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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智绿

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

绿色供应链……近年来，在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我国工业

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正在加快，工

业整体含“绿”量持续提升。但

工业绿碳发展一些薄弱环节仍

有待加强。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工

业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

合利用司二级巡视员慕颖在近

日举行的 2024工业绿色低碳发

展大会上表示，我国工业领域要

聚焦“双碳”以及新型工业化目

标下产业变革需求，加快传统产

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推动新兴

产业绿色低碳高起点发展，完善

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

机制，进一步推动工业绿色低碳

发展。

培育标杆引领绿色转型

工业行业是碳排放大户，绿

色化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方

向之一。

“我国绿色制造体系不断完

善，通过打造绿色标杆引领推动

重点行业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

升。”慕颖说。

在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正泰新能”）盐

城基地零碳工厂内，从基础设施

到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再到设

备精细化管理，“绿色”贯穿生产

管理全流程。

“绿色从来都不是口号。”正

泰新能常务副总裁、首席可持续

发展官黄海燕在会上表示，正泰

新能以绿色供应商、绿色设计、

绿色生产、绿色回收、绿色信息

披露五大板块，分阶段、分项目

推动企业绿色供应链建设，打造

环境友好型产品，推动企业绿色

清洁低碳化发展。

2023年，正泰新能实现碳排

放强度同比下降 7.12%，节能强

度同比下降34.18%，耗水强度同

比下降25.43%。此外，正泰新能

还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近年来，我国通过推动绿色

制造、塑造绿色工厂、培育绿色

产品、打造绿色供应链等举措，

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

效。截至目前，国家层面累计培

育绿色工厂6400家左右、绿色工

业园区 490家左右、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 700家左右，累计培育

国家绿色数据中心246家。

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在宁夏中盛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盛科技”）西

夏热电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粉煤灰、脱硫石膏通过密封管道

直接输送至原料库，经过精准配

比、搅拌浇筑等工序，最终变废

为宝，成为绿色环保的新型建

材。而这些固体废料的来源是

紧邻该基地的“产废大户”宁夏

电投西夏热电有限公司。

“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工业

固废在我们这里全部可以得到

有效利用，整个生产过程不再产

生任何工业废料。”中盛科技相

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工业

绿色转型，实施工业能效提升行

动计划，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

业用能结构，推进大宗工业固废

规模化、高值化综合利用，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绿色低碳产

业加快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累计培育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

地60个、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及再

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1313家，

以及环保装备制造业规范企业

358家。2024年，我国大宗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率约 55.1%，较上

一年提升约 1.2 个百分点；退役

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达 26.2 万

吨，较上一年增长约16.4%。

新型工业化生态底色有待擦亮

我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步

伐正在加快的同时，也面临着诸

多问题，如绿色体系建设水平仍

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对此，慕颖说，要进一步推

动企业和园区全面实施新一轮

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升级，培育更

多的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

在航空、船舶、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率先打造一批绿色供应链；深

入实施节能降碳行动，聚焦钢

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重点

行业推进绿色化改造，提升能源

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要聚焦新

兴产业绿色发展的瓶颈环节，加

快补齐短板、弱项，以高质量的

绿色供给激发绿色新需求。

同时，慕颖表示，要进一步

完善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

长效机制，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

系，推动各级各类标准衔接配

套，加强标准宣贯实施、应用评

估。

“要把握政策发展趋势，找

准关键技术发展方向以及建立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供应

链、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

志认证制度等方法路径，培养工

业绿色低碳发展人才，推动工业

绿色低碳发展。”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副主

任朱刚表示，同时要进一步通过

推动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

循环化、产品供给绿色化等方面

全方位转型，努力锻造我国工业

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擦亮新

型工业化的生态底色。

据新华社电 近日，在天津

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双港垃圾焚

烧发电厂，一辆辆垃圾车正在倾

倒垃圾。“我们一天可以烧800多

吨垃圾。”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

司双港项目副总经理刘学靖说，

焚烧产生的废弃物炉渣经渣场

处理后，还可与水泥搅拌，被制

成水泥砖，实现循环利用。

作为超大型城市的天津，每

天生产生活会产生大量垃圾。

通过焚烧既解决了垃圾填埋占

用土地的问题，也为居民提供了

生活用电。

天津是我国较早探索循环

经济发展的城市之一。近年来，

围绕循环经济产业链，天津搭建

起一系列发展平台，例如天津子

牙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循环经济

为主导产业，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建立了完善的资源循环利用交

易制度体系。此外，2024年印发

实施的《天津市加快废弃物循环

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废

弃物回收体系建设行动，包括加

强工业废弃物精细管理、完善农

业废弃物收集体系、推进社会源

废弃物分类回收利用等。

截至目前，天津登记再生资

源回收业务的经营主体达 3600
余家，还有30多家再生资源加工

利用企业纳入工信部规范条件

企业名单。

天津不少企业突破“舒适

区”，主动进行转型升级，走上

“绿色路”。

报废汽车的变速器、发动

机、轮毂、车灯等汽车零件被工

人一一细心拆解，车辆钢材料经

破碎后被送至钢厂再利用；旧车

身进入智能化流水线，15分钟后

被粉碎，残渣自动分类回收铜、

铝、塑料等材料……位于天津子

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天津新能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每天可回收

100多辆报废车，当天就能全部

拆解完毕。

“一辆报废汽车能回收废钢

铁 0.7吨，发动机经精细化拆解，

可用来回收的物料有近 50种。”

该公司总经理张桂钰说，他们与

全国资源回收下游企业在铜、铝

方面合作，近 3年累计回收各类

再生资源400多万吨。

子牙经开区下属的天津子

牙循环经济产业园，30多年前是

“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家庭作

坊式的废电器、电线拆解企业聚

集地，如今集聚了再生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155家。

“要算‘经济账’，更要算长

久的‘生态账’。我们发展专业

化的废弃物资拆解产业，大家铆

足劲儿向‘绿’奔跑。”天津子牙

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彦江说，再生资源在园区物尽其

用，2023年实现产值125.4亿元。

随着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

限公司落户天津，这里的循环经

济迎来新发展机遇。“天津市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

园区循环化改造等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及

其二三级子公司的落地，有利

于天津更多地承担国家循环经

济领域的重大工程和重大科技

攻关任务。”南开大学循环经济

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军

锋说。 杨文白佳丽

吞“废”吐“金” 追“新”逐“绿”
——天津发展循环经济一线观察

正泰新能盐城基地电池车间

天津一家家电拆解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冰箱拆解线拆解废旧冰箱。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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