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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62万个
环境违法违规项目被查

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了 2016 年上半年环境执法情

况。截至7月底，全国32个省（区、市、兵团）共排查发现违

法违规建设项目62.4万个，按照“三个一批”的要求，已完成

清理整顿任务19.1万个，约占总数的31%。其中淘汰关闭

类 7.2 万个，已完成 80%；整顿规范类 30.8 万个，已完成

21%；完善备案类24.4万个，已完成28%。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为勇介绍，在案件查处

方面，环境保护部组织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

力度。其中，环境保护部组织查处了污染源自动监控弄虚

作假典型案例8起，私设暗管偷排偷放案件3起，机动车尾

气排放弄虚作假案件2起，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弄虚作假案

件16起，共拘留22人。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还先后查处、曝

光了一批涉嫌偷排偷放、超标排放的典型违法案件，起到

了以案释法、以案说法的作用及明显的震慑效果。

在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方面，环境保护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工作的通

知》，明确提出了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时间表及

任务要求。在落实《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方面，2016

年上半年，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案件307

件，罚款数额达26447.62万元；实施查封扣押案件2942件；

实施限产停产案件1202件；移送行政拘留1291起；涉嫌犯

罪移送公安机关案件840起。与2015年上半年相比，按日

计罚案件数量上升6%，适用查封扣押案件数量上升62%，

适用限产停产案件数量上升10%，移送拘留案件数量上升

65%，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数量上升14%。

田为勇介绍称，上半年的环境执法工作主要采取了五

项措施:一是目标导向，将环境质量与执法力度挂钩。树立

改善环境质量为工作目标的理念，重点强化环境质量下降

地区的环境执法工作。

二是典型驱动，正面引导和反面批评相结合。注重确

立正反两方面典型，一方面通报表扬江苏泰兴、福建、湖

南、湖北以及重庆等环境执法效果显著的先进典型，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激发环境执法队伍正能量；一方面以执法

不力、恶意违法为反面典型，通过通报批评、向社会公开

等，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三是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严打违法典型。坚持“精准

点穴、以点带面”，对典型违法案件除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外，还采取了对责任人处以行政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启

动公益诉讼、列入违法企业“黑名单”或“失信企业名单”等

多种措施。

四是创新执法，多种形式挂牌督办重点案件。为强化

地方政府责任，联合山东、浙江、广西等省级政府共同对恶

意环境违法行为挂牌督办；为有效处理跨界污染，对两个

相邻地区同时挂牌督办、督促联动整改；为推动重点问题

解决，同一问题既对企业又对地方政府实施挂牌督办，增

强影响力及效果。2016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部直接挂牌督

办案件19起，涉及14家企业、1个工业园区、1个饮用水源

地、5个地市级人民政府。

五是直查直办，树立环境执法权威。自3月以来，环境

保护部直接出动查办30起案件，涉及排污企业及环境问题

53家（件）。对这些案件的直接查办，既树立了环境执法权

威，也起到了查处一起、震慑一批的作用。 （企环）

今年上半年以来，随着“十三五”规划的不断推进，以绿

色生产、循环化发展为思路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洗涤行业内

逐步推进。在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中，

可持续发展再一次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洗涤行业来说，践行“制造强国”不仅需要企业拥

有先进的技术研发实力，还要在环境保护上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感。研发和生产浓缩洗衣液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显

示出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浓缩洗衣液已成为

洗涤行业发展新趋势。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郑舞虹表示：“经测算，

如果所有中国消费者都使用浓缩洗涤剂，则每年可在生产

和运输过程减少约174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节约85亿度

电能，在使用过程中减少242万吨洗涤废水排放。”据了解，

蓝月亮共有包含机洗至尊在内的9类洗衣液产品获得了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CQC）颁发的“中国节水产品认证”。

以蓝月亮推出的国内首款“浓缩+”洗衣液——机洗至

尊为例，当这款产品的用量仅为普通洗衣液的1/3时，在对

抗草渍、奶茶渍方面，相比普通洗衣液的去污效果提升了

78%、64%，而这些都是儿童衣物上常见的污渍。

机洗至尊不但用量更省，而且泵头和瓶身可重复使

用，瓶装用完就用袋装补充，这样每袋可节省86%的塑料使

用，减少85%的碳排放，经济又环保。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李恒远表示：“如果企业在

