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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不少

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但与此同时，建筑垃

圾也随之增加，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如何

合理处置城市建筑垃圾、发展循环经济？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十四五”循环经济

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示范工程被列入“十四五”发展循环

经济的重点行动。

城市建筑垃圾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介绍：“土

地开挖、道路开挖、旧建筑物拆除和建筑施工

垃圾是建筑垃圾的主要来源，而处置方式则

以填埋和资源化综合利用为主。其中，工程

渣土仍以消纳和填埋处置为主。”他告诉记

者，近年来我国再生资源利用能力显著增强，

2020 年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达 50%，根据《规

划》，到 2025 年，我国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要

达到 60%。

尽 管 资 源 回 收 利 用 率 不 断 提 升 ，但 快

速增长的建筑垃圾仍给城市的垃圾消纳和

处 置 能 力 带 来 不 小 的 考 验 。 采 访 中 ，笔 者

发现当前城市建筑垃圾处置仍面临一些难

点——

垃圾处理随意，有效回收率不足。

以北方某城市为例，当地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中心项目产能规模为每年 100 万吨

（不含焚烧残渣），但今年以来仅处置 6 万吨，

建筑垃圾原料接收量不足 1 万吨。在项目总

经理谭成海看来，建筑垃圾处理的难点在于

垃圾的有效回收，“许多城市建筑垃圾被随意

掩埋或丢弃，并没有进行合理合规的处理。”

专家表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当前随意丢弃建筑垃圾的成本过低，亟待在

执法层面加强监管惩戒。

再生产品认可度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回收行业主要通过生产再生产品营利，

但目前施工行业对再生产品的使用较为谨

慎。大量施工项目在设计阶段不允许使用再

生产品，导致再生产品用途有限，在市场上缺

乏竞争力。”谭成海说。

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既要多方联

动，也须久久为功。“建筑垃圾随意填埋会破

坏土壤与地下水，影响生态环境。”蒋建国认

为，相关部门应加强协同管理，遏制随意倾

倒、丢弃和填埋等行为。谭成海建议，在明确

建筑垃圾生产企业责任与义务的同时，也应

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和使用建筑垃圾

再生产品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与保

障，促进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化、规

模化发展。

对这些问题，《规划》已作出一些部署：推

行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建立建筑垃圾分类管

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堆放、中转和资源化利

用场所建设和运营管理。同时，培育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行业骨干企业，加快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开发、

应用与集成。

“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是建设‘无废

城市’的关键一招，也是构建循环经济发展

体系的重要一环。”蒋建国认为，建筑垃圾资

源化再利用可以降低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助

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他看来，《规

划》的出台，明确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用

的方向和路径，下一步要以资源高效利用和

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为原则，进一步减少由于原材料开采、初加

工、产品废料处理等造成的能源消耗和二次

排放。

源头减量，分类管理，提升综合利用率

多举措让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赵鹏昊 王子凯

本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个智能深水钻井平台

“深蓝探索”日前成功开钻，标志着我国智能化深水油气装

备发展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据介绍，“深蓝探索”平台是为

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量身定制的最新型半潜式钻井平台，历

时 4 年 建 造 完 成 ，最 大 作 业 水 深 1000 米 ，最 大 钻 井 深 度

9144 米，集成了传统锚泊型钻井平台和现代动力定位型平

台的性能优点。该平台搭载智能运维系统平台，可实时采

集生产运维数据，实现云端处理、远程协同和优化决策；可

实现主、辅井口同时作业，相比常规单井口模式，综合作业

效率可提高 35%，进一步增强我国在中深水海域的油气勘

探开发能力。

我国首个智能深水钻井平台开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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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至 8 月，全行业销售叉车 75.57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58.4% 。 其 中 ，国 内 市 场 销 售

