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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 8 年半，中国首份《全国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终于出炉。

2005 年 4 月至 2013 年 12 月，环

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首

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

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

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

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

位超标率为 16.1%，耕地点位超标率

分别为 19.4%。

不到 2000 字的公报让业内人士

有些意犹未尽。 不过，在永清环保董

事长刘正军看来，“土壤污染报告的

出台应看做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为

土壤污染相应法规出台奠定基础。 ”

缺乏明晰盈利模式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污染

防治与土壤修复委员会秘书长刘阳

生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我国土壤修复产业发展条

件还不具备，尚未起步，发展还需要

冷静、科学、理性。

“土壤修复对于大多数人是陌生

的，对于广大农民更是有所戒备。”一

环保公司土壤修复专家告诉《中国企

业报》 记者，“在很多人不懂的前提

下，在田间做土壤修复试验，可能会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

永清环保实验室主任、土壤学博

士刘代欢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土壤中的有效态镉很容易

被水稻吸收，积累到稻米中，危害身

体健康。

南方地区近年接连被查出大米

镉含量超标。有科研统计指出有色金

属工业是中国镉污染的最主要来源。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24 日发

布的《衡东工业园周围环境及稻谷重

金属污染调查》中指出，在这一园区

范围共采集 21�个稻田土壤样本，其

结果显示，工业园附近的 5�个村庄的

全部稻田土壤样本的镉含量都超出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级标准，且

半数超标准 3�倍以上。

土壤修复产业被很多投资者看

做是金矿。同创伟业合伙人张一巍表

示，“有一种说法， 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积累的财富与污染对比，把这些

财富全部用来进行土壤修复都不

够。 ”

事实上，目前土壤修复产业存在

巨大资金缺口。 刘正军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现在土壤污染积累了很

大的存量，原来污染主体可能发生改

变，比如商业土地污染，企业已经找

不到了，还有社会污染土地，而地方

政府财政能力又不能满足。 ”

刘正军表示，土壤污染具有累积

性和隐蔽性，因为历史原因，对它的

治理与火电脱硫脱硝有电价补贴、污

水处理有污水处理费不同，它目前没

有一套成熟的收费机制，整个行业缺

乏明晰的盈利模式。“谁污染， 谁治

理”的行业准则在土壤修复板块根本

行不通，绝大多数项目主要依靠财政

拨款或者银行贷款的方式进行。“但

面对大量的类似项目，这样的商业模

式并不现实。 ”

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

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

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

300 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

色地块”及矿区污染场地。据了解，中

央财政于 2010 年设立重金属污染防

治专项资金，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产

地重金属污染调查及治理以及支持

湖南、河南两省开展重金属污染防治

示范。

有报道称，今年中央财政对各地

的重金属污染土地修复治理补助资

金的预算数为 37 亿元。“多少都不为

过，但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刘阳生

坦言。

发展切勿拔苗助长

土壤污染报告发布后，普遍认为

土壤修复产业将加速发展。但刘阳生

进行了更正，“谈‘加速’还太早。 ”

“土壤修复产业作为新兴产业，

发展需要基本前提。 但是，目前这些

条件基本不具备。”刘阳生表示，可能

具备的只有业内外人士对土壤污染

的关注，而“行业的国家政策法规还

不健全，只能是起步阶段。 融资是所

有行业企业所面临的最现实难题，技

术能力更是参差不齐。 ”

2010 年之前， 国内从事土壤修

复产业的企业在 5 家左右，目前达到

300 多家。 刘阳生认为，“这 300 多家

企业真正技术过关的并不多。 ”

“国家对这个行业的企业资质没

有硬性规定，准入门槛低，导致行业

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我

们这些有真正实力的土壤修复企业

造成恶性竞争，从本质上没有达到真

正意义的土壤修复， 治理效果并不

好。 ”刘正军表示，“什么样的土壤应

该得以修复？ 什么样的企业能实施

土壤修复？ 不同土质、不同污染类型

的土壤， 修复成什么样的标准才是

合格的？ 这些问题都需要规范和解

决。 ”

