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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十五版）

制度创新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齐建国指出，目前垃圾的收集、运输、处

理体系尚不完善，各环节有单独的企业

在运行。垃圾五花八门，百姓没有分类

处理，这些企业更不愿理会。“垃圾桶里

一收，车在路上一跑，垃圾发电厂一燃

烧”，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

未来要实行收运处一体化，齐建

国建议，三位一体的运行，使得各环节

互担责任。同时资源回收模式需要转

变，举例来说，周一收废纸、周二收废

塑料、周三收废家电，系统化、课程化

的培养民众垃圾分类的意识。

改造前期需引导

园区循环化改造在各地节能环保

的“号角声”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齐建国认为，园区循环化改造要解决

的主要是传统园区资源综合利用的效

率问题、企业间物质流关系的问题以

及基础设施共享不合理的问题。目前

主要是从污水、固废处理，产业链闭环

的建立入手。

齐建国进一步介绍道，园区基础

设施方面的改造要考虑到对雨水、太

阳能的收集和利用，以及对园区内工

业企业余热余压的收集、储存、运输，

以提高园区自身的能源利用效率，从

而减少对自然资源、化石能源的需求

量。从废弃物处理的角度来讲，需要

废弃物处理企业直接入驻，减少废弃

物远程运输成本，通过处理实现减

排，形成的资源可以吸引更多需求侧

企业入驻，逐步完善产业链。

园区循环化改造看起来很美，但

是真的达到预期目标了吗？齐建国坦

言，国家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突出的

进展，很多地区的改造项目也是按照

当初的设计实施方案进行的，基本达

到了预期目标。但是，在改造过程中

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一些技术

相对落后的企业需要迁出园区。齐建

国指出，因此，就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支

持政策，在循环化改造的前期加强对

企业的引导，并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

面提供支持。

“小循环”带动“大循环”

不仅如此，从园区产业链的角度

来看，同样存在一些挑战。齐建国分

析，中国“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经济

发展迅猛，废弃物作为可再生资源，市

场价格稳定，企业大多数可以盈利。

但是到“十二五”后期，经济增长放缓，

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市场原

材料供大于求，在这种形势下，再生资

源的经济价值就出现了大幅下降，导

致已形成的产业链运转出现困难。

以火力发电厂为例，产生的粉煤

灰制作的建材，在建筑行业需求旺盛，

经济效益相对较好。但是2014年，情

况发生了逆转，房地产在一些地区增

速放缓，发电厂的粉煤灰产能过剩，市

场供大于求。齐建国认为，像这样的

情况，政府和学术机构要积极研究。

首先，粉煤灰循环利用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环境保护，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是

否能给予支持。同时加强市场引导，

各地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建材

需求旺盛，是否可以优先使用再生资

源产品。另外，也要积极探索粉煤灰

的其他用途。

此外，在齐建国看来，从“谁污

染、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出发，发

电厂照常生产，其垃圾资源化产品在

市场消耗所需的成本，如果无法通过

市场运作消纳，就需要政府进行补

贴。其来源可以通过增加税收，提高

电价，就可以从物质循环的产业链转

化到经济价值链，最后通过市场数个

体系的转化，维持循环经济中各行业

的产业链。

循环经济产业园和园区循环化改

造只是循环经济的一个缩影，企业小

循环、园区中循环、社会大循环，从工

业、农业再到城市的协同发展，在初期

既需要市场运作，同时政府也要加强

引导，不断完善各系统中的产业链结

构，实现区域性大循环。

园区“循环+”还要政府“领着走”

雾霾锁城，早已不仅仅是环保部

门的事情，需要各界行动起来关注

环保发展循环经济。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原副院长夏青讲道，循环经

济在过去一直扮演着锦上添花的作

用，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发挥雪中送

炭的魅力，切实改变我们的生产生

活呢？“我想在未来 5—20 年中，科技

创新可以让循环经济成为环境保护

的主题。”

