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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旧动能转换、煤炭消费压减、四减四增、大气污染攻坚战等多项政策的作用下，山东省
围绕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在推动行业布局优化、结构调整、产品质量
提升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以山东省钢铁、焦化行业为例，进行总结分析。钢铁行业方面，立足
全省资源优势和行业发展潜力，通过政府推动、环保倒逼、标准严控、产能置换、兼并重组等手
段，着力打造沿海和内陆两大钢铁产业基地，即日—临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和莱—泰内陆
精品钢产业基地，发挥横跨沿海和内陆两大基地优势，实现从钢铁大省向钢铁强省的跨越。2019
年全省压减生铁产能465万吨、粗钢923万吨，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压减任务。焦化行业方面，
制定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积极推动焦化行业优化整合，实行焦化项目清单化管理，控制焦
化行业产能总量，合理配置资源，优化现有产能，严禁新增产能，到2020年底，山东省在产企业
32家，焦化产能4600万吨，产量控制再3200万吨之内，较2019年减少30%左右。通过实施一系列
措施，全省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得到良好控制，行业能效和节能减排效果得到大幅提升，产业布
局优化整合，推动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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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山东省是钢铁大省，产业体系较完备，工信部核定的山东省钢铁产能为8112万吨，2020年山
东省粗钢产量7993.5万吨，占全国的7.5%，钢材产量11269.3万吨，占全国的8.5%。

　　钢铁行业属于过剩产能行业，围绕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山东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出台的相关政策，同时结合山东实际，研究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加强产能置换，不断优化布
局，努力引导行业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改造，助推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制定政策文件—推动全省钢铁行业优化升级

　　近年来，山东省出台的有关钢铁行业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山东省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发
展规划（2018-2025年）》（鲁政字〔2018〕242号）、《关于加快七大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方案》（鲁政字〔2018〕248号）、《关于推进全省钢铁行业优化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
作 方 案 》 （ 鲁 发 改 环 资 〔 2 0 1 9 〕 1 4 4 号 ） 、 《 钢 铁 工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D B 
37/990-2019）等，各项政策均在按照计划推进实施。

　　《规划》指出：按照严控产能、减量调整、绿色发展、标准倒逼、突出沿海、优化内陆、创
新驱动、高端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原则，到2022年，全省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
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产业布局更加合理，沿海钢铁产能占比达到50%以上；关键高端钢材品种有
效供给显著增强，精深加工能力持续提升，合金钢（含不锈钢）比重提高至15%以上；到2025
年，沿海钢铁产能占比达到70%以上，合金钢（含不锈钢）比重提高至20%以上。推动形成“两
基地四集群、全省联动发展”的总体布局。对标国际一流，着力打造日—临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
业基地、莱—泰内陆精品钢生产基地，加快建设日照先进钢铁制造产业集群、临沂临港高端不锈
钢与先进特钢制造产业集群、莱芜精品钢和400系不锈钢产业集群、泰安特种建筑用钢产业集群。

（1）《山东省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发展规划（2018-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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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加快七大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围绕钢铁行业转型升级，明确提出严控钢铁总产能，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大幅压减转移京
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和胶济铁路沿线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地区的钢铁产能，在确保日
照、青岛、临沂和莱芜、泰安空气质量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目标和任务的基础上，将目前分散在12
个市的钢铁企业和钢铁产能，逐步向日—临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和莱—泰内陆精品钢生产
基地转移，到2022年，济南、淄博、聊城、滨州等传输通道城市钢铁企业产能退出70%以上，将
青岛董家口、日照岚山、临沂临港等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提升到50%以上；到2025年，传输通
道城市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的钢铁产能应退尽退，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提升到70%以上。高端
钢铁产品供给水平明显提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汽车及零部件、
工程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所需高端钢材品种的研发和产业化进步明显，到2025年，合金钢（含
不锈钢）比重提高至20%以上。钢铁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钢铁冶炼流程进一步优化，电
炉短流程炼钢工艺得到推广，到2025年，电炉钢占比达到20%左右。行业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
到2025年，省内产能排在前2位的钢铁企业（集团）产业集中度达到70%以上，初步形成结构优
化、环境友好、质效提升、竞争力强的现代钢铁产业体系，实现从钢铁大省向钢铁强省的跨越。