目前，我国耕地土壤修复均属于

“示范工程”，即由政府出资，涉及范

围面积较小，通常只有几百亩。 做示

范工程的目的就在于测试一种修复

方案在当地是否可行，是否有推广价

值。刘阳生表示，“在我国现有的示范

工程中， 修复一亩耕地企业报价 40

万元，这只是中间价位。 如何定价要

涉及农田里污染物的种类、 数量，污

染的程度以及修复要达到的效果。 ”

一直致力土壤修复产业的刘正

军认为，发展土壤修复产业当务之急

是“构建科学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

度体系及完善的政策标准体系。引入

市场竞争机制，吸引广泛的社会资金

投入。 并且，在典型地区组织开展土

壤污染治理试点示范，有计划、分步

骤地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修复。 ”

刘阳生表示，发展土壤修复产业

需要逐步完善基本条件。无论采取何

种商业模式，耕地红线不能触碰。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缺乏商业模式

土壤修复产业启动艰难

环保组织炮轰“削煤治霾”陷入数字游戏

2014 年 4 月 21 日，绿行齐鲁、天

津绿领、磐石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等 5

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推进“公众

监管”， 助力华北治霾———“华北煤

问题” 首期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

《报告》 中指出， 河北准备在

2017 年， 把钢铁产能压缩到 2.2 亿

吨。 而实际上，2013 年，河北的“钢铁

产量”也不过才 1.9 亿吨。 如果不压

缩“产量”，而只压缩“产能”，华北的

雾霾治理就可能陷入数字游戏，仍

旧不可能如期实现目标。

产能和产量的数字游戏

产能和产量是个特别容易被人

搞混的词汇。

所谓产能，指的是生产能力，也

就是指在计划期内， 企业参与生产

的全部固定资产， 在既定的组织技

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

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而产量，则是指在计划期内，企

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或处理完成

的原材料数量。

一份来自河北冶金工业协会的

统计数据表明，2013 年， 河北省粗

钢、钢材产量分别为 1.9 亿吨、2.3 亿

吨。

按照河北公布的相关大气防治

规划，河北的年钢铁（粗钢）产能是

2.8 亿吨左右，准备到 2017 年，把产

能压缩在 2.2 亿吨左右。

“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只压缩

产能， 不压缩产量， 那么到了 2017

年，河北仍旧能像现在生产出 1.9 亿

吨钢铁甚至更多，那么，这种压产能

的削煤行动就不会对治霾产生任何

效果。 因为，从当前的调研情况看，

河北几乎把所有的削煤压力都放到

了压缩钢铁产能上。 ” 参与了此次

《报告》调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日前， 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张