循环经济发展
关键在企业

实现资源利用的最优化，这就是

给予循环经济雪中送炭的机会。但未

来绿色循环生产力在哪里呢？夏青认

为，未来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之路，还

将寄托于中小企业和体制机制优化后

的大企业。

陕西鑫能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坐落于西安市国家高新技

术开发区的企业，它的优势在于为客

户提供定制型节能、环保服务的高新

技术。企业从事水处理、气处理、生活

垃圾治理 EPC 业务、土壤修复、污泥

处置、海绵城市建设等环境综合治理

业务，为用户提供了许多全方位的环

境综合治理解决方案。

为提升专业水平，鑫能与科研院

所合作，实现技术创新。据了解，鑫

能的设计合作单位包括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新

时代国际工程公司、中联西北设计研

究院等。鑫能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制出的专门

针对重金属土壤污染的修复剂，对重

金属污染的土壤有良好的修复效

果。并且研究发现，德国杨树、紫穗

槐、曼陀罗、三叶鬼针草等在植物修

复中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鑫能根据多年来电厂脱硝、除尘、

脱硫设计及项目管理经验，形成并掌

握了多种有效湿法脱硫技术和 SCR

脱硝技术，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了两条

超低排放控制技术路线。

在城市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建筑

垃圾、渗滤液处理等最前沿的技术方

面，鑫能针对秸秆、畜禽粪便、农村厨

余垃圾等农业废弃物采用自主研发技

术，通过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填埋场

产生的填埋气进行发电热电联产，也

可以提纯CNG用于车用燃气。

实践证明，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粗

放型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而科技创

新将加快这一变革进程。

互联网+循环经济

如今互联网已渗透各个领域，如

何通过互联网推动循环经济，提高资

源回收利用效率，引起社会关注。事

实上，如果从循环经济“3R”的角度来

观察目前的生产生活，这一改变已经

有所显现。

源头减量要求企业减少资源消耗，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认

为，国家发展共享和分享经济，要创新

消费理念，延长产品的生产周期，提高

资源的利用效率，充分运用“互联

网+”。以互联网约车为例，过去只有

出租车、公交车能帮助人们降低私家车

的使用率，如今分享经济使更多私家

车、商务车加入其中，通过更灵活的收

费体系降低城市出租车数量的压力，

“顺风车”的出现更是使车辆使用率大

大提升，污染排放也得到有效控制。

重新利用主要应对结构复杂、回

收成本比较高的废弃物。中国社科院

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主任齐建国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旧的产品或者零

部件经过简单的修复、再制造后重新

利用可大大节约成本。目前在互联

网，人们通过手机就可以到相关网站

淘到心仪的二手电子产品，延长这些

产品的使用寿命。

3R中的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环节

使单一商品使用率的提升，向生产商

提出了新要求：产品的研发、设计过程

应该考虑到产品周期，而使用更耐用

的材料。北上广等大城市出现的公共

自行车，不仅只需手机扫一扫，在线支

付押金就可骑走，更重要的是车辆采

用全铝车身、防爆轮胎、轴传动等，高

科技手段集于一体，使其坚固耐用，降

低了维护成本，延长了产品使用周期。

三产融合已成为互联网+循环经

济的发展趋势，很多回收平台也是销售

平台，同时也是分享平台，而产品生产

企业在生产者责任制方面，也不再仅负

责经济责任，未来它们将承担物理责

任。齐建国分析指出，通过“互联网+”，

未来的生产企业在产品材料信息公开

方面，要细致到螺丝，包括原材料、结

构、毒害性等，这样下游的回收企业才

更有针对性。一些负责任的大企业还

将实现对产品的追踪，当产品需要回收

时，实现生产、服务、回收一体化。但这

需要大量资金，中小企业可能缺乏这方

面的能力，那么他们就需要向“生产者

组织”提交费用，购买专业企业的服务，

而这都需要“互联网+”“大数据+”的支

持，未来这将是重点发展方向之一。

科技创新发力
加速循环经济“雪中送炭”进程

本报记者 刘季辰

作为中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园区，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以下称“泰达”）一直以来都坚持3R（减量

