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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

在在石石油油和和化化工工企企业业 116655 家家单单项项冠冠军军中中占占 8822%%

民民营营企企业业已已成成石石化化行行业业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生生力力军军
■本报记者 李玲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石油和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达 28760
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 90％。 在 377 家
石油和化工上市企业中， 民营企业和民营
相对控股企业达 267 家，占 70.8%。 民营石
油化工企业正在行业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 广大石油和化工民
营企业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
积极开拓新市场、新业态、新领域，在转型
升级、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等方面，实现了
新的飞跃与突破，成为推动石化行业高质
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近日公开
指出。

■■ 涌现出一批典型标杆企业

据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我国
石化工业总量的 60%以上。 其中，民营炼油
企业数量占 60%， 民营炼油和乙烯产能超
过 30%，化工下游农药、化肥、涂料、染料等
精细化工领域和轮胎等制品领域， 民营企
业的数量和产能均超过 80%。 单项冠军示
范企业和冠军产品中， 民营企业更是占比
达 80%以上。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

《2023 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 （销售收
入）分析报告》显示，2022 年，石油和化工民
营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合计 4.65 万亿元，占
全行业的 28.08%， 利润总额 3386 亿元，占
全行业的 29.96%。

民营企业规模壮大的同时，也涌现出
一批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行业大型企业、单
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3 石油和化工
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分析报告》显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七批 1186 家单项
冠军企业中， 石油和化工企业有 165 家，

占比 13.9%，其中民营企业 135 家（含民营
控股），占比 82%；认定的五批 1.2 万余家
“小巨人” 企业中， 石油和化工企业 1523
家， 占比 11.9%， 其中民营企业占据 1371
席，占比 90%。

“当前，民营石化企业整体已经具备相
当规模，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石油和化学工
业名副其实的生力军。 ”李寿生表示，“在
新发展格局下，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动态调
整企业发展战略，加强创新，参与并实施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坚、聚焦实业、做精
主业，涌现出一批典型标杆企业。 恒力石

化、荣盛石化、浙江新和成、赛轮集团、金
发科技等一批企业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代表。 ”

■■ 仍面临产业结构不合理难题

多位专家指出， 民营企业是未来石化
行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
整体来看， 当前我国民营石化企业的发展
还面临着战略定位不够精准、 创新能力不
够突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当前， 行业正处在转型发展的重要
时期，产业转型的要求迫切、空间巨大。 虽
然不少企业都在追求高端化发展、差异化
发展， 寻求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的方向，
但从绝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结构现状来看，
低端产品、 同类产品拥挤的现象比比皆
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低端过剩、高端
不足的发展弊端。 相当多的民营企业现状
是‘专的不够、精的不深、特的不优、新的
不亮’，企业的战略定位还不够精准。 ”李
寿生说。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小企业
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静敏在谈及 2023 石
油和化工民营百强企业面临的压力与挑
战时也提到，当前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及
创新能力不足，亟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
产品升级，走高端、智能、绿色可持续发展
道路。

另外，李寿生还指出，当前不少企业
的市场服务还局限在产品的销售服务上，

没有超前服务的意识，也没有为用户提供
一揽子服务的能力。 有的企业经营不够规
范，现代治理水平亟待提高；还有一些民
营企业产权结构不清晰， 合规意识不强，
内控机制不健全，缺少科学、合理、可操作
性的规章制度，与现代企业治理要求相距
甚远。

■■ 协同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8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又联合印发《关
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
通知》。

“这些政策必将开启新形势下中国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李寿生
表示，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将重
点抓好加强行业规划引领、 加强创新组
织协调、加强典型企业培育、加强体制改
革创新、 加强一流高效服务等五个方面
的工作， 推动中国向石油和化学工业强
国跨越。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二级巡视员
张文明指出：“石化化工行业要坚定不移地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当前石化化工行业结
构性分化，专业性计划特征更加突出，绿色
安全成为生存发展的底线要求，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新业态成为行业适应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关键。 ”

