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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夏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能耗双控的建议
——基于石嘴山市的实证研究

石嘴山是因煤而建、依煤而兴的资源型工业城市。随着煤

炭资源的逐渐枯竭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着区域竞争压力日益加剧、新旧发展动能转换困境、主导

产业发展不足挑战、项目要素保障匮乏制约等多重困难挑战。

加快推进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耗双控，将有效平衡控能控碳

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与产业安全的关系，遏制高耗能项目不

合理用能，引导和倒逼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打造

先行区建设排头兵、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

一、重点领域基本情况

石嘴山市涉及高耗能行业 7类，共 41家企业、47个项目，

其中：电石行业 13家、烧碱行业 1家、合成氨行业 1家、钢铁

行业 2家、焦化行业 3家、铁合金行业 20家（1家停产待销）、

水泥行业 2家。根据国家《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

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经初步摸排，目前全市未达到能效

基准水平的项目 4个（英力特化工、滨河碳化硅、正鋆新材料

和中顺达科技），无法对应能效标杆基准水平的项目4个（宝利

源特种合金、德信祥冶金、宏丰工贸和兰鑫新材料 4家企业全

部生产特殊合金，在《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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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水平》目录中，无对应基准水平和标杆水平）。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由于历史原因，传统产业多新兴

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

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局面尚未根本

改变，占规上工业 83.9%的电力热力生产、黑色金属矿采选、

化学原料制品、黑色金属冶炼、石油煤炭加工、煤炭开采洗选

等传统产业仍是支撑工业发展的主体力量，重工业增加值占比

达到98.1%。

（二）产能产品层次较低。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接续替

代产业仅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不足 30%，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企

业数量少、规模小。传统产业企业占比超过90%，产业链条短，

多为原材料和半成品等初加工为主，最终产品型企业不多，产

品单一、附加值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随着传统产业

改造升级通过两轮技改，难度越来越大，未能形成集聚集群发

展效应。

（三）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创新资源依然不足，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极少，远远不能满足研发活动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

企业整体创新能力较弱，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少，大多数规上工

业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科技成果承接和转化能力不强，规

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个数占比不足 40%。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不足 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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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四） 能源资源约束加剧。工业倚能倚重特征明显，万元

GDP能耗、水耗和电耗近全国平均水平的 5倍、4倍、8倍。近

年来建龙特钢技改升级等项目陆续投产，全市能耗存量太大、

增量太快，淘汰压减任务与国家政策矛盾突出。六大高耗能行

业能耗占规上工业能耗比重的 93.4%，但增加值仅占规上工业

的 67.2%，严重挤压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

空间。

（五） 能源消费一煤独大。全市能源消费以煤炭、电力为

主，两项消费比重达到 96%，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在全

市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的占比较低，能源消费结构一煤独大。受

工业结构影响，冶金、焦化、电石、碳基材料等产业在一定时

期内仍将是支撑全市工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行业，能源消耗

仍将以煤炭为主，将对全市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达标产生

一定的制约。

三、能耗双控技术路径

（一）电石行业。一是依托大地循环等骨干企业，加强电石

显热回收及高效利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氧热法、电磁

法等电石生产新工艺开发，降低单位电石产品综合能耗。二是

依托嘉峰化工等骨干企业，促进热解球团生产电石新工艺推广

应用，推进电石炉采用高效保温材料，有效减少电石炉体热损

失，降低电石冶炼的单位产品工艺电耗和综合能耗。三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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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合成法制乙二醇、甲醇等技术工艺，推动电石炉气资源综

合利用改造，应用电石显热资源利用技术。四是推广先进余热

回收技术，实施锦华化工电石氰胺衍生产品循环经济产业链等

项目，回收利用石灰窑废气余热作为炭材烘干装置热源，回收

电石炉净化灰作为炭材烘干装置补充燃料，提高余热利用水平。

（二）烧碱行业。一是加强储氢燃料电池发电集成装置研发

和应用，谋划实施日盛高新氢能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探索氯

碱—氢能—绿电自用新模式。二是推动离子膜法烧碱装置进行

膜极距离子膜电解槽改造升级，以高浓度烧碱和固片碱为主要

产品的烧碱企业实施多效蒸发节能改造升级，打造精细化工产

业园。三是围绕日盛高新，促进可再生能源与氯碱用能相结合，

推动副产氢气高值利用技术改造。在满足氯碱生产过程中碱、

氯、氢平衡的基础上，采用先进制氢和氢处理技术，优化副产

氢气下游产品类别。四是开展氯化氢合成炉升级改造，提高氯

化氢合成余热利用水平。开展工艺优化和精细管理，提升水、

电、汽管控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合成氨行业。一是依托坤辉气化等骨干企业，开展绿