生产过程中考虑到产品使用后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研发

更具耐用性的产品包装，就能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这

需要更强的企业责任感。”

2016年，蓝月亮因产品历年来均符合中国环境标志要

求，在行业内发挥了典范作用，被中环联合认证中心评为

“中国环境标志优秀企业”。

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更加环保的浓缩洗衣液受

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在前段时间结束的“6·18京东

狂欢节”上，蓝月亮夺得京东超市热销品牌排名榜首。专家

预测，随着中国民众生活质量标准的提升，在国家绿色发展

强大推动力下，中国浓缩洗衣液普及率将达到世界第一。

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地热

作为一种绿色、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越

来越受到传统能源企业的重视，但该

行业在技术、法规层面还面临着诸多

挑战。

地球热能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其

内部的放射性元素的衰变，被学界称

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

源。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地热中心

指导委员会主任曹耀峰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讲道，中国地热开发利用总

量已位居世界首位。在“十三五”规

划中，地热要达到的供暖/制冷面积为

16亿平方米，实现代替标准煤7210亿

吨。

中国能源结构从化石向非化石

的转变，相比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

地热虽同属清洁能源，但是它不受昼

夜温差、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新型城

镇化建设中，应用前景广阔。以“无

烟城”雄县为例，当地的地热应用面

积达 400 万平方米，彻底摒弃了传统

的锅炉，让雾霾彻底告别了这座城

市。据了解，国内地热开发利用规模

最大的企业，它的中深层地热供暖面

积可达到4000万平方米，全面铺开存

在什么问题呢？

从黑色高碳到绿色低碳的能源

结构转变过程，对雾霾的治理起到决

定性作用。曹耀峰认为：“明确改革

的方向，就要下决心把标准煤的使用

比例降下来，地源热泵的科学使用，

是学界重点研究方向。”

地源热泵的概念最早于 1912 年

由瑞士专家提出，第一个热泵系统在

1946 年的美国俄勒冈州诞生。它是

在开采的陆地浅层能源中，通过输入

少量的高品位能源（如电能）实现由

低品位热能向高品位热能转移。通

常地源热泵消耗 1kWh 的能量，用户

可以得到 4.4kWh 以上的热量或冷

量。

地源热泵使用的浅层地热是200

米以内的，温度一般在 20 摄氏度上

下，满足城市生活供暖自然不是问

题。同时，离地球表面 1000 米深左

右，温度超过200摄氏度的干热岩，越

来越受到工业用热的青睐，但对这一

新层级的开发，存在技术瓶颈。中国

能源研究会地热专业委员会专家委

员会主任郑克棪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热情诚可嘉，行动需严谨。”