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坚持经济、社会与环境的

统筹发展，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数据显示，近年来泰达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

在18%左右，万元GDP能耗、水耗以及污染物排放

均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为天津市GDP贡献超过

1/6，同时，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污染排放份额不

足1/60。单位产值能耗水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等节

能环保指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实现了

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的多赢局面，形成了有亮

点有特色的“泰达循环经济建设模式”。

9大主导产业助力绿色发展

泰达位于天津市东60公里，紧邻塘沽区。总规

划面积33平方公里。作为滨海新区发展绿色经济

的一大亮点，泰达在建区之初，就将循环经济理念融

入“大项目引领，小巨人推动”发展战略。逐渐形成

了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医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

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现代服务业9大主

导产业。

同时，各主导产业产能进一步释放，顺利实施了

三星电子、长城汽车二期、森精机、大众变速箱、艾达

等一批高水平、高效益的大项目。电子行业产值突

破2000亿大关，手机产量近1亿部。汽车产业产品

类别和产能双提升，新皇冠、新威驰、新长城下线，汽

车整车产量首次突破80万辆。石化行业产值超过

1000亿元，成为继电子、汽车之后第三个千亿级产

业。区内销售收入过百亿的企业达到24个，原有优

势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一批新的高端产品

成为重要增长点，形成了既有大树又有森林，既有链

条又有集群的良好局面。

“这 9 大支柱产业中，由于外资及合资企业众

多，行业类型、规模、管理模式、文化背景等的不同，

在推进相关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难题。”泰达相

关人士对记者透露。具体表现，一是循环经济产业

链的构建主要围绕支柱行业的核心企业，如丰田汽

车，康师傅食品、诺维信生物医药等。而对于更多

的中小企业，由于废物及副产品交换的信息不对称、

不通畅，很少自发地构建产业共生的合作关系。二

是回收体系不完善，循环经济补链企业由于规范化

地处理处置废弃物，成本较高，竞争优势不强，长期

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三是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副产品和废弃物的

分类管理不佳，多是委托物业公司清运填埋，一方面

增加了废物填埋量，另一方面使得许多有价值的废

弃物不能被规模化的综合利用。

泰达相关人士表示，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和产

业共生网络是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和难

点。泰达将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经验与模式，探索实

施区域产业共生网络建设项目，搭建区域产业共生

信息服务平台，促进园区企业间的废物交换、构建产

业共生关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使企业形成共享

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从而达到减少

废物产生，提高资源利用率。

科技创新引领循环经济发展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依赖于科技的进步，

循环经济也不例外。有专家称，科技创新在整个循

环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

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必须通过不断的科技创新，降低

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以

最少的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近年来，泰达为完善创新体系，通过建设一批新

的创新基地、众创空间，及秉承集团化、链条化、基地

化的招商策略，迅速聚集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超

过5500家，其中科技“小巨人”超过400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300家，创新产业链网逐步形成。

针对众多中小型企业，通过建立区域产业共生

网络平台，解决企业之间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

进企业之间开展产品及副产品交易，推进先进科技

的应用与实践，有效实现资源有效利用。截至目前

已有区内248家中小型企业加入区域产业共生网络

平台，完成99组副产品交换对接，实现减少约98.1

万吨废物填埋量，增加收入1.58亿元。

同时，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之间循环经济网络，

一方面促进了科技型企业的快速成长，例如天津津

膜科技有限公司的膜技术在区域污水处理及回用工

程中得到很好应用及推广，其在2014年成功上市；

另一方面节能环保的科技型企业也成为区域循环经

济网络建设的支撑，例如天津裕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创新污泥资源化技术，建立区域工业及市政污泥

处理处置中心，实现全部污泥资源化利用；再如亿昇

（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磁悬浮技术在工业污水及

废气处理工艺中应用，提升了区域能效水平，减少了

污水排放。

本报记者 甘国治

天津开发区：
科技创新引领循环发展

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