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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电侧何时才能
拥有结算权？

光伏强省竟成欠补大省

江苏户用光伏补贴
缘何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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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路透社汇编美国排名前 10 位
的页岩公司的财务数据称 ， 今年第二季
度 ，美国页岩企业创下了自 2016 年以来
最糟糕的季度业绩。

《关于做好 2020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
通知》 明确提出全面完成第二监管周期省
级和区域电网输配电价核定， 开展电价改
革相关政策跟踪评估。 电价改革再次成为
行业关注的热点。

美国页岩企业
交出 5 年来“最烂”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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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改要回归
价格机制改革

煤炭装备制造从“大国”
到“强国”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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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基能源“十四五”
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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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为何“难入园”
■本报记者 朱妍 李玲

“检查发现，目前全省 4580 家化工企
业中仅有 1458 家企业入园，尚有 3122 家
未入园。 化工企业入园率低的原因是什
么？ 未入园企业大体分几种情况？ 如何监
管？ 今后将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推动化工企
业搬入园区？ ”近日，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省发
改委、工信厅、生态环境厅等 16 个部门齐
聚一堂，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主任委员丛大鸣在会议现场抛出
一连串提问，揭示了化工企业“难入园”的
棘手问题。

山东是化工第一大省， 化工产业的
产值连续 28 年稳居全国之首，但同时深
陷安全、环保等现实之困。 早在 2017 年
底 ， 中央环保督察组即公开通报 ：“（山
东）全省化工行业无序发展问题突出，大
量项目违规建设， 环境污染和风险十分
突出”“环境风险较大的危化品企业应进
入化工园区，该省未提出明确要求”。 自
此， 山东推动合法合规化工企业入园工
作全面开启。

据记者了解，截至目前，山东已认定
化工园区 85 个， 企业入园率也已由 2017
年的 20%左右提至 34%， 但产业聚集度
低、企业布局分散等问题依然存在。 多位
业内人士表示，山东只是一个缩影，在全
国多地，化工企业入园比例均处于较低水
平，化工企业“园区化”之路困难重重。

由于产值规模大、安全风险多、环保
压力重，加之早年“先有化工后有城”等发
展模式埋下的隐患，化工行业被扣上“高

危”的帽子。 为实现转型升级，搬迁入园是
主要出路之一。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下称
“石化联合会”）园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
挺告诉记者，规范化是化工产业发展的基
础，搬迁入园既是政策要求，也是大势所
趋。 “把过去分散的企业聚集到园区，有利
于统一监管， 减少大量人力和物力消耗，
从安全环保等角度看也是绝对优选。 国家
相关政策明确提出了所有新建化工项目
必须进入园区、推进园区外的危化品企业
迁入园区等要求。 企业进入正规园区，还
可享受配套设施、上下游产业链、交通物
流等资源，个体竞争力将大大提升。 ”

在此背景下，化工企业入园工作近年
来在多地快速铺开。 例如，河南要求推动
现有化工企业进区入园，原则上不再批复
园区外企业；江苏规划今年全省化工企业
入园率不低于 50%，省会南京的企业入园
率不低于 80%；浙江提出，全省 80%以上
的危化品生产企业进入化工园区或化工
集聚区。 各地决心可见一斑，但实际进度
并不尽如人意。

“当初招商时，政府承诺这样那样的
优惠，如今突然一声令下要求搬迁，损失
谁来补偿？ 承诺还算不算数？ ”“说是搬

迁，实际很多装置一动就废了，停车拆除
不仅费钱，还有安全风险。 现在旧厂一时
半会儿停不了，新厂又要花钱建设，财力
人力都跟不上”“新址远离城区， 配备宿
舍、班车是一笔成本，不少员工还嫌离家
远、不乐意……”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
的企业声音。 石化联合会副秘书长庞广
廉还称，为推进搬迁，有的地区甚至采取
了拉闸限电等强制措施， 但也有 “钉子
户”拿了钱不愿搬离，导致“难入园”现象
普遍存在。

石油和化工规划院工程规划处处长
李强表示：“化工园区已成为行业提质增
效的重要载体，但目前化工企业入园率仍
不足 30%，园区规模小、布局分散等问题
突出，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差距。 特别
是对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今年是搬迁
改造的关键期，任务还比较重。 ”

“尚未落实承接园区的企业，若按原

址实施改造，彻底消除安全、环境等风险
隐患的成本很高；若不改造，自身安全和
清洁水平又难以实现根本性提升。 企业
经营始终存在痛点， 可持续发展难以为
继。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陈恺民
强调。

石化联合会会长李寿生证实， 资金
难以落实是不少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
“作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石化项目
建设动辄投入千万元， 一些大型项目甚
至达到上百亿元。 以山东为例，光是石化
企业搬迁所需资金总额就高达约 1219 亿
元 ，涉及 34.4 万人 ，用地需求 4.9 万亩 ，
压力很大。 ”

