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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煤化工基础的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黄远程

（晴隆县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贵州 晴隆 561400）

当前，我国的西北以及华北煤炭主产区，如内蒙、新疆以及宁

夏等，正在全力对现代煤化工项目进行发展。当前煤化工项目有

着投资大以及技术集度高、规模大等突出特征，为了避免产生过

多的污染、消耗更多的能源，产生大量的废弃物等，需要依照循

环经的模式进行发展。所以，针对煤化工基础的工业园区循环经

济发展模式研究给出了如下分析。

1 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以及内涵
1.1 循环特征分析
循环经济属于以资源的高效应用以及循环利用成为核心的

发展模式，其中的原则为减量化、再利用以及资源化，把低能源

排放以及消耗当作基础特征，进一步迎合了绿色发展思想以及

理念，属于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方式，可对之前传统的生产模式

进行革新，不再使用之前的生产、消费以及废气模式。

1.2 遵循原则
循环经济在输入过程中遵循了资源减量化原则，在生产过程

中遵循产品再利用原则，输出时，应用的原则为废物回收再利

用，这三条为原则为 3R原则。其中针对输入过程，需要减少对资
源能源的消耗，最终的目的为减少进入生产以及消费流程当中

的物质量；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使产品的使用周期得以延

长，并使其在多种场合进行应用，可将产品服务的时间有效延

长；在输出过程中需要对废弃物的排放进行减少，以便使废弃资

源得到二次循环应用，实现无害化处理。最终的目的为将废弃物

进行再次资源化，甚至实现零排放的目标[1]。

2 我国煤化工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分析
2.1 发展循环经济可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
煤炭属于关键性能源资源，对其进行深入加工与整个国民经

济有重要的关系，并联系到不同生产部门的运转，但是煤化工产

业的发展有非常突出的弊端，如生产规模非常大，所以排泄的废

物量也非常大，这种粗放的经营形式尽管使得煤化工产业发展

非常显著，但对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是不可持续的发展

方式[2]。
能源产业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应用，煤炭深加工行业是重

点环节之一。煤化工行业在具体生产当中会将非常多的煤炭废

物、如氮氧化物、芳香族化合物等固体，在大气当中进行排放，便

会有大量的固体化工残渣产生，不但对大气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还会对所在区域的土地质量产生影响。所以对于循环经济的发

展，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将具体的生产加工过程进行改善，使

其排放出来的污染物得到再次利用和加工，转变以往粗放的发

展形势，成为集约的发展方式。

2.2 发展循环经济是保护环境的根本途径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中，以环境作为代价的方式非常不科学。

当前，环境问题属于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国际环境组织和发展

委员会等相关机构对于环境保护发布了条例和约束，反复提出

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付出环境代价[3]。其中，煤化工产业作为主
要的经济发展产业，不但要加快经济增长，还要注重对环境的保

护，在煤炭资源开采以及运输当中会对大气产生污染，形成温室

效应，酸雨等生态问题，并在对煤炭进行深加工时，同样会面临

非常多的环境问题。所以在环境问题日益严苛的状态下，煤化工

产业必须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将自身的加工技术进行提升，并严

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等，以便迎合时代的发展需求。

3 煤化工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
3.1 工业园区的优势
煤化工行业对于循环经济发展原则的遵循，最关键的便是针

对生产加工当中的排放物等进行有效利用，其中我国煤炭资源

的集中在一些欠发达区域，这些区域在加工产品中的需求相对

有限，所以一些煤化工企业比较独立，与下游产业存在相应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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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距，所以煤化工企业与下游行业进行废物交换时，难度和困

难较多，易出现资源浪费问题、破坏环境。工业园区需要依据一

定的科学规划，聚集各类生产要素，提高集约强度。

煤化工行业工业园区的有效建设，使该产业真正走上循环经

济的发展道路，对于该园区的建立，突出的优势包括：①企业园
区内除了有相关联的工业企业外，还有必要的服务企业以及相

应的配套设施，这其中便包括了废物处理场以及绿化设计，可以

在对企业废物处理成本进行节约的同时，将工业排放物的处置

效率进行提升；②在园区内会将大量的煤化工企业以及相关联
的产业进行集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副产品以及废物交换成本

