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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低碳发展0节能减排已成为工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对安徽省工业企业碳排放

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比合肥经济圈组建前后碳排放趋势的变化"从产业结构优化0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低碳技术创

新等方面"提出安徽省工业企业低碳化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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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是由
!""%

年的英国能源

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

出,

#

-

"其内涵至今尚无统一定义$理论界的共识是"

低碳经济模式应该具有'三低(的特点"即低能耗0低

排放0低污染的特点$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形态上"主

要是低碳技术0低碳产业0低碳能源0低碳生活0低碳

城市等,

!

-

$近年来"国外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碳排放的评估0碳补偿机制及治理0以及能源

的消费结构等"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还处

在对西方低碳经济理论的跟进状态"并侧重于低碳

技术创新0节能减排的路径研究方面$而对于区域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的整体研究较少"对狭义的低

碳产业关注较多"对广义的低碳产业体系关注较

少,

%

-

$实质上"低碳经济是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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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无论是对于城市的空间规划"还是对于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问题"低碳经济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

考视角$

二"安徽省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现状

%一&安徽省工业企业总能耗占比增幅趋缓

本文选取了
!""$

年至
!"##

年
F

年的数据为

例"可以看出"工业企业对安徽
W<H

的贡献率较大"

自
!""$

年到
!"##

年"安徽工业企业增加值由

#GC%?$B

亿元迅猛增加到
%EC"?FF

亿元$工业企业

增加值占全省
W<H

的比重由
#$?$$X

匀速递增到

%E?FBX

%如图
#

所示&$

图
#

!

安徽工业企业增加值与能耗占全省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CA!"#!

&

!""$

年"安徽省工业企业总能耗为
F"#B?CB

万

:

标准煤"到
!""E

年"总能耗快速上升到
B"F#?B"

万

:

标准煤"占全省总能耗的比重由
$$?##X

上升到

$C?"EX

"之后开始逐渐降低"到
!"##

年为
$$?

B!X

$从总的递增幅度情况看"

F

年间"安徽省工业

企业增加值对全省
W<H

的贡献率增长了
##?C%

个

百分点"而工业企业总能耗的占比增幅仅为
"?F#

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安徽工业企业能耗的增幅开始

放缓"其占比增幅远低于其增加值对全省
W<H

贡献

的增幅$

%二&安徽省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增长趋缓

一般认为"城镇化建设0产业转移对碳排放有着

重要影响$国外大多学者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会加剧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也有学者研究认

为"城镇化对碳排放存在负的影响$因此"随着工业

化0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安徽省工业企业'三废(排放

总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如表
#

0图
!

所示$

表
#

!

安徽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情况

!""$ !""C !""E !"#" !"##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
:

&

B%GC$$"##E$%FF%B$""$ $%GG#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
6

%

&

BEB" CB$$ #%!FG#F$GE #F!$%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

&

G#EB F"%" FEB" $FBE CG$#

!!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C

!

!"#!

&

!""$

!

!"##

年间"全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由

B%GC$

万
:

增加到
$%GG#

万
: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由

BEB"

亿
6

%增加到
#F!$%

亿
6

%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量由
G#EB

万
:

增加到
CG$#

万
:

$纵向上看"

!"##

年

全省工业企业废水排放总量是
!""$

年的
#?#B

倍"

废气排放总量是
!""$

年的
!?#E

倍"固体废物排放

总量是
!""$

年的
!?"!

倍"几年间"三废排放总量都

呈现成倍增长$尽管如此"与全省工业企业发展速

度相比"三废排放增长总体上比较缓慢"都低于工业

企业增加值的
!?BC

倍的水平$

图
!

!

安徽省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CA!"#!

