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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市发展循环经济实践与思考

铜陵市人民政府

铜陵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依托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从有色金属工业起步，逐步形成了有色金属（铜）、硫磷化工、水

泥建材和黄金四大矿业生产加工体系，使矿业和相关原材料加工业成为全市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并藉此奠定了铜陵作为

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硫磷化工、水泥建材等基地的特殊地位。但同时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粗放增长方式，主要产业的

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造成了严重的资源能源浪费，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使得铜陵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

临资源、环境双重制约的两大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铜陵市就以治理环境污染为目的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近年来，铜陵市委、市政府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采取措施加以

强力推进，形成了若干条循环型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2005 年 10 月，我市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

城市，有色公司被列为试点企业。

一、铜陵循环经济发展实践

从发展历程看，铜陵循环经济经历了从“自然”到“自觉”再到“战略”的二次跨越。

在从“自然”到“自觉”的跨越中，我们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探索：一是企业层面开展“三废治理”。如利用铜冶炼烟气制

酸，硫的利用率从不到 50%提高到 95%以上；二是开展跨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如我市水泥行业每年利用的化工行业固废就达 80

万吨以上；三是开展企业区域组团的资源综合利用。如铜化有机化工公司、安钠达钦白粉公司、铜官山化工公司、华兴化工公

司通过物流、能流和废水的梯级利用和循环利用，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循环经济工业组团；四是培育发展一批以“三废”为资源

的静脉产业。如有色设计院试验工厂利用铜冶炼的烟灰，提炼铅锌铋金属等；五是开展矿山复垦和生态恢复。

在从“自觉”到“战略”的跨越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科学规划，指导循环经济有序发展

我市先后委托南京大学、省规划设计院、中国农科院、北京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编制了《铜陵市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铜陵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总体规划》、《铜陵市农业循环经济试验区规划》、《铜陵市横港循环经济工业

示范区规划》，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体系。同时，按国家发改委要求，认真组织编制了《铜陵市循环经济试点实

施方案》和《铜陵有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试点企业实施方案》，这两个方案均通过了专家评审，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正在实

施。

（二）政策引导，保障循环经济快速推进

我市先后出台了《中共铜陵市委、铜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决定》、《铜陵市发展循环经济暂行办法》、《铜

陵市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示范项目认定管理办法》、《铜陵市发展循环经济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明确政府、企业、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建立鼓励和约束机制。市政府每年拿出不少于 500 万元设立发展循环经济专项引导资金，以此引导企业和

社会加大对循环经济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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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布局，推进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建设

把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横港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区和农业循环经济试验区作为铜陵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花

大力气推进建设。目前，三大园区已取得较大进展。

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规划面积 28 平方公里，主要是引导具有循环经济概念的项目集中建设，促进企业生产的纵向横向

祸合，实现能量互补和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形成有机的产业链接和能源循环，使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目前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已投入 9亿多元，已动工建设的项目总投资 135 亿元，其中部分项目已建成投产。

横港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区：规划面积 30 平方公里，区内集中了我市现有的铜冶炼、化工、水泥、发电、钢铁等行业的主要

企业。主要是按照链接产业循环、实现物质代谢、能量梯级利用和污染集中治理的原则，以发展静脉产业为重点，加快企业技

术改造，形成建材、化工、冶炼等循环经济链，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区域环境质量优化。目前，已编制完成园区改造和

建设规划并通过专家评审。

农业循环经济试验区：既是具有城郊型农业特色的农业循环经济试验区，又是我市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前沿阵地，规划面积约 29 平方公里，现已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3000 多万元，落实入园项目总投资近 4亿元。

（四）重点突破，加快循环经济试点项目建设

根据《铜陵市循环经济试点实施方案》，在深入调研和专家推荐的基础上，我市建立了拥有 59 个项目、总投资达 160 亿元

的循环经济项目库，并着力推进这些项目的建设，目前大部分项目进展顺利。金隆铜业 35 万吨电铜改扩建、有色 80 万吨硫酸

一期、朗盛化工橡胶防老剂等项目已建成投产。全市有 8 个项目被正式列入国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国债项目计划，获国债资

金支持 6000 多万元。

（五）构建平台，组织循环经济技术攻关

我市联合清华大学等 19 家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全国首个以循环经济为纽带、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技型协会组

织―铜陵循环经济产学研合作联盟，开展针对全市各行业的科技难题攻关和技术咨询。同时，依托本市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

工作站，对关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循环经济课题，联合国内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2007 年，我

市还选择部分循环经济重大课题，面向社会招标，推动企业通过产学研联合、自主研发等方式进行攻关，政府安排适当资金给

予支持。此外，我们还积极探索与国外相关研发机构和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六）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

把节能减排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纳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和“三

同时”制度，坚决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过快增长，有计划、有步骤地淘汰落后产能，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实行“关停并

改转”。2007 年，我市关闭了曾经为共和国做出杰出贡献、冶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铜水的有色一冶炼铜鼓风炉，关闭了亚星焦化的

老焦炉和发电厂 2台 12.5 万千瓦机组，关停了 9家水泥企业 12 条立窑生产线、1条旋窑生产线，共 134.4 万吨水泥生产能力，

拆除了 3座 100 立方米小高炉，建设了一批污染减排项目。

经过全市各单位、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市依托优势资源构建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不断完善，主要产业资源综合利用率不断

上升，骨干企业清洁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其中，单位 GDP 能耗、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铜冶炼全

硫利用率等多个指标提前完成了《循环经济试点方案》所提出的目标，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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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产值达 15 亿元以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 83.8%；综合利用余热余压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6.36 万

千瓦，年发电量 3.2 亿千瓦时，近期将形成综合利用机组装机容量 12.41 万千瓦；二氧化硫、COD 排放量分别比上年下降 2.2%

和 1.3%，单位 GDP 能耗比上年下降 4.5%，全面完成省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城市环境质量明显好于往年。

二、经验体会

经过多年来循环经济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

1．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市循环经济起步早、进展快、效果好，得益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认识

超前，较早地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也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在市委、市政府引导和支持下，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在全市形成共识，更让铜陵发展循环经济有了自觉性和原动力。

2．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学规划、政策扶持。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扶持是否到位，对发展循环经济有着积极的引导作

用。近年来发展循环经济规划纲要、相关领域专项规划及各项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为铜陵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3．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创新、技术攻关。我市循环经济之所以取得“倍增”效应，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推

进技术进步，加强关键技术研究攻关，提升产业综合竞争能力。近年来，铜陵不断加大对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与

环保产业的科技投入；以产学研联合为主要方式，加强研发与铜陵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行业循环经济关键技术；推广新技术、

新工艺、新产品、新设备。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层，使资源利用率

等主要指标显著提高。

4．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创新载体、典型示范。我市对发展循环经济工作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创新工

作载体，涌现了一批示范企业、园区以及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为发展循环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5．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我们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强化领导，统一协调，解决循环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重大问题。同时，设立循环经济办公室，建立高效协调的工作机制，促进工作落实，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

三、未来工作开展基本思路

虽然铜陵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循环经济关键技术有待进一步突破，企业间的能量

梯级利用和产业藕合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服务业领域的循环经济有待进一步推动，全社会普及循环经济知识有待进

一步提高等方面问题。为此，还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努力把循环经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政府在

铜陵设立循环经济工程与技术研究中心，并以硫酸渣、磷及脱硫石膏、矿山尾矿综合利用等为方向，设立专项资金，重点研究

相关产业化关键技术，通过在铜陵的试验，取得突破并在全社会推广。

［作者：铜陵市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