少华对媒体公开表示， 国家下达给

河北省到 2017 年在 2012 年基础上

净削减煤炭消费 4000 万吨的硬任

务。

“按照业内通用的算法， 炼出 1

吨钢，要消耗 600 左右公斤标准煤。

而河北目前削煤的过程就是压钢铁

的过程， 河北压钢铁的过程就是减

煤的过程。 河北省的大气污染防治

计划，就是砍掉 6000 万吨钢铁产能，

以减下 4000 万吨煤。 钢铁与煤炭的

产能减少数量，几乎是对等的。 ”文

中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

“当前华北的空气质量，并没有

把河北的所有钢铁产业全部用尽。

河北的钢铁产能将近 3 亿吨， 而实

际上 2013 年的产量才 1.9 亿吨。 这

就有了将近 1 亿吨的空闲产能。 可

以想象， 这 1 亿吨的空闲产能留给

河北减排多少监管的空间。 ”上述工

作人员如是说。

烟气治理成治霾大困难

《报告》中还强调，华北雾霾治

理最大的困难， 可能是钢铁行业的

烟气治理。

据介绍， 河北是中国第一大钢

铁生产省份，山东位居第二位。 但由

于钢铁企业脱硫投入成本巨大，目

前只有极少数的钢铁企业开始了脱

硫的时间，绝大多数钢铁企业，都尚

未真正开展脱硫工作。 至于脱硝的

工作， 钢铁企业更是没有任何的作

为。

“天津绿领”联合发起人董剑分

析后告诉记者， 火电业的二氧化硫

减排相对普及，而钢铁业、玻璃业、

水泥业的二氧化硫减排尚未真正开

始。 当前，居民生活散乱烧用、中小

取暖锅炉、粉尘、氮氧化物、二恶英

和重金属皆未进行治理。

事实上， 目前整个华北要求使

用低硫煤， 其基本要求是含硫量要

低于 1%。

但一位参与了调研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他们在其走访过程中发

现 ，由于缺乏监管 ，煤炭的含硫量

其实绝大部分处于企业自己控制的

状态。

自然大学联合发起人陈立雯告

诉记者，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四

省市的所有耗煤量相加， 总量应当

在 8 亿吨左右。 假如按照煤炭含硫

量为 1%计算， 华北地区一年至少有

800 万吨硫被燃烧后排放。 1 吨硫燃

烧后约产生 2 吨二氧化硫， 也就是

说 ， 上述四省市至少每年被排放

1600 万吨二氧化硫。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华北煤炭在

使用过程中， 只有火电厂的脱硫设

施相对完整，但运行也并不规范。 即

使按照火电业消耗了 40%的煤炭消

费并且脱硫效率都超过 90%来推算，

华北地区至少有 2/3 的二氧化硫尚

未得到有效治理， 也就是约 1000 万

吨的二氧化硫被直接排放在大气环

境中。

“河北和山东的民营钢铁企业很

多，2013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了大气

十条后， 民营钢铁企业组建钢铁集

团成了几乎所有民营钢铁企业的共

同选择。 ”“绿行齐鲁”负责人郭永启

告诉记者，“但无论如何上演类似

的低质重组、 虚假合并， 都无法改

变每家企业在现实生产行为中，无

法用经济的方式建设烟气脱硫设施

的困境。 而如果烟气脱硫、 脱硝没

有实际展开， 哪怕河北只有一家钢

铁集团， 对于雾霾治理， 也是没有

意义的。 ”

