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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G01版）

傅成玉也获得联合国环境署2012年

度“绿色与发展优秀践行者”的荣誉，表彰

他“作为中国企业家的标杆人物，折射出

整个中国企业界对发展模式的最新思

考。”

2015 年，中国国企改革如火如荼推

进。不过，傅成玉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

一年，傅成玉从中国石化董事长位置卸

任。卸任后，傅成玉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

环保。最近，傅成玉密集地在公开场合提

出关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论

述，包括参加“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中国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时的演讲，在两个月

左右的时间内，傅成玉的行动主线始终围

绕着环保主题在展开。

不知这时傅成玉是否还能回想起，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英国伦敦荣获年度

“全球石油业年度领袖人物”大奖时他沉重

而坚定的演讲：“无论是今天的荣誉还是今

后的职业生涯，我都将致力于一个共同的

目标——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人类需求和减

少对环境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谋求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荣。”

把环保经济学做到精深

早在中海油的远期规划中，绿色能源

就是傅成玉颇为看重的一块，是未来的爆

发点，而石油只是核心产业之一。液化天

然气(简称 LNG)是公认的“绿色能源”。

中海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涉足LNG

领域，牵头规划东南沿海地区的项目，还

有海上风能等新能源、替代能源、可再生

能源，这些都作为了主要发展方向。

后来，在很多企业还对企业CO2排放

摸不着头脑时，中国石化已经可以清楚地

知道其各个板块的CO2排放值；当各地还

在探索如何推进碳排放交易时，中国石化

已经开始用此实现了创收。傅成玉坦言，

“这不仅仅是承担社会责任，还是企业关

于未来的重大成本观念的转变。企业的

排放，政府将来要收费，现在污染物已经

开始收费。”

2011 年，来到中国石化半年后，傅成

玉就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的目标，并在原有的资源战略、市场战略、

一体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基础上，特别增

加了差异化战略和绿色低碳战略，强调充

分发挥独特竞争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企业。

2012年，傅成玉的中石化“绿色战略”

开始布局：将大力发展天然气等低碳能源

业务，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具体包括：将

实现到2020年天然气产量翻一番以上；加

快建设液化天然气储运设施，提升液化天

然气供给能力；完善钻井和压裂技术，力

争早日实现非常规油气资源工业化生产；

努力突破纤维素制乙醇、生物柴油和生物

航煤技术，进一步提升生物质能源供给能

力；开展国际和国内合作，推进地热在工

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的推广与应用，形成

包括技术开发、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在内

的较为完整的低碳能源业务产业链，并将

于2020 年形成规模化产业。

中国石化的 CO2指标交易已经很具

规模。“目前，已经在17个省市做实验，给

17个省市指标，因为中国石化下手早，并

且管理得好，一部分 CO2指标用不了，我

们一年可以卖几千万元。”傅成玉如是说。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成本问题。

我为什么把这个叫做竞争力呢？”傅成玉

解释道，“其实，降低成本可以提高收益，

甚至效益倍增，中国石化一年光燃料费就

得1000多亿元，我们如果能节省20%那将

是很可观的，既减少了排放又节约了能

源，创造效益。”

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国石化在北京

发布了《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环境保护

白皮书》(2012年版)，这是中国石化首次发

布环境保护白皮书，也是中国企业发布的

首个环境保护白皮书。

“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推进实施

“碧水蓝天”环保行动和能效倍增计划，同

时整合系统内节能环保技术、装备、人才

等资源，成立了节能环保专业公司，实现

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建设了2—3家绿

色低碳示范企业，3家炼油生产企业的主

要环保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3套乙烯

生产企业的主要环保指标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在低碳能源方面，预计到2020年，

将形成规模化产业，成为主营业务的有益

补充。

按照2013年7月30日宣布的“碧水蓝

天”环保行动，中国石化原计划 3 年投入

228.7 亿元，实施 803 个环保综合整治项

目。这是中国石化史上规模最大的环保

治理行动，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一次性

投入最密集，涉及范围最大的环保专项治

理行动。截至2014年底，已落实投资项目

数、下达投资总额已分别达到项目总数、

投资总额的71.7%和52.9%。同时，根据国

家地方环保要求及企业实际，新增环保治

理项目168个，新增投资94.1亿元。

2014 年 6 月，中石化启动了“能效倍

增”专项行动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能效

提高100%。

毋庸置疑，逐利是企业的本性。但

是，效益不是企业唯一的指标，在傅成玉

看来，我们所有的效益都应建立在安全、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上。“安全出大事，几年