55.72 万台，同比增长近 51%，出口 19.85 万台，

同比增长 84%。

作为全球第一叉车生产销售大国，我国

叉车行业为何能“高原之上再攀高峰”？记者

深入采访行业企业，探寻叉车业的成长密码。

新需求带来新增长
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拓

宽叉车应用场景，带来巨大
市场需求

发车，发车，发车！7 月 30 日，在山东临

沂市柳工叉车的厂房外，一辆辆 13 米长的大

型货车排成长列，等待着新的叉车下线。35
台柳工 C 系列叉车刚一下线，便被发往玲珑

轮胎公司。“今年 1 至 8 月，仅玲珑轮胎一家客

户就采购了我们的近百台电动叉车。”柳工叉

车公司经理肖远翔高兴地说。

细细观察诺力股份、安徽合力、杭叉集团

等叉车行业重点企业的销售情况，制造企业、

仓储物流企业正成为叉车产品的主要客户。

“智能制造加速发展，带动智能工厂建设提

速、智慧物流行业高速增长，为叉车行业带来了

新的增长空间。”诺力股份常务副总经理刘云华

说，在智能制造时代，工厂车间、仓储库房内多

机器相互协调、统筹调度的场景将更加普遍，其

中，负责物料搬运的叉车必不可少。

在江苏超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车间内

占地面积最大的就是 20 米高的冷链智能物流

仓库。各类酱卤肉制品原料进出零下 20 摄氏

度的保鲜仓，靠的正是各式叉车。

电动叉车负责将原料从货车上搬至入库

口，堆垛机将原料叉取入库，穿梭车再将原料

送至各自货位。整个作业过程中，电动叉车、

堆垛机等叉车分工协作，尽可能减少人员使

用。刘云华分析，在物流行业，受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因素影响，物流运营机械化、自动化正

成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

“随着全球自动化物流仓储行业快速成长，市

场将对功能多样的叉车保持强劲需求。”