色低碳能源制合成氨技术研究和示范，适时推广废锅或半废锅

流程回收高温煤气余热副产蒸汽，替代全激冷流程煤气降温技

术，提升煤气化装置热效率。二是优化合成氨原料结构，增加

绿氢原料比例，加大可再生能源生产氨技术研究，配套先进控

制系统，降低合成氨生产过程碳排放。三是提高传质传热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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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转换效率，用等温变换炉取代绝热变换炉，提高一段炉的热

利用率，避免能量转换损失。四是优化气化炉设计，增设高温

煤气余热废热锅炉副产蒸汽系统，完善二氧化碳气提尿素工艺

设计，增设中压系统。

（四）钢铁行业。一是依托建龙特钢等骨干企业，围绕副产

焦炉煤气或天然气直接还原炼铁、氢冶炼等低碳前沿技术，加

大废钢资源回收利用，加强技术源头整体性的基础理论研究和

产业创新发展，开展产业化试点示范。二是推广烧结烟气内循

环、高炉炉顶均压煤气回收等技术改造，实施建龙特钢高炉炼

铁清洁生产技术示范等项目，应用铁水一罐到底、薄带铸轧等

技术，推进冶金工艺紧凑化、连续化。开展绿色化、智能化、

高效化电炉短流程炼钢示范，推动能效低、清洁生产水平低、

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步进式烧结机、球团竖炉等装备逐步改造

升级为先进工艺装备。三是加大余热余能的回收利用，推动各

类低温烟气、冲渣水和循环冷却水等低品位余热回收，推广电

炉烟气余热、高参数发电机组提升等先进技术，通过梯级综合

利用实现余热余能资源最大限度回收利用。加大技术创新，鼓

励支持电炉、转炉等复杂条件下中高温烟气余热、冶金渣余热

高效回收及综合利用工艺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加快推进兴华钢

铁装备升级改造循环经济产业链等项目。

（五）焦化行业。一是发挥焦炉煤气富氢特性，围绕新生焦

化等骨干企业，研究开展焦炉煤气重整直接还原炼铁工程示范

－－ 5



应用，实现与冶金、石化等行业的深度产业融合，减少终端排

放，促进全产业链节能降碳。二是推动高效蒸馏、热泵等先进

节能工艺技术应用，加快焦炉精准加热自动控制技术普及，加

大煤调湿技术研究应用力度，降低加热用煤气消耗和对生产工

艺影响。三是实施好盛港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提升改造等项

目，加大余热余能的回收利用，推广应用干熄焦、循环氨水及

初冷器余热回收等先进适用技术，研究焦化系统多余热耦合

优化。

（六）铁合金行业。一是加大新技术的推广应用，鼓励万顺

冶金、科通新材等企业采用炉料预处理、原料精料入炉，提高

炉料热熔性能，减少熔渣能源消耗。推广煤气干法除尘、组合

式把持器、无功补偿及电压优化、变频调速等先进适用技术，

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能耗。二是加快推进工艺技术装备升级，

新改扩建硅铁、工业硅矿热炉须采用矮烟罩半封闭型，锰硅合

金、高碳锰铁等矿热炉采用全封闭型，容量≥25000千伏安，同

步配套余热发电和煤气综合利用设施。督促中顺达科技于2023

年底前实施半密闭式硅锰炉改造为全密闭式硅锰炉项目。加快

推进晟晏实业系统节能降耗及减排等项目，加大技术改造推进

电炉封闭化、自动化、智能化，提升生产、能源智能管控一体

化水平。

（七）水泥行业。一是开展水泥行业节能低碳技术发展路线

研究，加快超低能耗标杆示范新技术、绿色氢能煅烧水泥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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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等关键性节能低碳技术研发，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促

进水泥行业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二是实施好坤水水泥窑

超低排放改造等项目，推动采用低阻高效预热预分解系统、气

凝胶等技术，进一步提升烧成系统能源利用效率。推广分级分

别高效粉磨、立磨煤磨等制备系统改造，应用水泥碳化活性熟

料开发及产业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管理水平。三是建

立替代原燃材料供应支撑体系，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鼓励

企业利用自有设施、场地实施余热余压利用、替代燃料、分布

式发电等，提升能源“自给”能力，减少化石能源及外部电力

依赖。

（执笔人：宁夏大学　杨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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