的效益都将搭进去，伤害环境，企业将花

费更多的钱进行治理改善。”

傅成玉认为，企业、政府完全不用担

心企业因治理污染而面临倒闭。“企业不

是养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疼孩子不

行，要让他到大海里去，要把他逼出来。

所以，我们要在企业中带头，我就不信我

们发展不好。虽然我们在安全环保上投

入了很多，但是能够清楚地知道哪一板块

成本是降低了，这本身就是效益，不是成

本。虽然投入有所增加，但实现了节能减

排。”

傅成玉自信地说：“将来可替代能源

发展快的，一定是中国”。

做人民满意的企业

傅成玉到任中国石化当年就推出了

“绿色低碳战略”。他认为，环保理念正深

入人心，但是目前而言，“中央企业还没有

给人民交一个完满的答卷。”

但傅成玉做到了“三不承诺”，有媒体

称作“三个凡是”：凡是环境保护需要花的

钱一分不少，凡是不符合环境保护的事一

件不做，凡是污染和破坏环境的效益一分

不要。对于这一郑重承诺，傅成玉表示，

中石化诚挚地欢迎政府、媒体、社会公众

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共同推动企业与经

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

同时无法回避的则是2013年的青岛

管道泄漏爆炸。傅成玉代表中石化的主

动作为和真诚道歉赢得了公众的认可，事

后权威舆情的统计数据表明，傅成玉和中

石化对事件相对开放透明的态度和善后

处理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超过了事件开

始发酵时的负面声音，傅成玉“对媒体最

为友好的国企高管之一”的评价进一步得

到增强。

傅成玉认为，企业首先是在承担社会

责任上，在对安全、环境、人民的生命财产

方面要有保障。他回顾了此前发生的环

保事故，“所以我们出了事故后，全集团做

深刻反省，我们也很痛心。关键是要为将

来着想，加大投入，严格管理。我觉得我

们国有企业都应该在这方面努力，让人民

放心。”

如何定义满意度？傅成玉解释说，人

民满意因具体企业而定。比如，中石化的

历史是解决人民吃穿住行的一个公司。

所以，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企业，“人民满

意就是说过去解决了吃穿用，现在要解决

吃穿用的性价比要好，还不污染环境。再

比如说化工产品，将来还得追踪碳足迹，

这个化工产品带来了多少碳，用到哪里去

了，这些都将体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中。

所以说，实现人民满意，其内容将越来越

细化。”

在傅成玉看来，经营企业与经营人生

是一样的，做人在任何时候欺骗了任何

人，伤害了别人，是一定要还的，因此要从

内心诚信。“特别是国有企业，不能占老百

姓便宜。反过来，要做的更多。”

在这里就不能不说到一段佳话：傅成

玉在南京把经过处理后的污水一饮而

尽。那是在扬子石化，是中国石化的二级

公司，它处理后的污水能达到养鱼、养植

物、饮用的标准。傅成玉喝水的事登在

《南京日报》上，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

市委书记、市长说：我们很震撼。傅成玉

说：我喝处理水不是因为勇气，是因为我

们的技术含量真达到那儿了。

傅成玉告诉记者，当“大气十条”，“水

十条”、“土壤十条”等出来后，企业将越来

越认真了。事实上，企业如果经常给社会

造成伤害，那么这个企业绝对活不长。不

管这家企业提供了多少就业，谁也阻挡不

了其衰败，只有企业早认识早主动，才会

早得益。

在国家战略部署下，作为企业领导

者，“我们要实实在在地干，我们要推动，

推动我们的节能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承

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责任。”傅成玉认

为，这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是每个企

业的责任。

“虽然我现在不领导企业了，但是我

在企业干过，这个责任没有放松，我是公

民，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能力范围内还得全

力推动。”傅成玉打趣道，“污染，先别说我

们自己，就说咱们后代咋办呢？我跟外国

人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比你们更担

心。我们会行动走在前边，我们怎么会让

自己的子孙受害。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

付出，要全民行动。”

