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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新政推动环保装备制造业新政推动环保装备制造业““四化四化””融合融合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

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促进

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着力推动环

保装备制造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万亿元级产业。

“环保装备制造业是推动绿色低碳

转型的重要基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技

术保障。”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名誉

会长王亦宁表示，《意见》从国家层面引

导加强环保装备制造业的全产业链自

主可控、加大创新能力建设和先进环保

装备推广力度、推进传统技术装备和工

艺的降碳扩绿改造、加大先进产品和优

质企业的宣传推广，推动产业和产品向

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的

高质量方向发展，促进行业加快构建新

增长引擎。

提出更高要求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

环保装备制造业规模持续壮大，据有关

行业协会测算，“十三五”以来，环保装

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接近

6%，2024年达到9200亿元。

同时，我国环保装备技术水平呈现

“总体并跑、局部领跑”局面，如燃煤机

组超低排放、高温烟气过滤等一批技术

装备已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常规污染物

协同处置、难降解污染物高效处理等一

批高端装备实现突破，环保装备与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

合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持续提升。

王亦宁说，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

“双碳”目标为引领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对全面提升环保装备制造

业的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掌控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

为此，《意见》提出了主要目标：力

争到2027年，先进技术装备市场占有率

显著提升，标准体系更加健全，重点领

域技术装备产业链“短板”基本补齐，

“长板”技术装备形成国内主导、国外走

出去的优势格局，构建较为完备的环保

装备供给体系；到 2030年，环保技术装

备产业链“短板”自主可控，长板技术装

备优势进一步扩大，环保装备制造业行

业规模、产品质量、综合效益进一步提

升，培育一批产业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

力强的龙头企业，推动环保装备制造业

从传统的污染治理向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全面升级。

科研与产业存在脱节现象

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较

快，但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

王亦宁说，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

带来的变化，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同质

化竞争问题日益突出，市场呈现低端拥

挤、高端缺失的结构性矛盾。全行业

90%以上的企业为中小型企业，产品

技术含量低、趋同化严重，“价格战—

低利润—弱研发”的恶性循环问题凸

显，先进环保技术装备推广难度大。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任洪强表

示，环保装备行业创新能力不强、产

品低端同质化竞争严重、先进技术装

备应用推广困难等问题突出，产品在

高端化、模块化、标准化、智能化方面

与发达国家技术装备产品差距较大，

关键技术装备供给能力与重大环境治

理需求不相适应。

“我国环保装备科研和产业存在

脱节现象。”王亦宁介绍说，80%的技

术研发创新来自高校、科研院所，2020
年以来我国环保装备有效专利 28.83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 1.55万件，专利数

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仍存在技术研发

与市场需求脱节，研发过程难以与企

业形成合力，易忽视复杂工况下的工

程化适配问题，同时研发成果缺少行

之有效的中试平台进行市场化验证，

导致我国环保装备制造业长期以来科

技成果转化率不足 30%，与发达国家

50%-7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比仍

有显著差距。

仍需加强科技创新

为推动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意见》从推动关键环保技术装备

研发攻关、加快先进环保技术装备推广

应用、培育行业发展新动能、优化产业

发展环境4个方面提出政策措施。

在推动关键环保技术装备研发攻

关方面，《意见》重点强调了开展关键

技术“揭榜挂帅”、创建环保装备制造

业创新中心、打造环保装备中试平台

等 3 个关键举措；在加快先进环保技

术装备推广应用方面，《意见》提出探

索建立环保装备用户评价机制和强化

环保技术装备供需对接两项举措；在

培育行业发展新动能方面，《意见》从

推动污染物治理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转型、支持优势环保装备企业“走出

去”、提升传统环保装备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水平等方面给出具体措施；

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方面，《意见》具

体从政策引导、标准体系建设等 4个方

面提出政策措施。

任洪强表示，通过构建以企业为主

导、多方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环保装备

中试验证平台，为环保装备从实验室研

发到产业化生产提供关键过渡性验证

服务，可显著降低技术转化过程中的风

险，有效打破堵点、填补技术成果转化

的“鸿沟”，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提升

环保装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智能化是所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必选项。”E20研究院院长傅涛表示，为