同时 ，由于从立项 、审批 、建设到
试生产 、正式投产的周期较长 ，项 目 从
启 动 搬 迁 到 完 全搬离 ，再到入园稳定
生产 ，通常需要 2-5 年 。 “搬迁是一个
伤筋动骨的过程 ，企业重建难 。 ”李寿
生称 ， “行业景气周期转瞬即 逝 ，在 此
过 程 中 ， 一 些 企 业 很 可 能 再 难重回
市场 。 ”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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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入园有利于规范高效管理、带动产业集聚，形成规模化的发展
优势，是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尽管多地全力推进，但整体入园
率当前仍不足 30%，“企业不愿搬、园区接不了”的现象普遍存在———

下转 3 版

欢迎订阅
《能源高质量发展》杂志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 中国能源报
倾力打造的《能源高质量发展》，秉持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办刊方向，聚
焦能源产业，刊载行业发展动态、前沿
信息、 发展经验和经典案例” 办刊宗
旨， 将为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决策者提
供科学决策信息和借鉴范例， 为从事
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领导、专家、学
者、 企业家、 基层理论工作者建立权
威、前瞻、新锐、真知、唯实的信息获取
平台。

目前，《能源高质量发展》征订工
作已经开始 ，欢
迎广大读者扫描
二维码， 快速获
取订阅回执表。

《中国能源报》社

2013 年青岛 “11·22”中石化东黄
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2015
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2019 年江苏
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
重大爆炸事故……一连串重特大事故
的爆发，给化工行业安全问题敲响了警
钟。 石化行业必须告别“野蛮生长”，找
到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

为有效防范遏制化工企业重特大事
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
我国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全面加强化工
行业安全综合治理。其中，化工园区因具
备集中管理的安全监管优势而成为行
业安全管理的重要抓手。“新建项目必须
进化工园区、现有企业逐步进区入园”随
即成为相关政策的主旋律。

例如，为吸取天津港“8·12”特别重
大火灾爆炸事故教训 ，2016 年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政策，要求全面启动城镇人
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域的危化品生
产企业搬迁入园或转产关闭工作；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就该问题专门出
台指导意见， 力推相关企业搬迁改造，
并制定了详细的任务时间表：城镇人口
密集区现有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
离要求的危化品生产企业， 需在 2025
年前完成就地改造达标、搬迁进入规范
化工园区或关闭退出。

在“化工企业大多属于危化品企业”
的背景下，危化品企业“入园”时间表的
制定出台， 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化工行业
整体“入园”已成不可逆的大趋势。 尤为
值得注意的是，化工企业“入园”不仅有
利于行业安全问题的解决， 也有利于企
业竞争力的增强： 化工园区作为全球石
化行业规范化、集群式、一体化发展的典
范，具有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企业一旦
进入正规园区，便可享受配套设施、上下
游产业链、交通物流等优质资源，经济效
益将大幅提升。简言之，不论从政府安全
管理角度来看， 还是从企业经营发展角
度来看，搬迁“入园”都是有益之举，理应
得到各方支持和企业的积极响应。

但现实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 在央
地接连出台政策推动之下，虽然我国化
工园区目前已初步实现规范发展， 例如
截至 2019 年，全国以石化为主导的化工
园区共有 676 家， 总产值约占石化工业
总产值的 60%，但从企业数量上看，仅有
30%左右的企业进入园区， 大多数企业
尤其是安全隐患相对较多的中小型企
业仍大量游离于园区之外，给加强安全
监管、遏制事故发生带来极大困难。

化工园区作为承载化工行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载体，之所以“叫好不叫座”，与
企业搬迁改造中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投入关系密切。 对于建设投资少则数千
万元、 多则数十亿元甚至数百亿元的化
工项目来讲，“船大难掉头” 的困境难以
回避，搬迁所需资金压力大、新项目建设
周期长等难题都给企业带来极大挑战。
除了企业层面问题， 化工园区本身缺乏
“吸引力”也压低了“入园率”。 虽然化工
园区数量不少，但管理规范、配套完善、
安全环保措施到位的园区依然是稀缺资

源。 具备产业成熟、交通便利、靠近市场
等优势的热门园区，更是凤毛麟角。如果
企业搬进了“不合格”园区，恐将面临二
次、三次搬迁甚至被迫关停的厄运，江苏
响水“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便是“一
家企业出事、园内全部企业关停”的典型
案例。 “不能搬”“不愿搬”“不敢搬”已成
为问题关键。

临难不避、实干为要。 2020 年是化
工企业搬迁改造攻坚之年。 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的政策， 在人口密集区，中
小型危化品企业和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的大型危化品企业须在 2020 年底前完
成搬迁改造，其他大型和特大型危化品
企业须在 2020 年底前全部启动搬迁改
造。 这不仅是适应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
的需要，更是化解“石化围城”和“城围石
化”，维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发展的责任所在。 临阵打退堂鼓的综合
成本，要远高于顶着压力探索“入园”的
成本，各方切不可因噎废食，必须勠力同
心、千方百计、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

化企入园不能因噎废食
■本报评论员

“化工企业入园率仍不
足 30%，园区规模小、布局分
散等问题突出， 与高质量发
展要求存在差距” “搬迁是一个伤筋动骨

的过程， 企业重建难”“一些
企业很可能再难重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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