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012),+ 3+045*6078 (. /105+15 9 :+;0+55*0+; </(10,- /105+156 :=070(+>

?(-@&" A(@#

B17@!$%!

盐化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机制研究

!!!以自贡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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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盐化产业作为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行业#面临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盐

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对低碳发展的机制进行评述#分析自贡市盐化产业碳排放的现状#提出政府需要构

建发展低碳经济的引导机制%驱动机制%规制机制和补偿机制#分析碳交易市场构建需要建立的定价机制%交易机

制和产权机制#阐述行业部门可以构建的锦标机制%集群机制%认证机制和协调机制#而企业则必须完善激励机制%

创新机制和协作机制&并就自贡市盐化产业在政府%市场%行业和企业四个维度下发展低碳经济的十四种机制进行

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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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电力#煤炭#有色#建材#化工#钢铁等六大重点高

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耗占全国的 CDE以上!其中化工行

业超过 %$E"$污染排放量!二氧化硫"占全国 "$E以

上$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工业的 F#@"E!其中化工行业

达 GE"%盐化产业作为重点高耗能产业之一$我国政府

非常重视其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国家发改

委和环保部相继颁布了&清洁生产标准'氯碱工业!烧

碱"(#&盐化工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导则(#&烧

碱H聚氯乙烯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清

洁生产标准'纯碱行业(#&纯碱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试行"(等行业标准和部门规章)另一方面$在发

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家#行业和各

省市都出台了相应的节能减排的规划$针对工业行业#

盐化产业提出了明确的指标要求%&*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I&$%%J&G 号"#&*十二五+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发I&$%%JK% 号"#&国家环

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发I&$%%JK&号"提出$到 &$%D

年$ 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年下降 %GE$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 &$%$年下降 LE$

氨氮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比 &$%$年下降 %$E$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年下降 %"E% &工业

转型升级规划!&$%%,&$%D 年"(要求$到 &$%D 年$规

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E$ 单位工业

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至少 &%E$化学需氧量#二

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E)并明确提出$要严格氯碱#纯

碱#无机盐#氟化工等行业准入% &工业节能*十二五+规

划( 提出了化工行业重点产品节能措施与目标$到

&$%D 年$烧碱综合能耗降至 FF$ 千克标准煤H吨$纯碱

工业综合能耗降至 F&$ 千克标准煤H吨)淘汰北方海盐

年产 F$ 万吨#湖盐年产 &$ 万吨以下的生产设施和真

空制盐单套生产能力年产 %$ 万吨及以下的生产设备)

并要求制盐工业要加快盐硝联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

FG



收! 推广三相流分效预热防结垢" 热电联产等节能技

术!开展制盐系统综合节能技术改造#

随着盐化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生产规模的壮大!盐

化产业在节能减排方面存在巨大压力$ 据测算!!"#$

年受六大高耗能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不降反升&

所累!%十二五&开局之年!工业全行业只能完成同比降

低 %&'%'(&!无法实现 )&的节能目标*#+

$ 虽然盐化工

骨干企业经过巨大努力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排放标

准!但是就整个行业而言!与建设%两型&社会"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低碳发展的本质是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能源强度

的问题!核心是节能减排!与我国建设%两型&社会的目

标高度契合$本文以自贡市盐化产业为例!通过对自贡

市盐化产业碳排放的分析! 研究盐化产业发展低碳经

济的机制!探讨盐化产业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

的支持体系!为盐化产业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提出

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围绕能源问题展

开!如低碳经济模式下的能源开发*!+

"能源系统建模*%+

"

能源结构*)+

"电力系统安全性*(+

"能源效率与能源政策*,+

等$对低碳发展机制与政策的研究主要包括财政政策"

技术创新与体制变革" 投融资及管制等方面的机制与

路径 *-./+

!如 0123454 等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

步"土地规划"可再生能源利用"消费模式转变等方面

阐述了低碳经济运行的长期机制*$"+

!64578从政府的视

角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项目投资"监管实施"政策制

定等路径和机制*$$+

$

国内对低碳经济或低碳发展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经

济低碳发展模式"途径与政策*$!9$,+

!能源领域的区域能

源利用问题*$-+

"低碳经济与能源技术创新*$:+

"节能减排

与低碳经济*$/+

$ 就低碳发展的机制设计而言!主要从市

场机制"规制机制"激励机制"财政税收机制等方面进

行研究$如(杨志"郭兆晖从碳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入手!