把钢渣、炉渣、电石渣等大宗固废收
集起来，通过运用 CCUS 技术，吸收二
氧化碳后，便可形成绿色节能的无机负
碳新材料。 近日，在接受《中国能源报》
记者采访时，山东京韵泰博负碳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帅指着一块
块形似大理石、花色丰富的“石板”向记
者介绍，“这个‘负碳石’可以说是捕碳
固碳的高手，生产过程中每吨负碳材料
能永久固化 0.3—0.5 吨二氧化碳。 ”

山东，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
地，固体废物产生量较大，处置政策体
系不健全等问题曾一度阻碍 “无废城
市”建设。 如今，山东通过一系列低碳、
零碳及负碳技术的开发推广， 发展的
“含绿量”正逐步转变为经济的“含金量”。

■■ 率先布局“无废城市”建设

“我国固废年新增量约为 30 亿吨，截
至目前，固废累计存量已达 600 亿吨。 ”近
日，在山东滨州召开的“无废城市”建设与
负碳科技绿色发展大会上，记者听到这样
一组数据。

记者了解到，山东高度重视“无废城
市”建设，去年就将“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方案列入省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全
国范围内第一个以省政府文件形式印发
实施， 并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基本建
成“威海市引领带动、沿黄 9 市重点推进、
其他城市梯次发展”的“无废城市”集群。

“山东省 16 个市全部申报国家‘无废
城市’建设，包括滨州在内的 9 个市纳入
‘十四五’ 国家建设名单， 数量居全国第
二。 ”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管言明介绍，“各市坚持一市一策，明确
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努力打
造山东特色和亮点。 ”

滨州市副市长屈跃宽说， 近年来，滨
州市委、市政府锚定“双碳”目标，持续推
动产业结构从“偏重”向创新引领转变，能
源结构从“偏煤”向绿能替代转变，运输
结构从“偏公路”向铁运水运转变，积极
争取近零碳城市、近零碳园区、近零碳排
放示范工程，全面打造黄河流域绿色低碳
发展样板城市。 “特别是在京博控股集团
工业尾气二氧化碳低成本处置、魏桥集团
赤泥综合利用等示范项目上取得了积极
成效。 ”

■■ 多种绿色低碳技术加持

固体废物并非“毫无价值”，而是“放
错位置的资源”。

记者了解到，负碳石的生产本质是变
废为宝的过程。 “通过‘再生资源+二氧化
碳’的方式，我们将钢铁、电力、水泥等行
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钢渣、粉煤灰、炉渣、
电石渣等大宗可再生利用资源，与钢铁企
业脱硫脱硝后合格外排的烟气中的二氧
化碳发生矿化反应，制备出高强度、高固
碳率的负碳材料。 ”赵帅告诉记者，整个生

产过程实现了利废、负碳、降本和高价值
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 月，负碳石获
得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颁发的全国
首张全生命周期碳足迹的负碳证书，证明
了 1 吨负碳新材料产品的二氧化碳净吸
收量为 188 千克； 除生产过程捕碳固碳，
负碳石的用途也十分广泛。 比如，可用于
地铺、干挂、装饰、台板等领域，还可定制、
加工成工艺品。

目前，京韵泰博已为当地电厂建成全
球首座万吨级二氧化碳直接利用 CCUS
示范项目，已完成从小试、中试到工业化、
产业化的跨越。 “项目一期每年可消纳钢
渣、粉煤灰等大宗固废 16 万吨、实现二氧
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6 万吨，年产 400 万
平方米负碳新材料。 ”

事实上，在山东，像京韵泰博这类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及行业先进技术的企业
不在少数。 例如，山东晟昌新材料有限公
司创新研发的“一次成型可饰面胶合板自
动化连续生产线”技术，不仅填补国内外
同行业空白，还使生产效率翻多番，年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 6000 多吨。