　　围绕推进钢铁行业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提出积极打造“两大基地”。立足全省资源优势和
行业发展潜力，通过政府推动、环保倒逼、标准严控、产能置换、兼并重组等手段，着力打造
日—临沿海先进钢铁制造产业基地和莱—泰内陆精品钢产业基地。培育骨干企业，支持山东钢铁
集团发挥横跨沿海和内陆两大基地优势，整合转移产能，带动两大基地健康发展。支持日照钢铁
控股集团发挥竞争优势，积极引入内陆转移特钢产能和技术，建设大容量高炉，提升高端产品比
重，进一步提升竞争力。鼓励临沂临港地区利用海外镍矿资源和镍铁冶炼基础，通过产能置换方
式联合重组，建设高端不锈钢集团，带动省内不锈钢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全国一流的不锈钢产业
集群。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钢铁企业产能转移，2025年
年底前完成企业重组转型。

http://gxt.shandong.gov.cn/art/2018/11/6/art_15681_3450015.html
（原文链接）



3

　　《方案》明确指出，山东严控钢铁产能在8100万吨左右，到2022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城市（以下简称传输通道城市，不含济南市莱芜区、钢城区）钢铁产能原则上全部退出，日-临
-青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提高至50%以上。到2025年，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的钢铁产能原则上全部
退出，日-临-青沿海地区钢铁产能占比提高至70%左右。高端精品钢比重提高至50%以上，电炉
钢占比达到25%左右，实现从钢铁大省向强省的跨越。

（3）《关于推进全省钢铁行业优化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

　　2019年6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了《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 37/990-2019）（以下简称《标准》）地方标准。与2013版标准相比，调整了部
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求，删除了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明确了达标判定方法。《标准》
规定，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相关手工监测技术规范获取的监测结果超过本标准排放浓度限值
的，判定为排放超标。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对企业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将现场即时采样或监
测的结果，作为判定排污行为是否符合排放标准以及实施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的依据。钢铁工
业排污单位中，对于采用脱硝措施的烧结机/球团焙烧设施，启动8小时内不作为氮氧化物达标判
定时段;国家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

　　本《标准》实施后，新制(修)订的国家或山东省排放标准中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通过审
批、审核或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排污许可证中相应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严于本标准的，
相应大气污染物按从严要求执行。

　　本《标准》对于全省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提高。可以说，绿色发展已成为钢
铁企业的必然选择。

　　上述政策文件的实施，对全省钢铁行业的产能控制、布局优化和产品档次提升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4）《钢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7/990-2019）

2. 淘汰落后、节能降碳，助推行业发展质量提升

　　2018年之后，山东省开展了新一轮煤控行动，“十三五”煤炭资源消耗指标已成为限制省内
钢铁企业生产的主要瓶颈之一。为了提升行业发展质量，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山东省加快推进落
后钢铁产能退出，1200m3级高炉进入淘汰行列，走在了全国前列，2018年以来，山东省去产能
钢铁退出1228万吨，为全省新动能加快成长腾出了宝贵空间。同时钢铁企业积极主动开展工艺结
构优化、用能结构优化、先进节煤技术应用和工艺用煤替代等工作，努力降低煤炭消费量。

　　各个钢铁企业根据自己实际确定的用煤指标，做好相应的生产经营方案调整。开展的节能减
排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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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高高炉喷煤比。提高高炉喷煤比，可减少焦炭使用量。如高炉喷煤置换比按0.8、炼
焦工序成焦率按75%计算,则高炉每多喷吹1吨煤粉，可减少铁前工序煤炭消耗约67公斤。

　　（2）推广高炉喷吹铁矿粉技术。利用高炉风口混合喷吹铁矿粉、熔剂和煤粉，可以降低炼
焦与烧结工艺的生产压力，减少污染物排放，达到节能、减少煤炭消耗的目的。

　　（3）推广实施系统节能改造，如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新旧动能转换系统优化
升级项目改造完成后，预计吨钢综合能耗、水耗可分别约降低10%和20%。

　　（4）在实施“减量置换”过程中，通过“上大压小”“上新压旧”“上高压低”，逐步实
现长流程炼钢装备的大型化、现代化，以从根本上降低煤焦消耗。推进结构减煤，优化入炉料结
构，加大废钢利用，提高废钢消耗比例。

　　（5）加强余热余能回收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提高二次能源回收率。钢铁行业存在大量低
品位余热资源，可以满足城镇集中采暖的部分需求。当前形势下，需要有牵头部门打破行业和企
业壁垒，把充分利用工业低品位余热资源作为清洁取暖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应用长距离、大温
差输送技术，支持城市发展，实现保民生与兼顾企业正常生产用煤的双赢。

　　自2019年以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做法，在全省范围内针对不同行业企业开展了单位能
耗产出效益综合评价，将不同行业内的企业按照单位能耗产出效益的水平将企业划分为4类，政
府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倒逼企业加快技改和转型，促进要素资源向优质项目流
动，提升发展质量。因此，被评价为III类和IV类的企业，在用能、用电、产品产量等指标方面会
受到一定影响。政策的推广运用，会进一步倒逼钢铁企业加快节能技改，提升企业能效水平，降
低单位产品能耗，努力提高企业在行业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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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政策文件—推动全省焦化行业转型升级

