺
利发货，都拥有自己的物流公司，甚
至拥有自己的部分铁路路段。而各省
煤炭公司更是在努力参股甚至全资
建设自营铁路，以期减少对公营铁路
的依赖。

目前西部地区不断发现新增能
源，但是由于西煤远离内地市场，运
输成本过高，运能有限等约束西部煤
炭业开发利用。虽然我国在增加铁路
运力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但铁
路运输能力仍不能完全满足煤炭运
输的需要，运力短缺的局面在近期内
仍然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此前铁道部的入股规定是制约
运煤铁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据记
者了解，正在修建的煤运通道晋豫鲁
线 2004 年就已经规划好了，直到
2009年才动工，据传因为铁道部一直
以来都要求控股，涉及的 3个省份都
要分享收益。铁道部获得朔黄线
41.5%的股份，神华集团和河北省则
拥有剩下的股份。因此，此前多条铁
路一直延误，而现在铁道部放开之
后，企业自建铁路将迎来一个高潮。

铁道部困局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变发生在
“7·23特大动车追尾事故”之后，铁道
部自身发展规划大幅收缩，而其最根
本原因则在于铁道部的盈利危机。

据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份统计，今
年铁道部至少要还本付息 1800 亿
元，比 2009年增加 2倍多；而 2009
年、2010年大量建设的高铁，2012 年
起将开始支付利息。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全国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含基本建设、更新改
造和机车车辆购置) 完成 8426.52亿
元，比上年增加 1381.25亿元、增长
19.6%。其中基本建设一项，2010年共

完成投资 7074.59 亿元，比上年多
1070.12亿元、增长 17.8%。
截至上半年，铁道部负债总计达

到人民币 2.09万亿元，较第一季度末
的 1.98万亿元进一步上升，资产负债
比率达到 58.54%，上半年铁道部共实
现利润 42.9亿元，而今年铁道部发行
债券已经超过千亿元。如此情况下，
铁道部即使有意参股更多的运煤铁
路，也是有心无力。最近几次铁道部
债发行招标中，有流标的事件发生，
显示出资本市场对铁道部债券信心
不足。

在首届能源物流大会上有专家
表示，我国东部地区所需煤炭基本上
是用来发电，可以考虑在煤炭产地就
地转化，通过电力输送，缓解运力紧
张问题。

国家发改委披露，铁路还是国内
煤炭的主要运输通道。电煤发货量已
占到了全国煤炭发运量的 7成以上。
2010 年全国铁路煤炭发运量完成
19.99亿吨，同比增加 2.48亿吨，增长
14.2豫。其中电煤发运量 14.02亿吨，
同比增加 2.63亿吨，增长 23.1豫。
有专家指出，由于新疆煤炭外运

困难，新疆地区已经着手在本地将煤
炭就地转化，大力发展火电和煤化工
产业，改变以后原材料外输的局面，
变为终端产品外输，破解物流瓶颈，
延长产业链，增加工业附加值。

这不但对煤炭产地有利，还能降
低煤炭发电成本至少在 40%左右，有
专家表示，其实这部分成本就是物流
成本，而这可能会对物流企业和用电
地区发电企业造成一定冲击。

铁道部的入股规定被认为是制约运煤铁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策放开后，煤企自建铁路将迎来高潮。 CN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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