多种绿色低碳技术逐渐应用的同
时，山东省的“无废城市”建设也在扎实
推进。

■■ 成立产业联盟“碳”索未来

立足新发展阶段，山东省将释放出更

多“绿动力”。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
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山水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发起成立“山东省负碳
产业发展联盟”，这是集“政、产、学、研、
金、服、用”功能于一体的机构，主要致力
于低碳、零碳及负碳技术的开发推广与产
业发展。

“我们计划在 2026 年前复制 22 个负
碳基地， 消纳大宗固废 2000 万吨以上，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00 万吨以上。 ”赵
帅说。

管言明坦言，“无废城市”建设是一个
长期探索过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制度、技术、宣传、市场等多要素保障、多
方助力。

“未来， 滨州首先将聚焦能源利用高
效化，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规模迅速晋级
‘千亿’；同时，在城市管理智能化方面，将
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在资源整合流
程、优化节能降耗等方面持续发力；此外，
还将致力于生活消费低碳化， 倡导绿色、
共享、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低碳消费
新局面。 ”屈跃宽说。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
吴炎表示，下一步，山东将紧紧把握工业
绿色发展的时代脉搏， 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中发挥龙
头作用，深化负碳科技技术在工业领域
推广应用，推动工业发展绿色化、清洁
化、低碳化，谱写好制造业绿色转型“大
文章”。

本报讯 10 月 10
日 15 时 34 分， 国网
金昌供电公司 35 千
伏红山窑变电站 111
红煤线 117 杆柱上断
路器遥控执行合成
功， 标志着配电自动
化系统自首台配网终
端接入后又一次实现
新突破， 迎来一项重
要的技术实体化应
用， 打开了智能化配
网调度新局面。

据悉， 配电自动
化主站系统由配电主
站、 配电终端和通信
网络组成， 主要对配
电网一次设备进行远
方实时监测和遥控，
并实现配网设备故障
定位、 提升配网数据
感知、 实现配网监视
及控制功能。

配电自动化主
站系统的成功上线
将打破配网 “盲调”
现状，提升配电系统
的智能化和可靠性。
为确保该项目的顺
利实施，该公司电力
调度中心对系统建
设 、图模完善、网络
调试 、 配网终端接
入、接口测试等工作
进行精心部署，严格
把控遥控指令从主
站系统通过网络通
道下发至配网终端
设备 ， 再操作于现
场设备的每一步 ，
全力保障准确性和
稳定性。

配电自动化系统
的实施， 主要是在配网终端实时监测和
数据上传主站系统的基础上，实现对电
网的自动调控和优化，实现迅速响应电
网变化，同时提升配电系统的可靠性与
安全性，在配电自动化系统中实现远方
遥控操作，不仅节约现场倒闸操作人力
成本、缩短倒闸操作时间、降低现场近
身操作风险，同时实现配电自动化系统
功能实用化、 提升配网调控智能化水
平，有效预防了因设备故障引发的事故
和停电现象。 在庞大而高效的网络监测
体系中，为配电系统运行管理带来革命
性变化，实现对电力负荷和设备状态的
全面监控与精准控制。

下一步，该公司电力调调度中心将
继续关注配网发展趋势， 检验配电自
动化系统功能实用性， 实现配网全量
设备可观、可测、可控，为配电网精益
管理、抢修指挥和精准投资奠定基础；
同时逐步跟进并配合开展有源配电网
（分布式光伏、小水电等）信息接入，进
一步实现对低压有源电网的感知和精
益化管理，提升主、配网调度协同控制
水平。 （魏佩）

借力低碳技术，山东加快打造“无废城市”
■本报记者 张胜杰

随着冬季供暖期
临近， 中国铁路沈阳局
集团有限公司合理安排
运力，持续加强煤炭、粮
食、 化肥等重点物资运
输组织， 为保障国计民
生和冬季供暖需求提供
可靠运力保障。

图为 10 月 19 日，
一列满载煤炭的货物列
车奔驰在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管珠
（珠斯花）至珠（珠恩嘎
达布其）铁路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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