　　随着煤炭、能源等消费指标趋紧、环境质量改善等约束加强，焦炭生产行业约束政策不断加
压。近年来，山东省围绕焦化去产能，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主要包括《关于加快七大高耗能行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鲁政字〔2018〕248号）、《关于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清洁
高效利用的指导意见》（鲁政办字〔2019〕117号）、《关于推进全省焦化行业产能压减转型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鲁发改环资〔2019〕144号）、《关于实行焦化项目清单管理
和“以煤定产”工作的通知》（鲁工信原〔2020〕79号）、《全省落实“三个坚决”行动方案
(2021-2022年)》（鲁动能〔2021〕3号）等。

　　第二章   焦化行业转型升级—减产整合，优化提升

　　焦化是主要耗煤行业之一，除大量用于炼铁和有色金属冶炼外，还用于铸造、化工、铁合金
等。山东是焦炭主要生产省份之一，年产量位列全国第三。截止2020年年底，山东省在产企业32
家，焦化产能4600万吨，产量控制在3200万吨之内，相当于较2019年减产30%左右。

　　《方案》明确，控制焦化行业产能总量，合理配置资源，优化现有产能，严禁新增产能。到
2020年，全省焦化企业户数由目前的56家压减到40家以内，单厂区焦化产能200万吨/年以上企业
达到8家以上，煤炭主产区及钢铁企业集聚区焦化企业产能比重提高到50%以上，炭化室高度5.5
米及以上焦炉产能比重达到75%以上；到2025年，全省焦化企业户数压减到20家以内，单厂区焦
化产能100万吨/年以下的全部退出，引导形成千万吨级规模的煤焦化企业集团，在环保排放和能
源消耗上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煤炭主产区及钢铁企业集聚区焦化企业产能比重提高到70%以上，
炭化室高度5.5米及以上焦炉产能比重达到100%，骨干企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行业节能减排效
果不断提升。

　　提升焦化行业集约化发展水平。按照控制产能总量、靠近煤炭资源、配套钢铁企业、减少物
流成本的原则，不断优化焦化产业布局，提升装备水平，拉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集中度。通过
关停并转、产能置换等方式，推动焦化产能向优势企业集聚，支持煤炭主产区和钢铁企业集聚区
焦化企业和重点项目做大做强，做好钢铁企业集聚区的产业配套，提高焦化行业综合利用水平。

（1）《关于加快七大高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意见》指出，严格核查清理在建焦化产能，违规产能一律停止建设。2019年7月底前，制
定出台全省焦化行业产能总量压减和转型升级方案，明确焦化产能压减清单和重点措施。2019年
压减焦化产能1031万吨，2020年压减655万吨，两年共压减1686万吨。

（2）《关于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清洁高效利用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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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明确，2020年4月底前，压减产能1686万吨，全省淘汰炭化室高度小于5.5米焦炉及
热回收焦炉，企业户数压减到30家左右；到2025年，推动炭化室高度5.5米及以上焦炉减量置
换、只减不增，单厂区100万吨以下独立焦化企业全部退出，企业户数压减到20家左右。统筹考
虑其他行业用焦、冶金焦率、错峰生产等因素，实施“以钢定焦”，引导钢焦一体化布局，从严
控制煤炭产区产能，其他区域逐步退出，将全省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逐步调整到0.4左右。除钢
焦一体设计且焦炉煤气综合利用焦炭项目外，其他焦化项目全部配套精深加工化产项目，化产产
值比重达到40%以上。

　　《方案》提出的主要推进措施：严格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实行焦化产能清单管理；开展
压减产能专项行动；推动在产产能减量置换；支持规划布局内焦化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安全环
保监管。

（3）《关于推进全省焦化行业产能压减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

　　《通知》指出，对经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联合核定的
焦炉炭化室高度5.5米及以上焦化项目产能，纳入《2020年山东省焦化项目清单》（以下简称
《清单》），《清单》内的装置可以组织生产，产能可以用于置换，不在《清单》内的焦化项
目，由企业所在地市政府严肃查处，并落实“在建停建、在产停产”措施，未列入《清单》之前
一律不得续建、投产。

　　《通知》明确，围绕全省焦化行业焦炭产量不超过3200万吨的控制目标，对列入《清单》的
项目分类实行“以煤定产”，对钢焦联合企业、装置产能100万吨及以上企业、装置产能100万吨
以下企业、炭化室高度4.3米的上市企业原则上分别按照核定产能的76%、70%、60%和60%确定
每个企业的产量控制目标，企业所在地市政府将控制目标作为相关企业2020年的焦炭产量上限，
结合当地煤炭压减任务和统筹煤炭消费指标情况确定企业具体焦炭产量，组织生产并严格监管执
行。新建、改建、扩建焦化项目也要“以煤定产”，按规定分配产量指标。