&

三"合肥经济圈对全省工业企业低碳化

发展的影响

合肥经济圈的构建始于'十一五(初期"是安徽

在参与泛长三角合作和中部崛起的黄金机遇中"为

进一步发挥区域优势资源"而形成的以合肥为中心

的五市联动发展的同城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经济圈

的地理范围从最初的三市%合肥0六安0巢湖&扩大到

五市%合肥0六安0巢湖0淮南0桐城&$经过几年的发

展"如今合肥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
G$G#?!

亿

元"

!""$

!

!"##

年"圈内五市的
W<H

占全省比重由

%G?$X

提高到
%C?$X

$

%一&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省
W<H

比重增幅较大

图
%

!

经济圈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C

!

!"#!

&

统计分析表明"合肥经济圈
W<H

与安徽省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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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

高度正相关"圈内工业企业增加值与经济圈

W<H

正相关$

!""$

年到
!"##

年间"合肥经济圈工

业企业增加值由
GC!?E!

亿元迅猛增加到
#G"%?G!

亿元"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FFX

匀速递

增到
%F?!BX

"经济圈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省
W<H

的比重由
E?"%X

迅速增加到
#%?EFX

$

由于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

加值比重较大"经济圈工业企业的节能减排状况直

接影响全省工业企业的总能耗$

%二&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增长

趋缓

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增长

趋势#

表
!

!

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情况

!""$ !""C !""E !"#" !"##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
:

&

#%"E"#GFBF#EG"G#CFB% #BE#C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
6

%

&

##G$ #%B$ G!F# G!%C G!!%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
:

&

CBE ##%! #$$E !#FC !$E!

!!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

!

!"##

&

图
G

!

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三废$排放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年鉴%

!""C

!

!"#!

&

将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与安徽省工业企业的

'三废(排放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三废(排放趋势基

本上趋同"其中
!""E

年是一个拐点"

!""E

年后合肥

经济圈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与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开始

下降"从而带动了全省工业企业三废排放总量下降

和增长趋缓$由此可见"合肥经济圈的组建"对安徽

省工业企业低碳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安徽省工业企业节能减排存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

安徽省正处于快速工业化0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中"在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中"轻重工业贡献比例严重

失调"钢铁0冶金0有色0建材0电力等工业企业"虽然

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逐年提高"但同时高耗能0高污

染0高排放的产业比重大"导致单位
W<H

的能耗也

较大$

!""$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轻工业企业实现增

加值为
GF!?#C

亿元"重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为

#"%#?F$

亿元"轻0重工业的比重为
#C

#

G%

"到

!"#"

年"安徽省规模以上轻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

值是
#GEC?BC

亿元"重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是

%$E#?#G

亿元"轻0重工业比重为
#C

#

GB

$轻重工

业结构的严重不协调"是导致安徽省工业企业能耗

比重高的主要原因$另外"三次产业结构中"

!""$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例为
#%?F

#

G%?B

#

G!?

E

"到
!"##

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

#

F%

#

%B?E

$经济圈工业化率明显提高"较
!""F

年提

高
B?#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
"?F

个百分点,

G

-

$

%二&废弃物的处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首先"在污染控制方面"虽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均高于国家平均水

平"但近年来一直没有明显提高"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率还呈现降低态势"

!""$

年为
E$?GX

"到
!""E

年降

为
EB?!X

$而危险废物的处置率波动较大"在
!""E

年为
GE?EX

"

!"#"

年时为
E"?$X

"但到了
!"##

年

则下降为
FE?EX

$因此"通过节能减排技术的创

新"进一步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以及工业废

水排放的达标率"是当前安徽工业企业降低碳排放

关键措施$其次"在碳汇能力方面"几乎没有明显提

高"生态环境没有明显改善$多年来"安徽省森林面

积稳定在
%B"?#

万公顷"合肥经济圈的森林面积基

本稳定在
C"?C

万公顷左右"森林覆盖率没有明显

提高$

%三&能源供需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安徽是产煤大省"从
!""!