会明显降低，利用部分企业的副产品与废物转换，可以成为另一

些企业的生产原料，使得循环经济得以形成；③企业的聚集非常
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内部的企业交流和合作也会有所增多，有益

于对能源资源的使用效率提升，真正实现清洁生产[4]。

3.2 工业园区建设的原则
3.2.1 布局合理
首先，工业园区的选址一定要科学，煤化工行业工业园区需

要在具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的地区进行建立；其次，工业园区内

部的产业结构一定要科学合理，有详细的规划，具体来说便是入

园企业项目的审批一定要严格，要切实依照煤化工行业循环经

济发展的需求进行筛选和建立。

3.2.2 突出特色
煤化工行业工业园区的相关建设，需要将循环经济发展作为

本质和基础，企业和煤化工行业进行有效开展，所以要结合区域

的生产优势，有针对性地对地区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产业链进行

引进，同时与相应的发展进行结合对配套的基础设施进行构建，

以便使园区的运转效率得到提高。

3.2.3 工业园区建设规划
首先要以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主要的目的，将行业副产品以及

排放物的循环利用进行充分实现，为了使园区的外部经济、社会

效应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将基础设施配套标准以及管理效率进

行提升，所以要从产业布局、配套设施以及监督管理等各个角度

对园区进行规划和设计。

3.3 园区技术政策
工业园区的技术创新是对循环经济进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推动力，所以技术创新十分关键，更是对该行业实现清洁生产，

缩短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有效途径。①地方政府需要对园区
技术创新给予支持，提供相应的信贷以及政策，帮助企业进行创

新并申请国家专利，鼓励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发展；②政府
需要对园区内企业生产水平以及行业平均水平差距进行综合考

量，定期抽查企业的生产设备，将落后的生产技术及设备进行淘

汰，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设备更新进行鼓励。

4 煤化工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对策建议分析
4.1 以园区准入政策
准入标准的评判原则具体要以拟入园企业以及项目，与煤化

工行业的关联程度为准。此外，要把拟入园企业或者项目的生产

排污状况纳入具体的评判标准。煤炭深加工行业在我国的发展

较慢，所以会存在较大的污染物排放量，因此需要对环境准入标

准以及生态补偿制度同时编制。①地方政府需要结合该区域的
区域容量，结合生态发展情况，将其作为编制准入标准的基准

线。如果企业并不合格，不允许批准进入；②针对与标准不符的
项目或者企业，如果与煤化工有非常大的关联程度，并且能够将

企业的副产品或者存在的废弃物进行转化，使其成为资源，也可

以将标准适当放宽，对其征收生态补偿费用，以便使企业提高清

洁生产的重视程度。同时企业在符合标准之后，还需要将一些补

偿费用当作奖金，向企业和项目投资者返还。

4.2 园区技术政策
工业园区技术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关键驱动力，所以技术创

新可以保障煤化工行业实现真正的清洁生产。①地方政府要提
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及其他帮助内容，使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

能够获取专利，鼓励其继续开展更多的研发和创新，并推进合

作；②地方政府需要对园区内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充分考量，结
合该行业的平均技术，定期抽查企业生产设备的应用年限，将落

后的技术以及设备淘汰，以便使企业对技术不断创新。

4.3 园区经济政策
首先需要将园区价格政策进行完善，在定价机制当中融合生

态环境成本。具体来说便是地方政府需要对真实、可靠的环境成

本定价机制进行构建，并结合区域环境能够承载的动态变化情

况，完善定价机制，以便煤炭资源从最初的开采到最终的成品加

工，都能将生态环境的破坏成本纳入到具体的考量中，以此使企

业对创新进行推进；其次，使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加大煤化

工园区产生的倾斜力度。

5 结束语
总之，煤化工行业的产业链需要向高端进行不断的延伸，利

用对技术的创新以及开发，在对自身经济进行发展的同时，最大

限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便使废弃物象生产要素的转

化率得到提升，真正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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