提出以区域碳市场为基础; 构建统一的国内碳市场*!"+

)

彭冲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府治理机制提的构

建 *!$+

)吴勇等建立了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机制模

型并进行了系统研究 *!!+

)丁一构建了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委托'代理模型; 分析政府如何制定最优激励契约

和选择合适的监督力度问题; 探讨了企业承担风险和

政府监督力度的影响因素*!%+

$ 刘卫国"李乾文建立了低

碳经济的%锦标机制&模型;认为中央政府应加大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以支持地方发展低碳经济! 地方政府应

设立专门的低碳经济发展激励基金! 地方政府应该以

区域内企业实施低碳经济活动的努力水平为评判标准

给予政策支持或财政补贴*!)+

)徐博认为!构建我国低碳

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机制的意义就在于克服低碳经济

发展的市场失灵!完善财政制度与体制!可以将低碳经

济发展的外部效应内在化 *!(+

)史东明从中国发展低碳

经济的现实问题出发! 探索了低碳经济的运行体系及

其机制!包括立法"税收政策"政府补贴与管理体制!碳

排放交易的供求机制"金融机制"交易机制"贸易机制"

合作机制"指标分配机制等*!,+

$

另外!还有扶持机制"驱动机制"补偿机制以及认

证机制的研究$ 如(黄龙"高杰分析了从发展低碳经济

的直接和间接扶持机制的角度提出充分发挥税收激励

的作用! 加强融资担保支持和专业中介机构培育和建

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等扶持机制的建议 *!-+

)朴英爱

认为!低碳经济的驱动机制涉及法律政策的调整"市场

的构建"产权的设立"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相互作用!短

期内中国的减排行动应构建政府引领和助推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为基础的低碳经济驱动机制*!:+

$ 安福仁从低

碳能源技术开发机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低碳产品认

证体系" 碳排放约束机制四个方面研究中国低碳经济

发展机制的构建*!/+

$

关于产业低碳发展的研究! 主要从产业低碳发展

的路径"方法"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包括产业

结构调整*%"9%(+

"技术创新*%)+*%,+

"产业聚群等*%-+

$ 对于具体

产业或行业!如(能源电力行业*%:9)$+

"钢铁行业*)!9)%+

"煤炭

工业*))+以及建筑行业*)(+等!现有研究文献不多!且缺乏

系统"深入的机制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自贡市盐化产

业为例!对具体产业的低碳发展机制进行研究!探讨区

域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机制与对策$

三!自贡市盐化产业碳排放的现状

"一#自贡市盐化产业概述

四川省自贡市以盛产井盐闻名世界!盐业的发展!

不仅催生了自贡化工产业!也通过地质勘探"钻井"采

输卤"制盐"盐卤综合利用及教育"科研设计"装置制

造"运输销售等!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 制盐及化

工产业一直是自贡市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是自贡

市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 自贡的盐化产业链以盐业为

源头!%两碱&为基础!形成了基础化工"精细化工"材料

化工及制品为延伸的盐化工业发展格局*图 $+

*)-+

$自贡

的盐化产业链! 为国内少有的集资源开采到高新化工

新材料生产为一体的产业基地$根据自贡市 !"$$年统

计年鉴!!"$" 年自贡市盐化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



年度
能耗!!"

#

$" %&

'

排放总量!!"

#

$"

盐化 全市工业 盐化 全市工业 盐化占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亿元#同比增长 ,"(/.$实现利润总额 ,(*+亿元#

同比增长 !!!(!.$全市原盐产量达到 )"" 万吨#占四

川盐产量的 #".#盐深加工产品生产能力达到 *万吨0

年#占全国总量的 '".$甲烷氯化物产量 -(#'万吨#居

全国前列$氟橡胶产量占国内产能的 ,".#国内第一%

!二"自贡市盐化产业碳排放的现状

中国统计机构对碳排放总量没有专门的统计数

据#已有的文献数据一般来源于以下四类&一是美国能

源部 %&

'

信息分析中心!%123%"公布的年度数据$二

是美国能源情报署!423"公布的年度数据$三是国际能

源总署! 243"公布的数据$四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25%%"的方法测算数据% 本文采用 25%%

的公式对自贡工业及盐化产业碳排放总量进行估算&

%&

'

6

!