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

应走以产品化为核心，以标准化、智能

化为路径的“一体两翼”产业发展之路。

超焓燃烧技术解决油田废气

治理难题
科技日报讯 （记者薛岩）近日，由中科卓异

环境科技（东莞）有限公司、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中

石油长庆油田、中石化胜利油田等联合研发的“甲

烷及挥发性有机物（VOCs）超焓燃烧一体化处理

技术与装备”，成功通过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评价会鉴定。

长期以来，油田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治理

被公认是世界性难题。由于油田废气成分复杂、

浓度波动剧烈且排放点分散，采用传统燃烧技术

处理会造成效率低、能耗高及二次污染等问题。

此次通过鉴定的超焓燃烧技术，依托先进的

多孔介质红外燃烧辐射增强效果，实现了900℃以

下甲烷及VOCs的高效热氧化，处理率高达99.9%
以上，排放指标远优于国标标准，展现出突出的净

化能力与节能优势。不仅如此，该技术显著提升

了多孔陶瓷材料的抗热震性能，让其使用寿命较

传统材料提升 3倍以上；独创的一体化腔体设计

打破技术壁垒，使设备在废气浓度波动幅度达

80%的极端工况下仍能保持稳定运行；智能控制

系统实现多参数动态调节，燃料消耗较传统工艺

降低25%以上，运行成本大幅缩减。

经中石油长庆油田、青海油田以及中石化胜

利油田等工业现场实测，该技术在青海油田连续

运行两年，累计减排VOCs气体43.8吨，相当于种

植4万棵成年树木产生的生态效益。

此外，该技术采用模块化撬装设计，特别适合

油田、化工厂等空间受限场景。其独创的余热回

用系统可将处理过程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生产用

热，实现“治理即生产”的循环经济模式。相比传

统的热氧化技术，这一技术可大幅降低投资与运行

成本，为石油、化工等行业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截至 3 月 16 日，新

疆哈密南至郑州±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

程（简称“哈郑直流”）

2025 年度累计输送电

量超 100 亿千瓦时，是

该工程投运以来历年同

期输送电量历史新高，

较 2024 年同期输送电

量增加11.2%。

图为 3 月 16 日，国

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员

工在位于新疆哈密的天

山换流站开展站内设备

巡视测温工作。

新华社发（陈凯/摄）

退役动力电池循环利用技术
获新进展

科技日报讯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举行“电子

废弃物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装备创新成果

与应用”发布会。记者在会上获悉，常州厚德再

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厚德”）与

多家高校联合，自主研发全组分清洁回收、正极

材料修复、负极材料修复等关键技术。相关技术

提高了拆解的效率、安全性，以及回收利用的实

用价值和经济价值，为我国新能源汽车绿色化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装备支撑。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崛起，不

仅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还受益于技术创新的

推动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常州厚德董事长

王怀栋介绍，这一背景下，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拆

解、材料修复、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

用、技术标准等难题亟待破解。

面对相关技术难题，常州厚德持续展开探

索，针对退役动力电池传统“放电破碎”工艺存在

放电速率慢、电解液泄漏易污染、电极材料腐蚀

严重等问题，开发出基于惰性氛围温场流场可控

的“安全带电破碎—连续热处理及尾气污染防

控”技术；针对废石墨杂质脱除率低、除杂成本高

等难点，创新研发了废石墨气热提纯技术，创建

了一种集成化的高温反应梯级分离工艺；针对动

力电池磷酸铁锂正极废料回收流程长，回收率低

等难题，研发了一套完整的正极修复技术方案，

将正极材料从铝箔上剥离并进行相关表征，为后

续工序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常州厚德已建成5万套/年废旧动力电

池拆解与高值化利用示范工程，资源综合利用率

达 98%。与传统工艺相比，其能耗降低 40%、碳

排放减少60%，实现了退役动力电池循环利用。

柳鑫 滕继濮夏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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