干热岩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国家

有关部门对这一层级的地热研究显

示，3000 米—10000 米的干热岩储量

相当于 860 万亿标准煤，但是世界范

围内，在开发干热岩方面的成功案

例并不多见，主要是因为国际干热

岩开发界定要求，岩石温度要大于

200 摄氏度，水气流量要高于 80 公

斤/秒，热储体积要大于1 立方千米，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技术实现上

有一定难度。而且目前该热能的投

入产出比并不协调，这是一种并不

经济的清洁能源。

目前中国西藏羊八井被业界认

为是我国干热岩资源开发的首选之

地。另外福建省漳州龙海市东泗乡

清泉林场，于2015年5月实现了中国

首个干热岩科学钻探深井开钻，这标

志着国家级干热岩实验的突破。但

是专家同时指出从中国干热岩的研

究中来看，干热岩地热资源的地区分

布，市场需求依然不明确。

目前制约地热发展的不仅是技

术，曹耀峰认为“重电轻热”的思维

需要调整。与此同时，在多个省市

开展的地热项目，也存在管理、运营

等问题，一直以来业内普遍呼吁建

立规范化、系统化的管理体系，在项

目安全生命周期内以及投融资符合

国际安全法律法规的同时，通过行

业组织，大数据整合特高地热能源

利用率，平衡建设成本与后期收益，

促进行业发展，为减少化石能源使

用，开辟道路。

地热能量巨大 探测开采仍存挑战
本报记者 刘季辰

绿色转型中的顶层设计

从“十三五”规划中不难看出，中

国循环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与国际接

轨。程会强认为，未来，中国将融入

进国际大循环之中，而这更强调内涵

式发展。

中国经济正处在换挡期，面对去

产能、去库存等新要求，企业面临诸

多挑战。

践行循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

理念、技术的双革新。宝钢能源环保

部环保技术室副主任李红红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源

化、生态化、低碳化对于钢铁企业而

言，是新经济形势下，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方向。

钢铁产品的生产、使用、回收，各

环节与环境的交互贯穿始终。如果

一款钢铁产品，在设计之初对市场需

求缺乏调研，对产品本身有害物质没

有把控，那么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可想

而知。循环经济发展对钢铁企业而

言，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李红红认

为，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绿色生产方

面，企业应在战略决策层就成立专门

部门，对企业整体布局，构建完整的

体系，来支撑各项业务与环境的友好

发展。

对钢铁企业而言，产品的可持续

性，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作用十分明

显。李红红表示，钢铁企业如果拥有

强大的研发能力，那么在产品的强

度、耐腐蚀性以及有害元素方面都会

有较好的控制，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

周期，更有利于在回收资源化生产的

过程中，降低对环境的有害排放，实

现真正的循环发展、绿色制造。

源头减量是关键

正在逐步脱离污染行列的还有

造纸行业。多年来，专家学者对造纸

行业的固有印象是“有白纸就有黑

水”。但是，近年来，造纸行业已经有

所改变，部分企业正在实现绿色生

产。

造纸离不开林业、水资源，因此，

造纸业自始至终蒙上消耗资源、破坏

环境的灰色阴影。

随着国家工业绿色发展，有的造

纸企业通过“林浆纸一体化”建设，企

业自己植树造林，实现造纸企业可持

续发展。APP（中国）文化宣传部总

经理孙炳健告诉记者，如今造纸企业

通过以林来促纸，以纸养林，林纸结

合的方式，践行循环经济的源头减

量。

在今年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举

办的2016循环经济发展论坛上，包括

同济大学的诸大建、埃森哲的彭莱在

内的多位国内外学者均提出，循环经

济发展不能只注重后端的资源再利

用，更重要的是源头减量。

源头减量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

最大程度地延长产品使用寿命，而这

一环节所需要的资金则是巨额的，这

也正是顶层设计体系的作用所在。

与各部门的单打独斗相比，企业

整体循环发展体系则可以有效破解

钢铁生产各环节的生产指标、经济效

益的瓶颈。

不仅是钢铁、造纸行业，传统企

业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

中，必定要突破固有观念，成功实践

绿色发展企业共同的特点是科学的

顶层设计，这也是循环经济业内专家

共同的呼声。

技术支撑必不可少

作为纸业人士，孙炳健表示，“造

纸工业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可循

环再生的产业。比如从造纸的原料

上讲，现代造纸工业所用的木材都是

公司自己生产、培育的。从最终的产

品来讲，造纸工业的产品纸是可以自

然降解的，与环境友好，从头到尾都

是可循环、可再生的。”

钢铁业的循环再利用效应早已

显现。冶炼钢铁排放的低温余热（废

热）已被一些企业变成资源。企业把

这些余热进行回收并转化为热水资

源，通过移动供应热水的方式，对周

边规划范围内的社区供应热水，逐步

取代社区周边的燃煤锅炉。李红红

透露，假如一个地区，每年需要热水

量将超过1000万吨，按照热水供给用

户60元/吨计算，可以为用户降低1亿

元左右的运营费用。

在程会强看来，循环产业发展需

要加强技术支撑。这将是整个循环

经济和再生资源发展的脊梁。如果

没有技术支撑，产业的发展将是空

中楼阁、海市蜃楼。“现在很多大型

企业采取了一些工艺的改革，上下

游的连接，不同产业之间的组合，特

别是在企业内部，在园区以及更大

的社会层面都形成了共生机制，这

些是保证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的技

术支撑”。

浓缩洗衣液
折射中国洗涤企业责任感

丽春

中国循环经济进入高级形态
技术支撑是行业发展脊梁

本报记者 刘季辰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

3.0时代已然到来。

循环经济在中国的

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

长助理、研究员程会强

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讲

道，中国再生资源产业

经历了 1.0、2.0 两个阶

段，从再生资源到循环

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如

今则迎来了以生态文明

建设为导向的再生资源

产业 3.0 时代。着眼当

下，循环经济已经进入

了高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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