!

"

!!

"

!!"

式!!"中 %&

'

为碳排放量$!

"

为能源消费标准量$

!

"

为 " 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由于统计数据中已经提

供了各行业的能耗指标!

!含电力消耗#标准煤"#参

照陈诗一采用的中国煤炭 !标准煤"%&

'

排放系数

'(/-) 780789:

;#*<

#可计算自贡工业及自贡盐化产业 %&

'

的排放量!表 !"%

从表 !可以看出# 自贡盐化产业能源消耗在全市

工业能源消耗总量中比重在 -".左右# 属于典型的高

能耗行业% 而且#已有研究表明#'"!"年#自贡盐化产

业的二氧化硫' 氨氮的排放量在全市工业污染排放中

的比重分别高达 *)('".和 /)(!-.#废水'烟尘的排放

量占在全市工业排放的 ,/(/".和 ,)('/.#化学需氧量

和废气排放量也占全市的 !0)左右;#+<

$由此可见#盐化

业既是高能耗行业#也是环境污染重点监控行业#具有

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高风险等特点% 另一方面#随

着自贡盐化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生产规模的壮大# 盐化

产业的节能减排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自贡盐化

产业的低碳发展问题是自贡工业行业和整个自贡市发

展低碳经济的关键#促进盐化产业的节能减排#寻求盐

化产业低碳发展#既是实现(自贡市)十二五*节能减排

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

年下降 !-.#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 年下降

')(,.*这一目标的需要#更是盐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要求%

四#盐化产业低碳发展的机制

产业低碳发展问题涉及到政府'行业'市场'行业

等主体#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

为主体'以节能减排为主题#强调政府积极引导'公众

主动参与# 进而实现产业部门节约能源' 提高能源效

率'获取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推动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和代际之间的公平% 就政府而言# 特别是政府主管部

门# 既要营造全社会特别是工业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

环境#为产业'企业节能减排建构实施各类低碳发展机

制的基础# 更要采取各种措施和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产

业低碳发展#拉动企业发展低碳经济#进而实现政府'

行业'产业'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型

的联动%就行业而言#需要着眼于国际国内环境和政策

的调整# 为整个产业部门及其行业内的企业低碳转型

提供服务#为整个行业提供协同创新的平台#为企业以

及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

做好协调% 就市场而言#主要是指碳交易市场#包括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1="的实施和国内的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1=目前已经较为成熟# 但国内

企业尚需加强对该市场的研究$ 国内碳交易市场目前

刚刚起步#还处在试点阶段% 作为碳减排的市场机制#

不管是 %1=还是碳交易#都必须在监管部门的推进下

有序发展#成为低碳发展的有效措施#并有力地推进行

业'企业低碳经济的发展!图 '"%

!一"与政府部门相关的低碳发展机制

如图 '所示#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

持欠发达地区'老工业基地相关产业开展节能减排$通

图 ! 自贡盐化产业链

表 ! 自贡市 "##$$"##%年盐化产业和全市工业 &'

"

排放量

注!统计数据来源于"自贡市统计年鉴#!""#$!"$%%&'

自贡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经过整理计算)

)*



图 ! 产业低碳发展的机制

过财政补贴为部分工业行业和工业企业发展技能技

术!减排技术提供资金扶持"通过税收政策如碳税!能

源税!排污收费等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业布局等

进行引导和调整" 通过金融信贷支持低碳技术创新!

!"#项目开发的行业和企业# 并限制传统的高能耗!