（4）《关于实行焦化项目清单管理和“以煤定产”工作的通知》

　　 文件规定，2021年，全省淘汰炭化室高度小于5.5米焦炉及热回收焦炉，压减焦化产能180万
吨。2022年，组织单独厂区100 万吨以下独立焦化企业115万吨产能整合退出。加快推进炭化室
高度等于及大于5.5米焦炉减量置换。不接受省外焦化产能转入。继续实施“以钢定焦”“以煤定
产”，确保全省焦炭年产量控制在 3200万吨以内。

（5）《全省落实“三个坚决”行动方案(2021-2022 年)》



2. 开展节能降碳措施—推动焦化行业能效提升

　　近年来，围绕焦炭生产，开展的主要节能降碳措施包括：

　　整合现有的焦化产能，选择大型（或特大型）、装备水平先进、智能、高效薄炉墙焦炉替代
落后炉型，提升能效，降低炼焦耗热量，节省焦炉加热用煤气，减少炼焦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
排放。充分利用焦炉余热，热能循环使用。采用干熄焦技术，回收焦炉烟道气显热、焦炉上升管
荒煤气显热、煤气初冷器余热、焦炉循环氨水余热等先进节能技术，努力降低焦炭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利用富含氢气的焦炉煤气采用PSA变压吸附工艺，从多组分的焦炉煤气中直接进行物理净
化分离提纯出其中的氢气，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大气污染，形成环境友好
的能源利用过程。

　　结合当前形势，下一步行业转型发展建议：

　　独立焦化企业可研发焦炉烟囱烟气CO2捕集回收利用示范项目，用捕集的CO2作原料，融合
焦炉煤气制甲醇联产合成氨，制取尿素；或融合焦炉煤气提取LNG，驰放气联产合成氨，制取尿
素等产品；或研发利用焦化企业煤气净化与化产系统副产的氨水吸收烟道气中CO2，制取农业用
碳酸氢铵产品。钢焦联合企业可采用钢化联产模式生产乙醇，既可以助力钢铁行业早日实现“双
碳”目标，还可以实现尾气高值化利用，提升企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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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通过系列政策的实施，坚定不移地推动重点耗能行业结构调整与产业优化布局，全省骨
干企业综合实力明显增强，行业能效和节能减排效果不断提升，着力加快了全省重点耗能行业“蝶
变”。

　　钢铁行业方面，在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的作用下，山东省启动了有史以来最
大的一次产能置换工作，加快建设日-临-青沿海和泰-莱内陆两大钢铁产业基地，推动产业布局加快
优化。其中，建筑钢材的产能置换量占比50%以上，2020年多数项目已经开工或者投产，产业新
格局逐步形成。2018年以来，山东省去产能钢铁退出1228万吨，为全省新动能加快成长腾出了宝
贵空间。同时钢铁企业积极主动开展节能降碳工作，通过工艺节能、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等措施，
大幅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煤炭消费量，助推全省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焦化行业方面，通过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山东省焦化行业得到良好控制，近年来产能及产品
产量逐年明显减少。2截止2020年底全省焦炭企业减至32家，产能减至4600万吨，产量控制在3200
万吨以内。 “十四五”期间山东省继续压减产能，2021年全省压减焦化产能180万吨，2022年组织
单独厂区100 万吨以下独立焦化企业115万吨产能整合退出。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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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炉设备逐步大型化。2020年4月底前，全省全部淘汰炭化室高度小于5.5米的焦炉及热回收焦
炉。推动炭化室高度5.5米及以上焦炉减量置换，确保只减不增。 

　　经过布局优化调整，到2020年，煤炭主产区及钢铁企业集聚区焦化企业产能比重提高到50%以
上，炭化室高度5.5米及以上焦炉产能比重达到75%以上。到2025年，全省焦化企业户数压减到20
家以内，单厂区焦化产能100万吨/年以下的全部退出，引导形成千万吨级规模的煤焦化企业集团，
煤炭主产区及钢铁企业集聚区焦化企业产能比重提高到70%以上，炭化室高度5.5米及以上焦炉产
能比重达到100%。

　　山东省通过制定实施严于国家要求的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倒逼落后产能市场出清，加快重点
耗能企业转型升级步伐。通过大调整、大布局、大优化，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培育形成了一批具
有国际竞争力和世界先进水平的企业集团和产业基地，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了全省重点
耗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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