傅成玉对于“绿色发展”的见解，也因

其坦白、犀利，直面问题与困境而引发强

烈关注。

傅成玉释放出的“绿色信号”，从来不

是应景式表态，而是源于现实需要与理性

思考后的自觉呼应。

作为庞大能源企业的掌舵者，傅成玉

从不讳言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除了在公开场合常常就温室气体排

放对气候环境的恶劣影响、固体废弃物引

发的土地污染、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排放引

发的水体污染等问题发表学术性忧虑之

外，他还常常对身边的人发出对环境破坏

的感叹：幼时家境贫寒，在东北的冰天雪

地里，他常常吃冰充饥解渴。那时的冰雪

是纯净无色的，而如今却被污染得无法进

食。

傅成玉告诉记者，他要在其力所能及

的领域推动环保，“我现在还是政协常委，

并且最近在准备一些材料，中国在节能减

排方面做得好的一些企业我还打算去专

门调研推动。”

（上接G01版）

我在中石化提出“能效倍增”计

划，其实在中国不是特别难的事，因为

标准相对比较低，如果把标准往上一

提，改造、更换一些设备就能够实现。

我们提出来到 2015 年要节能 20%，其

实没有太多的新技术，就是过去的老

设备，锅炉、泵、阀、电机等等，这些老

设备标准相对比较低，消耗能源高，如

果把这些都改造了或更换掉就可以实

现节能目标了。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会

导致成本上升，其实真正重要的是解

决理念问题，理念问题解决了，就会通

过减少能耗、提高效率来消化成本。

《中国企业报》：您刚才也提到是

逼出来的，那从这个方面，您能说说对

企业或者是政府有哪些期待吗？

傅成玉：最重要的是严格执法，应

该说我们已经制定发布了有史以来最

严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还比如“大

气十条”、“水十条”、“土壤十条”，这应

该都算是史上最严厉的。问题在严格

执法，以往的问题主要不是法律缺失，

而是执法不严，执法不到位，甚至有地

方保护，现在必须得要动真格的。

特别是我们遇到有些地方政府，

想眼前的多，说影响税收、影响就业，

其实政府把企业环保工作逼上去以

后，企业发展会更好，企业交的税还会

更多，这样的企业不会倒闭。真正的

好企业，要想继续发展肯定会想办法，

更新技术扩大投入。特别是发展比较

好的企业，拿出来一部分资金进行技

术更新改造，为企业长远发展有啥不

好？

傅成玉的环保人生

（上接G01版）

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涪陵页岩

气田焦石坝区块已测试的 142 口井均

获中高产工业气流，单井平均日产

32.72 万立方米，已累计产气 25 亿立方

米。按照三口之家为一户一天消耗燃

气 0.5 立方米的标准计算，目前，涪陵

页岩气田日产气超 1000 万立方米，可

满足2000多万户家庭用气需求。

环保成最大亮点

记者注意到，页岩气作为一种环保

型能源，不仅国内对其开发与利用充

满期待，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认可

与积极评价。

2014 年 11 月，第五届世界页岩油

气峰会授予中国石化“页岩油气国际

先锋奖”，以表彰北美以外世界首个页

岩气重大商业发现，中国成为美国、加

拿大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页岩气

商业开发的国家。

清洁低碳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对我

国能源变革具有战略意义。央企中国

石化是全球契约的践行者，实践者。

2014 年，“碧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获

得联合国全球契约中国网络“关注气

候与环境保护最佳实践”案例奖，成为

中国石化环保工作品牌。

中石化新闻发言人吕大鹏介绍，在

环境保护方面，百亿方涪陵页岩大气

田建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200

万吨，相当于植树近 1.1 亿棵、800 万辆

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同时减排二氧

化硫 30 万吨、氮氧化物近 10 万吨。吕

大鹏还说，目前我国天然气消费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 5.5%，远低于世

界平均24%的水平，对外依存度已超过

30%。随着页岩气大规模勘探开发，我

国天然气自给能力将进一步提高，能

源结构将进一步优化。

此外，2014年12月，中国石化发布

了国内首个页岩气开发环境、社会、治

理（ESG）专题报告，倡导全社会关注页

岩气开发的 ESG 情况，社会各界已有

8000 余人次参观涪陵页岩气田，安全

环保等各方面工作全面接受社会监

督。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将实现页岩

气产量300亿立方米。

涪陵页岩气田
储量居世界第二

1982年加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99年9月，任中国海洋石

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作业官；2000年10月，任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12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总裁；2002年8月，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子公司——中海油

田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3年10月，任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2007年10月21日，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11年4月8日，

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2013年3月，任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15年5月4日，不再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在2014年“关注气候·中国峰会”上

2011年11月28日，全球契约中国网络成立

对话傅成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