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具体到盐化产业% 作为自贡市的主导产业和支柱

产业%需要充分研究国家和四川省的各类规划和政策%

如&'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十二

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

&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四川省 '十二五( 工业发展规划)!&四川省工业

'$%&( 产业发展规划)!&四川省工业八大产业调整和振

兴行动计划)!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域建设和'自泸内宜(

一体化发展和大力发展沿江经济带等战略部署%在各类

规划和政策的指导下发展低碳经济$地方政府部门除了

要研究国家和四川省的宏观政策之外%还必须为盐化产

业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引导%构建适合盐化产业低碳发展

的引导机制!驱动机制!规制机制和补偿机制$

!二"市场机制

如前所述% 低碳发展的市场机制可以分为国际

!"#机制和国内碳交易机制$自贡市盐化产业在 !"#

项目开发方面已经有一定进展%如*'(()年 *月%中昊

晨光化工研究院 +以下简称 '晨光(, 三氟甲烷分解

!"#项目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年 *月 +(日%

'晨光( 顺利通过日本品质保证组织核查小组对其

)(((,-.二氟一氯甲烷生产装置核查%成为四川省第一

家实施 !"#项目的企业"+(()年 !月%'晨光(与意大

利跨国电力公司签订了出售碳排放权的意向协议$

+(()年 )月%'晨光( 正式确定 !"#项目采用国内自

主开发的等离子焚烧技术% 每年可以减少 /0(吨三氟

甲烷的排放"+((1年%'晨光( 实现焚烧可参与减排量

计算的三氟甲烷 /$23()0吨% 合计减排 !4

+

达 +(&3))

万吨5*(6

$ 但是%目前 !"#项目开发仍然较为缓慢%尚需

大力推进$

由于国内碳交易市场尚处在试点阶段% 对于 !4

+

的定价-交易!产权!指标分配等碳排放交易的若干机

制尚未建立%因此%对于盐化产业低碳发展而言%需要

在新建立的上述机制下参与国内碳交易$盐化行业!企

业作为今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之一% 必须积极参与到

上述机制的构建中%特别是产权机制!定价机制"由于

盐化产业属于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参与上述机制的构

建%对今后指标分配!参与碳交易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另一方面%由于碳交易处于试点阶段%盐化行业可

以先行以自愿减排+789,进行探索%积累今后参与碳

交易的经验$

!三"与行业相关的机制

由于盐化产业的高能耗!高排放特性%在行业内建

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行能效标杆管理!

推进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构建盐化产业低

碳发展的锦标机制!集群机制!协调机制和认证机制%

对整个行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例如*构建锦

标机制%在全行业开展能效对标活动%可以树立能源效

率的标杆企业%其他企业与标杆企业进行对标%发现节

能减排的薄弱环节%进而进行改进"又如*以行业协会

牵头协调%对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对生

产环节进行环境评估!对产品进行生态认证%以生态工

业园区为载体对相关生产企业进行整合%延伸产业链%

打造产业集群+图 &,

52$6

$从行业管理的角度构建上述机

制%可以有效地推进整个行业的低碳发展进程$

!四"企业低碳发展的机制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产业的基本

组成部分% 企业的低碳发展是产业发展低碳经济的

基础$ 盐化企业包括制盐和以盐为原料的基础化工!

图 " 自贡市盐化产业集群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



精细化工!材料化工等企业" 自贡市盐化产业已经形

成了以久大制盐为龙头的舒坪工业集中区! 以昊华

鸿鹤为龙头的沿滩工业园区! 以晨光为龙头的晨光

工业园区# 自贡盐化产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实现从卤水!制盐#到盐化工!精细化工!高分子材料

化工全产业链的对接" 就自贡市盐化企业发展低碳经

济而言#需要构建激励机制!创新机制和协作机制#以

节能减排为出发点#在企业内建立节能减排的激励与

约束机制#开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加强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的协作#以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的

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

五!结 语

盐化产业低碳发展机制的研究是自贡市盐化行

业! 盐化企业以及整个自贡市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环

节"自贡市盐化产业的低碳发展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以

企业为主体#以节能减排为主题#引导行业!企业和公

众的主动参与"地方政府部门需要起到拉动!推动和联

动的纽带和作用#引导行业履行协调!协作和协同的功

能#推进产业基地化!规模化!纵深化发展#在国家建立

的有序!有效和有力的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上#以集中!

集约和集群的模式助推企业发展低碳经济"

注释"

!统计数据中的能耗指标包含电力的使用! 由于一次能

源消耗只有!""#"!""$和 !"%"年三年的调研数据!在此仅估算

!""&#!""$年盐化产业和全部工业行业的全部能源消耗 $包

括电力%!而且中国电力主要来源于燃煤发电&另一方面!目前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规划均采用单位 '()能耗指标! 得到的

结果完全可以说明盐化产业由于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问题&以

一次能源消费计算的 *+

!

排放可参见本课题的其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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