机遇就在眼前，不过，想抢占新市场，叉

车企业还需为传统叉车装上“大脑”，发展智

能叉车。

传统叉车全靠人工操作，可在智慧物流

中，自动驾驶已成标配。近年来，叉车生产厂

商各显神通。在导航模式上，有的企业选择磁

轨技术，有的选择激光技术，还有的采用摄像

头模式。此外，智能叉车还可扮演仓库的“眼

睛”，承担收集统计数据、供系统分析提高效率

的任务。徐工叉车就将其生产的新品叉车全

部联网上云，借助徐工工业互联网平台，提供

远程保养、维修、系统提升等服务。诺力股份

则通过收购相关企业，从传统设备制造商变身

智能仓储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提升软实

力，让叉车产品越来越“聪明”。

产业联动催生新产品
国 内 锂 电 池 产 业 的 发

展，助力行业企业在全球率
先推出锂电池叉车

从工程建设现场到车间、仓库，使用环境

由户外变为室内，对叉车污染、噪音控制等要

求更严，传统的内燃叉车难以符合要求。怎

么办？“油改电”，推行电气化。

多年来，全球叉车业致力于研发排放更

低、运行安静的电动叉车。起初，电动叉车普

遍搭载铅酸电池，一次充电需耗时 10 小时。

两年前，一次充电只需 2 至 4 小时的锂电池叉

车在中国率先上市、闪亮登场，为全球叉车业

开启了一场电池革命。

为 什 么 中 国 能 成 为 全 球 叉 车 业 的 领 先

者？采访中，答案愈发清晰：我国有强大而完

备的产业体系。

从技术路径上看，锂电池叉车充电时间

短、运行时间长，但过去受安全性和价格因素

影响，一直未能得到推广：一来，作为物料搬

运工具，锂电池叉车一旦发生爆炸，将直接危

及仓储物品的安全，后果比乘用车严重，造成

的损失也往往较大；二来，锂电池价格长期维

持在铅酸电池的 2 倍，高昂的成本让叉车生产

厂商望而却步。

转机悄然到来。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

源 车 市 场 的 迅 猛 发 展 ，锂 电 池 行 业 迅 速 成

长。“毫无疑问，我国的锂电池行业已位居世

界前列。强大的配套能力、稳定的产能，为

国产锂电池叉车的问世提供了机遇。”徐工

叉车有关负责人胡斯勒说。

国产锂电池质量好、稳定性高、价格适

宜，让锂电池叉车一上市就获得客户认可。

锂电池与叉车两个行业间的成功联动，很快

影响到全球同行业。随后，丰田等国际叉车

龙头企业纷纷推出锂电池叉车产品。刘云华

介绍，目前不少进口品牌向国内市场投放的

锂电池叉车中，采购的多是国产锂电池电芯，

电池组装也在国内完成。

不 仅 如 此 ，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

进一步为锂电池叉车拓展了市场空间。中

国 工 程 机 械 工 业 协 会 副 秘 书 长 吕 莹 分 析 ，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内燃

叉 车 的 排 放 提 高 至 国 四 标 准 ，生 产 成 本 大

幅 提 升 ，而 锂 电 池 叉 车 虽 然 一 次 性 购 买 成

本 较 高 ，但 后 续 维 护 、使 用 成 本 低 ，越 来 越

受 到 市 场 欢 迎 ，应 用 场 景 也 从 室 内 逐 步 拓

展至户外。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电动叉车销量

达 21.1 万台，同比增长 100.57%；我国电动叉

车 市 场 占 全 世 界 电 动 叉 车 市 场 的 比 重 达

32.51%，比 2020 年增加了 9.34 个百分点，位列

世界第一。“虽然从存量看，内燃叉车仍占主

流 ，但 从 增 量 看 ，电 动 叉 车 已 经 占 据 50%左

右。”吕莹说。

锂电池叉车势头正猛，不少行业企业又

将目光转向下一代技术。

“无论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都需要充

电，一定程度上影响叉车的工作效率。而氢

燃料电池加氢速度快，可让叉车长时间持续

工作，性能完全可与内燃叉车媲美。”胡斯勒

介绍，徐工正在全力研发氢燃料电池叉车，目

前样车已经下线。据介绍，叉车对氢燃料电

池技术要求不太高，制造成本也能较好控制，

而且叉车一般是小范围内作业，无需投资建

设加氢站，所以叉车与氢燃料电池不失为一

种较为理想的组合。

“蛋糕”有望继续做大
国 际 市 场 正 日 益 成 为

中国工程机械的新“蓝海”

9 月 1 日，诺力股份北美地区第二家仓储

中心正式开业。这个面积 1000 多平方米的仓

储空间，将用来满足当地代理商和客户日益

增长的产品需求。近年来，长期注重开拓国

际市场的诺力股份还在越南、马来西亚建立

了生产基地。

徐 工 叉 车 也 是 国 际 化 的 坚 定 实 施 者 。

“依托徐工辐射全球 187 个国家和地区的庞

大高效网络，徐工叉车的产品已远销巴西、

泰 国 、马 来 西 亚 等 2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胡 斯

勒说。

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一直是我国许

多叉车企业的目标。长期以来的坚持，造就

了近两年的“丰收”：2020 年，全行业出口叉

车 18.2 万台，同比增长 18.87%；今年上半年，

全 行 业 出 口 叉 车 13.9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83.06%。

叉车行业能实现“丰收”，有多重因素。

吕莹分析，一方面，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产业链

较长，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打破了正常

的供应链条，而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链完整，有效弥

补了国际产能缺口，进而扩大了市场；另一方

面，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企业的海外营销和服

务体系日益完善，实力也越来越得到国际市

场认可。“国际市场正日益成为中国工程机械

的新‘蓝海’，我们完全有能力保持优势、稳住

市场。”

