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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 规定， 只有在焚烧炉炉温≥
850℃时方可投入垃圾。但在杭州市
生态环境局钱塘新区分局和济宁市
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中， 发现杭州
萧山城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的 1 号
焚烧炉和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的 3 台焚烧炉均在炉温低于
850℃期间投入垃圾。

此外，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 明确指
出，在未投入垃圾的情况下，用辅助
燃烧器将炉膛温度升至 850℃以上
的时段，可标记为“烘炉”。 然而，就
在炉温低于 850℃的时段， 上述两
家焚烧厂仍自作主张将焚烧炉工况
标记为“烘炉”。

而在河南省郑州荥锦绿色环保
能源有限公司， 本是正常运行中的
焚烧炉，却被自行标记为“故障”。然
而就是在这所谓的“故障”时段中，
焚烧厂实际上却在源源不断地超标
排放污染物。

根据我国 《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
定》第十三条，未按照标记规则虚
假标记的，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
据的行为均属 “通过逃避监管的
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目前，杭
州市生态环境局钱塘新区分局、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和郑州市生态
环境局荥阳分局已分别对上述三
家企业处以 28 万元 、82 万元和
15 万元罚款。

“客观来说，不仅仅是垃圾焚烧发电厂，
诸如生活垃圾填埋场、 城市污水处理厂，这
样的企业都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般情况下，
它们不能停工。 生活垃圾必须天天处理，否
则公共服务就不能正常运转。 ”在中国人民
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
君看来，对于此类带有垄断色彩同时又兼顾
民生问题的大型企业而言，在地方环保执法
上很难做到真正严格。

宋国君表示，目前，我国环保政策的执
行多是以地方环保局为主体，特别以地级市
居多。 “而像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样的企业，如

果达到一定规模，跟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也
必然是非常密切的。 这一过程中，地市一级
的环保监管若不严格规范，就可能就存在一
定问题。 ”

记者了解到，对于此次受到处罚的三家
企业，初始问题的发现也并非市一级环保部
门，而是生态环境部通过大数据分析向有关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移交了相关线索。 在接到
线索后，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进行现场核实，最终才得以确认和
查处违法行为。

为此 ，宋国君建议 ，要强化对重点企

业的环保监管，就应该将权限上移，由省
一级环保厅加大检查力度。对于环境违法
行为的处罚，宋国君特别强调，在加强监
管的同时，惩处的方式、力度必须严格遵
照相关法律。

针对垃圾焚烧发电中存在的环境违法行
为， 除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和各地方的行政处罚裁量外，按照财政部
和生态环境部要求， 垃圾焚烧发电厂因污染
物排放超标等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的，
将核减或暂停拨付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补助资金。

“对行业加强监管肯定是必须要做的，但
此次三家企业暴露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加强监
管就能根治的。 就像人生病发烧了，不能说拿
冰块敷着就行了，这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表示， 三家企
业“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背后，可能是工艺技术存在缺陷所致。

徐海云表示，目前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主

要使用的炉型分为流化床炉和炉排炉两种。
此前， 国内曾经集中拆除过一批流化床炉。
“之所以拆除，肯定是因为炉子有缺陷。 而这
次出问题的三家焚烧厂使用的恰恰都是流
化床炉。 对于工艺技术上的问题，可能是经
过各种努力却怎么都不能达标排放，这时候
就会有企业动起歪脑筋，采取一些非常规的
手段企图逃避监管。 ”

“针对垃圾焚烧发电的具体工艺路线，国
内现在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各种维度上还存
在一定争议。 ”徐海云建议，为了促进行业的
健康发展， 要正视垃圾焚烧发电各种工艺技
术的优缺点， 从根本上找出部分垃圾焚烧发
电过程中环保不达标的问题所在。“处罚不是
目的，找到病因、直面问题才能对症下药、药
到病除。 ”

工艺路线尚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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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监管漏洞多

“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实
现了碳达峰，计划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其间
约有 60 年，而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 30
年时间， 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
一个重大挑战与艰巨任务。 ”“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必须有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 ”在近日
召开的“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
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论坛上，与会专家纷
纷强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对我国
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
各地应更加积极地推动能源转型， 通过技术
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更精准地服务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降低碳强度是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认为， 碳达峰是
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 “我
们应让 2030 年的峰值尽量低一点，2060 年达
到碳中和的成本就会相应降低， 碳达峰不是
‘攀高峰’，也不是‘冲高峰’，而是要在经济高
质量增长的同时， 通过降低碳强度来达到碳
达峰。 ”

在杜祥琬看来， 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
峰来“攀高峰”以谋求经济增长，关键是要防
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 “实际上，当前我
国钢铁、水泥总产量已占全世界的 56%，总产
量已经饱和，不需要再增长，因此应降低单位
产量能耗。 ”

除此之外，杜祥琬还表示，碳达峰不是
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
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 “只减少高耗能产业
是不够的， 在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的同时，
还要进一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服务业、
高技术产业等。 ”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表示，
现在一些地方有“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
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
办？ “碳达峰只是一个拐点，目前大部分省份
的能源消费拐点已经出现， 之后可能还有一
些波动，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 ”对此，
李俊峰建议，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
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作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技术创新是重要抓手

在我国仍属发展中国家、 能源依赖及消
耗仍较大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碳中和？ 在清华

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看来， 科技创
新、市场积极性、政策及产业结构调整都为实
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朱民表示，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从根本
上改变了产品、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排碳
过程。 而技术，是这一变化背后的重大抓手
和推力。

