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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G

点行业重金属排放量比2013年下降

12%，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6%左

右，固废资源化利用生态效益明显

提升。

综合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固废资源化利用生态效益及经

济效益成绩固然明显，但从可以利

用到实现利用，发展中还一定程度

存在各种短板，亟待破解。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首

先，固废产生量较大。工矿、有色

金属等重点行业的固废每年产生量

大、涉及面广，资源化利用价值不

大，资源化利用率远赶不上废弃物

产生的速度。如磷石膏、赤泥、煤

矸石、采选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废

物年产生量巨大，每年达千万吨甚

至上亿吨，能利用的价值不高、市

场对相关产品的消纳度有限，制约

了综合利用水平。

其次，固废利用市场发育不平

衡。云南有色金属在冶炼过程中产

生的废渣多富含铅、锌、铜等有价

金属，有价金属提取后可作为水泥

等建筑材料的生产原料，综合利用

率较高。但同时，矿石伴生的砷等

有害物质和元素，在开采冶炼过程

中形成高砷烟尘、有色冶炼烟气脱

硫渣、污酸中和渣等含砷固废。近

年来，随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

人心，砷产品市场需求日益萎缩，

受此影响，大量含砷废物利用率低

下，如何无害化处置是需要破解的

问题。

再次，利用技术和投入成本方

面较滞后。目前，云南固废资源化

利用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大企业

参与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中小企

业往往技术薄弱、智能化和信息化

处理水平不高、资金投入有限，导

致固废利用转化成本较高，有关利

用科技成果和技术转化慢，模式和

手段创新不足，制约了固废资源化

利用的发展。如文山开采铝土矿生

产氧化铝过程中产生大量赤泥，经

专家分析，赤泥中含高价值的镓等

稀有金属，但由于目前缺乏经济可

行的利用技术，成为对赤泥等固废

资源化利用的制约因素。

完善法规走市场化发展之路

在2020年8月，云南出台的《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顺

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依托市场优

势、资源优势，云南将大力发展环

保产业，加快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

技术创新体系和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生产方式，推动全省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到

2025年，全省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

达到1000亿元。到2030年，达到

2200亿元。到2035年，成为我国循

环经济示范基地、节能环保装备产

业基地、节能环保技术服务基地。

据了解，着眼《决定》提出的

打造千亿环保产业的相关要求，云

南将深化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工

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大宗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把传统

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

经济模式，改造为“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的闭环经济模式。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

爬坡过坎、负重前行的攻坚期，特

别是大宗固废治理和综合利用、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方面，还有很

多短板需要补齐。这些短板弱项，

既是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大

挑战，也蕴藏着环保产业广阔的市

场空间。”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有关

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云南应积极

将固废资源化利用作为环保产业

化、市场化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大

格局中的重要一环，要进一步破除

政策、土地、项目、税收等壁垒，

引导更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参与

进来，走市场化路子。针对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特征，出台更多更

细的地方性固废监管处置法规、条

例，让固废资源化利用作为法条固

定下来，让资源化利用有法可依。

云南省固体废物管理中心相

关专家认为，下一步，应切实提高

磷石膏等大宗工业固废利用能力，

围绕“以用定产”“以渣定产”要

求，倒逼磷化工生产企业研发磷石

膏综合利用技术，多渠道利用和消

化磷石膏；结合当前开展的全省生

态环境执法检查、危险废物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规范化检查考核等工

作，开展涉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严

肃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违规问题，及

时排除各类环境污染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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