年以来"安徽省煤炭

产量以年均
B?$X

的增幅"

!""C

年煤产量首破
#

亿

吨"进入全国
C

个超亿吨煤炭产量省份$安徽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费仍然以碳排放量高的煤

能源为主"以原煤为例"

!""F

年"工业生产消费原煤

$"C"

万吨"到
!"#"

年工业生产消费原煤已达
#%GE%

万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
!""F

年的
"?$#

"到

!""E

年下降为
"?F%

"但能源生产弹性系数则由

!""F

年
"?FG

上升到
!""E

年的
"?C#

"直到
!"#"

年

才有所降低$因此"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大力

发展清洁能源0环保能源"是实施节能减排的关键

措施$

五"安徽省工业企业低碳化发展对策

%一&产业结构优化和低碳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指在特定领域内0地理上靠近的相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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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因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形成

的集合体$低碳产业集群是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

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能源清洁结构和

高能源利用效率而形成的产业集群$

随着安徽各地产业集群的快速崛起"近年来产

业集群对促进安徽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政府在低碳企业集聚过程中"应发挥主导

作用"一旦形成集群"在政策供给方面应着重提供企

业良好环境导向$例如"

!""C

年
#"

月"安徽省决定

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力图通

过体制机制的突破"探索依靠自主创新引领区域经

济低碳化发展的新路径$合肥0芜湖0蚌埠三市及周

边的几家大企业"集中了全省
E"X

以上的创新资

源$试验区可以通过实施产业升级等创新工程和科

技体制改革"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以高新技

术产业0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

构$合芜蚌三市是承接泛长三角产业转移的试验区

和先行区"通过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和培育低碳产业

集群"可以降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污染转

移的风险"有助于增强中部地区城市经济的竞争力$

%二&区域分工与合作

发展低碳经济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避免各地生

产雷同现象$安徽省块状经济群体大多由'小而全(

企业构成"产业结构尚欠合理"产业链上下游之间联

系与配合不够密切"发展相当不平衡$一些群体内

部竞争多"相互联系配合少"往往导致恶性竞争"造

成资源的浪费$

因此"针对圈内各市主导产业和综合优势"通过

产业对接0合作0转移"统一规划各市主导产业布局"

构筑跨区域产业链"鼓励0引导各市相关企业跨市并

购重组"避免城市间的经济关系离散"打破'小而全(

的经济体系"实现区域内资源共享0优化资源配置"

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合肥经济圈自组建以

来"区域间的合作明显加强$比较前文的图
!

和图

G

不难发现"安徽省的工业企业的'三废(排放趋势

与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的'三废(排放趋势高度相

关"

!""E

年后合肥经济圈工业企业'三废(排放量开

始下降"这说明经济圈的组建对全省的'三废(排放

趋势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探索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低碳技术创新

目前"安徽工业企业在促进技术创新和节能减

排方面的主要措施是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两种"真

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碳技术还比较少$由于受

到西方技术供应方面的制约"安徽工业企业在节能

减排方面呈现周期长0成本高0收益低的现象"导致

'污染留在当地"利润流出外地(的恶性循环$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工业企业节能减排问题"必须大力

推动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如果不能由自主创新形

成核心竞争优势"新能源产业将依然处于产业链低

端"这样企业必将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转向对西方

低碳能源技术的依赖"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

自主创新形成竞争优势$

为促进低碳技术的自主创新"政府需要积极探

索技术创新机制,

F

-

"具体来说"应重点做好三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搭建好'产学研(平台"推动高校0科研

院所和企业的合作"从而极大提高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降低技术创新风险!二是加大

科技投入"大力支持企业的自主创新"目前政府对企

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明显偏少"资金主要流向科

研机构和高校"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鼓励节能减

排技术在企业的研发与应用!三是提高市场准入门

槛"限制那些高能耗0高污染0高排放的'三高(企业

进入市场"严格审批标准"而对'三低(企业0自主创

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开辟'绿色通道(

,

B

-

"这样可以

鼓励和带动其他企业实施低碳技术创新"以全面落

实节能减排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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