“以青海为例，目前，青海的光伏发电成
本已降至每度 0.14 元， 青海光电通过高压电
网输送到河南驻马店， 其电价已低于驻马店
当地的燃煤发电。 ”朱民认为，目前，我国光伏
仍有技术提升空间， 电解水制氢的降本技术
还在突破中， 氢燃料电池的降本增效也将为
产业作出巨大贡献， 加上我国的规模化发展
优势， 技术创新对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潜
力巨大。

而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机遇。 朱
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 2060 年，中国每年
将有相当于 GDP 总量 1.5%到 2%的资金投入
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转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 1.5 万亿
元，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至百亿元。

部分地区可率先实现碳中和

如何吸引能源低碳转型投资？ 中国银保
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表示：“钱
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有回报。 ”在他看来，各
地应做一些有利于减少碳排放、 气候投融资
的示范项目，有了好的示范项目、技术及商业
模式，资金就会源源不断进去，形成资金和实

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叶燕斐认为， 在面对诸如海上发电成本

较高的问题时， 各地应适当调整终端电力价
格，通过合理调配发电端、用电端的价格，建
立更加完善的电力市场， 激发整个产业能耗
改造的巨大潜力。

李俊峰指出， 全国要在 2030 年前碳达
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
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对中国很多地方来说，包括海南、深圳等地
已经可以开始考虑碳中和的问题了。 实现碳
中和目标虽然还有 40 年，但若是浙江、广东、
海南等地不在 2040—2050 年间率先实现，全
国就无法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

对此，李俊峰建议，地方政府在做能源
研究、开发、规划时，就要同时部署一部分地
区率先进入碳中和， 通过这些地区的经验，
结合一些大型企业率先转型的经验，找到实
现碳中和的路径，为全国未来的碳中和积累
经验。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
骥也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地方实
践尤为重要，需要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共同
努力。 应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
产业布局比较优势， 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
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
给地区与品种格局， 以及能源跨区输送通道
的分布， 同时精确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
职能， 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力度的影响，支持地方能力建设，加强指导
和帮扶等。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
报道：近日，山东省发改委、工
信厅等九个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开展“两高”项目
梳理排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

《通知》指出，“两高”项目
主要是指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明确的
“六大高能耗行业”中高能耗高
排放环节投资项目， 具体包括
钢铁、铁合金、电解铝、水泥、石
灰、建筑陶瓷、平板玻璃、煤电、
炼化、焦化、甲醇、氮肥、醋酸、
氯碱、电石、沥青防水材料等 16
个行业投资项目。

此次梳理排查范围是截
至 2020 年底全省已建成投产
和 “十四五 ”期间拟建 、在建
（已立项未投产）项目。 梳理排
查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
是产业政策、产业规划、“三线
一单”、 规划环评等符合性情
况；二是项目的立项、环评、能
评、安评、土地、规划、施工、质
量、产能替代、煤炭消费减量
替代、能耗替代、污染物排放
总量替代等手续办理情况；三
是项目建设实施情况；四是各
地对“两高”项目的支持性政
策措施。

《通知》要求依法依规分类
处置。 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
规划、“三线一单”、 环评规划、
减量替代要求， 未履行相关审
查审批手续，违规审批、未批先
建、批建不符的，坚决查处，严
格要求整改； 未审批的一律停
止审批， 已经开工建设的立即
责令停工， 已经建成投产的立
即责令停产；对违规项目主体，
依法依规予以处罚。 对已建成
投产“两高”项目，属于落后产

能的加快淘汰，有节能减排潜力
的进行改造升级；对拟建“两高”
项目，综合考虑能耗“双控”、煤
炭压减、环境保护、双碳目标实
现，以及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等问题，科学论证
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通知》还要求，健全工作机
制、 科学妥善处理防范各类风
险、强化督导问责。其中，在防范
各类风险方面，《通知》要求，山
东省各市要统筹考虑违法违规
项目关停退出涉及的民生保障、
职工安置、安全生产、债务处置、
金融担保等问题，逐个项目制定
关停退出方案，确保不发生金融
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

《通知》指出，铸造（含铸造
用生铁）、锻造、轮胎项目参照本
通知关于“两高”项目要求，一并
进行梳理排查。

据了解， 山东作为能耗大
省，近年来正着力解决“两高”
问题，瞄准可再生能源、核电、
天然气、“外电入鲁”四大领域，
加强协调、重点突破，不断优化
能源消费结构； 实施非化石能
源倍增行动计划， 因地制宜发
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
热能；逐步提高核电消费比重；
积极做好能耗“双控”和煤炭消
费压减工作。

在此背景下， 山东省曾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出台《山东省
能耗指标收储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积极推进能耗指标优
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保障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实施。 值得
一提的是， 山东省还曾在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的 《各
地区 2020 年前三季度能耗双
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中，实
现“双绿灯”。

虚假标记欲瞒天过海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
气污染物”———在日前生态环境部
公开的环境违法行为线索交办查处
情况通报中， 浙江省杭州萧山城市
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中
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和河南省郑州
荥锦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三家涉

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全部由于这
一原因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

三家企业到底如何 “逃避监
管”？ 在环保执法力度日趋严格的
背景下， 企业为何还要铤而走险？
对于垃圾发电行业的环保监管，又
该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
■本报记者 仲蕊

山东严格梳理排查“两高”项目

地地方方动动态态

“目前，我国环保政策的执行主体多为地方环保局，特别是以地级市居多。 而像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样的企业，如果达到一定
规模，跟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也必然非常密切。 在此背景下，地市一级的环保监管若不严格规范，就可能存在一定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