展望未来，叉车行业企业信心满满。“目

前，公司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抓，国际市

场 占 60% ，国 内 市 场 占 40% ，未 来 ，‘ 两 翼 齐

飞’的格局仍将延续。”刘云华说。胡斯勒则

表示，到“十四五”末，徐工叉车将力争实现

产品销售超 50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占比

超 50%的目标。

上图：在杭州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杭叉

集团内，工人们正在新能源叉车生产线上组

装叉车。 人民视觉

市场销售快速增长，技术创新成果丰硕

小叉车攀上新高峰
本报记者 李心萍

叉车，一个过去市场表现一般

的专业设备，近两年却异常火爆，今

年以来，市场销售量增幅甚至超过

50%。

叉车走红，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智

能制造和智慧物流的加速发展。制

造业和物流业这两大传统产业升级，

为同处传统行业中的叉车带来了市

场空间，也为其带来了向电动化、智

能化升级换代的机会。这对传统装

备制造业无疑是重大利好。

其实，一个小行业得益于大环境

变化而“鲤鱼跃龙门”，这样的现象过

去并不鲜见。比如电冰箱，几十年前

还属于医疗设备。1956年，生产我国

第一台冰箱的北京雪花冰箱厂，当时

就叫北京医疗器械厂。改革开放后，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

高，冰箱逐步由医用设备和少数家庭

才买得起的“奢侈品”变成了进入千

家万户的耐用消费品，市场规模也就

呈几何级数放大。

对于行业内部企业来说，专业

性很强的小众产品迎来爆发性增长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产品大众化之

后，市场竞争一定会更加激烈。行

业内部企业固然拥有先发优势，但

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竞争

态势，往往难以享受到新机遇带来

的红利，甚至还有被后来者挤出去

的风险。只有尽快适应竞争格局的

变化，行业内部企业才可能立于不

败之地。当然，后来者也不能盲目

乐观，认为新“蓝海”里的机会俯拾

即是，而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打造

独特竞争优势。

智能制造带火叉车的更深层意

义在于，它再次诠释了一个经济学

命题：当所谓“淘金热”到来时，先赚到钱的往往是卖铁锹

的。企业在寻找投资和发展方向时，与其仅仅盯住“风

口”，不妨延展思维，多留意市场第二、第三落点，或许就

能避开竞争“红海”，甚至发现新“蓝海”。

其实，越是重大技术变革，孕育的商机就越大，带

来的衍生性、延展性机会也更多。比如，5G、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节能减碳等领域，都是当下的“风口”，

它们在创造巨大市场空间的同时，一定会孕育出诸多

类似叉车这样的“衍生商机”，关键就看我们能否用心

去发现和把握。

我们相信，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的 当 下 ，国 内 外 市 场 上 还 会 不 断 涌 现 出 新 的 、巨 大 的

“衍生商机”。及时发现、精准把握这些商机，相关企业就

能收获累累硕果，实体经济就会更加枝繁叶茂。

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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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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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寻找投资和
发展方向时，与其仅仅盯
住“风口”，不妨延展思
维，多留意市场第二、第
三落点，或许就能避开竞
争“红海”，甚至发现新
“蓝海”

本报电 （记者韩鑫）记者日前从工信部获悉：以“创新

点亮数字化未来”为主题的 2021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

会将于 9 月底在北京举行。此次展会旨在充分展示信息通

信领域新兴技术和应用创新成果，促进全球信息通信领域

交流与合作。目前，我国已建成 5G 基站超 100 万座，占全

球 70%以上，5G 终端用户突破 4 亿。本届展会汇聚了国内

外代表性企业，将以丰富的案例和场景展示 5G 等技术在工

业制造、能源、交通、教育、医疗、文旅、车联网、智慧城市等

领域的最新应用成果，全方位展示信息通信技术促进数字

化转型的创新探索。展会特设信息无障碍专区，将展示信

息通信行业在助力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融入信息化社会、

以数字赋能便利百姓生活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

2021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将举行

本版责编：韩 鑫

安徽首条长江隧道盾构机始发

本报电 日前，芜湖城南过江隧道盾构机自长江北向

长江南始发掘进，标志着安徽首条过江隧道正式开启穿越

长江之旅。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芜湖城南过江隧道全长

5.96 公里，其中 3.96 公里采用直径 15.07 米的超大直径泥水

平衡盾构机施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钱七虎指出，该隧道施工中，盾构机要一次长距离穿

越基岩段近 1800 米，并有 4 种不同地层转换，南岸江滩 600
米范围内还藏有可燃气体甲烷，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施工

难度最大的隧道之一，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大盾构施工提

供宝贵的经验。 （李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