本报记者 江丞华

微博上市

削弱新浪控制力

本报记者 郭奎涛

苦心经营多年的微博业务终于分拆上市，从市值来看，这给

新浪公司带来的竟然只有副作用。从启动新浪微博上市开始，新

浪股价即接连下跌。到了微博上市，新浪股价虽然乘胜一度小幅

上涨，截至发稿日期，已经再度跌回到了上市之前的水平。

这尽管与全球科技股普跌的环境不无关系， 更为深层次的

原因还在于微博上市。

互联网观察人士王涛认为，剥离了微博之后，新浪剩下的不

是像视频、游戏、旅行一堆发展平平的子品牌，就是博客、垂直媒

体这种虽然领先但是盈利能力有限的平台，与腾讯、网易、搜狐

等同行相比，新浪缺乏重明星产品，更缺乏一种将个人用户直接

变现的能力。

市值不及微博

以新浪微博上市首日收盘价计，微博的市值约为41亿美元，

而新浪市值只有约38亿美元， 微博市值一举超过了母体公司新

浪。如果扣除新浪拥有的约23.4亿美元的微博股票，新浪的市值

只有14.28亿元，约为微博的1/3。

“微博的发展一直关系新浪的命运。 几年前微博兴起之时，

带着新浪市值翻了一倍。随着微信的出现以及微博活跃度下降，

新浪市值又一下被打回了原形。如今微博分拆上市了，大家突然

发现，新浪真的很难拿出可圈可点的产品了。”王涛说。

这也难怪新浪董事长兼CEO、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在上市时

首先强调微博与新浪的密切关系，微博和门户业务不会冲击，双

方都有独立的团队。 而且微博上市后还是新浪控股的一个子公

司，就像新浪网是新浪集团下面的一个子业务，关系不会改变。

不过，微博上市后，新浪对微博的控制力已经有所下降，反

观阿里则大大增强。 经过上市发新股及阿里巴巴投资增加的稀

释，新浪持股比例已经由上市前的77.6%下降至56.9%，阿里巴巴

持有新浪微博股份将从19.3%上升至32%。

“微博上到处都是淘宝网的广告，财报显示，这项收入占微

博目前营收的约1/3，直接推动了新浪微博的亏损收窄。阿里向

来倾向于打造闭环生态， 天宏基金、 高德地图都是先入股再收

购，就算收购不会在微博上演，恐怕新浪的控制权也会被大大削

弱。”王涛表示。

另一方面，关于微博活跃度降低的声音日益增多，微博的价

值还有多少也值得怀疑。 来自香港某机构的数据就显示，58.8%�

受测账户自今年1月3日开始就没有发布过微博，2.087亿微博活

跃用户中只有5%的用户发布原创微博。

重心回归门户

按照曹国伟的说法，新浪过去几年多数时间、精力和收入都

投入到微博业务中，门户在过去两年的投入不多也不够。

有知名互联网企业CEO对记者表示，门户模式早已经是过

去式，从雅虎创立到如今的互联网媒体，互联网的入口已经经历

了门户时代、搜索时代、社交媒体时代三个阶段，新浪重振门户

业务是步陷棋。

纵观如今四大门户网站， 新浪之前在做微博， 搜狐在做视

频、输入法及衍生的浏览器和搜索产品，网易也在游戏和邮箱产

品衍生的理财、电商等业务，腾讯更拥有腾讯游戏、QQ、空间、微

信等一大批产品做后盾。

尽管新浪门户几年来一直是盈利性较好， 且有较为出彩的

若干子栏目———视频、乐居、金融、体育。而抛开微博业务，新浪

网的估值只有搜狐（23.56亿）的一半，网易（93.42亿）六分之一，更

远不及腾讯。

“门户的盈利模式比较单一，新浪广告营收占比近80%，位置

有限自然决定了广告收入有限。而腾讯、网易、搜狐除了广告，游

戏业务均跻身行业前三，腾讯游戏甚至占腾讯总营收的近六成，

新浪缺乏这种直接将用户变现的业务。”王涛说。

互联网金融的晚集

然而，无论是门户、搜索还是社交媒体都只是互联网的一个

入口，三者之间也并非完全替代的关系，尤其是垂直门户做得比

较出色的新浪，依然聚集了上亿级别的用户，假以时日通过开发

也是一个不小的金矿。

方兴未艾的互联网金融就被曹国伟视为挖掘方向之一，他

在去年曾表示过，对互联网金融领域比较感兴趣，可能会在当年

年底推出互联网金融产品。

4月22日，微博上市不到一周，内测将近半年的新浪（非新浪

微博）“微财富”平台上线，首只产品为“存钱罐”，和目前最为人

所熟知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余额宝类似， 随后还会推出信用

卡还款服务等其它金融服务功能。

据悉，新浪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既有第三方支付牌照，也有

第三方销售牌照的互联网公司。未来除了货币基金之外，微财富

还将在今年五月份与安邦保险、 点融网等公司合作推出保险和

P2P理财产品。

“新浪此举也算紧跟互联网金融的潮流，但是相对多数同行

而言，已经是赶了个晚集。网易版余额宝推出比新浪早了整整4

个月，实际上，汇添富合作的第一个互联网平台就是网易。更何

况还有阿里、腾讯、百度等巨头的争夺。”王涛说。

互联网金融的案例只是其中之一， 纵观新浪试图商业化运

作的各个子品牌，视频行业，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网已经打得

难分难解；旅游行业，携程网去哪儿、艺龙同程等行业前四的都

在强强联合，电商对于没有一点基础的新浪更是想都不用想。业

内人士表示，“留给新浪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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