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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一般工业固废污染治理 

——以安徽铜陵为例 

周四九 

2019年，全国共有 200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 2018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这些城市 2018年一般

工业固废产生量为 15.5 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4643.0 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 81.7 万吨，生活垃圾产生

量为 21147.3万吨。一般工业固废量占全部固废总量的比例高达 95.64%。一般工业固废含有大量有害成分，对城市

土壤、大气、水体、居民身体健康构成威胁。2018年 5月，生态环境部派出 150个督查组进驻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对一般工业固废等固体废物的非法转移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共发现问题点位 1308个，安徽铜陵亦有发现。

作为“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铜陵要高质量完成试点任务，确保生态环境安全，从源头加速推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的治理至关重要。 

一、铜陵市一般工业固废污染治理的基本情况及主要问题 

（一）铜陵市一般工业固废污染治理情况 

铜陵市一般工业固废主要来源于矿山采选、火电、铜冶炼、钢铁、硫磷化工等工矿企业，主要包括尾矿、磷石膏、脱硫石

膏、钛石膏、炉渣、冶炼废渣、粉煤灰等种类。2018年，铜陵市一般工业固废产量为 1454.7万吨，全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企业

通过生产熟料、水泥、商砼、纸面石膏板、水泥缓凝剂、新型墙体材料、氧化铁颜料、有价金属等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一般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达 1221.02 万吨（含综合利用往年量 9.32 万吨），综合利用率 83.4%。17 家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118.4

亿元，实现利润 11.7亿元。 

（二）铜陵市一般工业固废污染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管理制度不完善、协调配合不足。一般工业固废从产生、转运到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等涉及众多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管

理部门，因此实现一般工业固废的高质量治理，需制定出一套覆盖政事企、协同性好、操作性强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并充

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信息化手段。但目前，铜陵市尚无这种协调统一的一般工业固废“三化”综合协同治理办法（“三化”

指源头减量化、利用资源化、处置无害化，下同），导致相关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晰、协同管理机制不顺畅、数据信息共享不够，

甚至一些类别的一般工业固废的存量、增量、综合利用和处理处置去向等信息，没有一个部门清楚。 

二是市场促进机制不完善。铜陵市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为加速城市转型发展，避免矿竭城衰，制定了《铜陵市工业转型升

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铜陵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虽有通过奖励、补

助、贷款担保等方式激发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动力，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的规定，但此种激励政策主要属于政府性激

励，非市场化激励手段，且主要不是面向一般工业固废“三化”专门领域，针对性不强，对一般工业固废“三化”利用处置的

激励效果不明显。 

三是资源化利用能力不够强。一些类别的一般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未攻克。目前，粉煤灰等一般工业固废的处理

处置，主要依靠建材行业，而相关建材企业产品品种单一、附加值不高、产业链不完善；工业副产石膏，主要通过回填至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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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坑用于矿山修复，但其渗出液易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分离回收尾矿中的有价元素，要经过特殊的工艺流程，且有价元素回收

后仍有大量二次尾渣产生，需进一步消纳处理。 

四是矿山尾矿库及工业副产石膏库场的安全处置亟待加强。铜陵市矿山尾矿及工业副产石膏历史存量大，尾矿库及石膏库

场的安全问题仍很突出。2019 年，铜陵对市域内尾矿库的安全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但全市现有的 44 座尾矿库中尚有 17 座尾

矿库未编制尾矿库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六国化工公司的磷石膏堆场占地十几万平方米，堆存了数百万吨磷石膏，距离长江岸线

不到 1公里，给长江水质及生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虽已加强整改，但目前风险仍未彻底解除。 

二、加快长江经济带一般工业固废污染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加速推进一般工业固废污染治理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与落实 

一是落实落细《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

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及《铜陵市“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关于打造铜陵循环经济升级版的实施意见》等；严格落

实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相关制度。二是研究制定《一般工业固废“三化”综合治理办法》，

完善涵盖生态环境、经济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商务、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工业固

废监管与治理的“责权利清单”和信息共享机制，进一步厘清相关主体在各类一般工业固废产生、收集、转移、利用、处置、

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责权利边界，完善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和方案。三是加快完善一般工业固废“三化”技术标准体系，可根据《一

般工业固废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等国家标准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防控标准；深入总结从铜冶炼烟尘提

炼稀贵金属、粉煤灰资源化利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制定尾矿、粉煤灰、冶炼渣、工业副产石膏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三化”

利用处置标准和技术规范；总结废弃矿坑生态修复经验，制定一般工业固废用于废弃露天矿山修复治理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 

（二）加速完善一般工业固废“三化”市场机制 

一是坚定政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态度和意志，针对一般工业固废转移及“三化”利用处置实际在全国率先发布《一般

工业固废“三化”利用处置市场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完善奖惩措施，引导市场预期，推动相关市场主体加强技改、加速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落实减排任务，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二是通过加大政府采购甚至政府补贴，给予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

发者、使用者，资源综合产品设计者、生产者或使用者环境治理奖励或补助等手段，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或使用，推动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品种多样化、品质高端化、品牌知名化、产业规模化、发展持续化。三是制定《一般工业固废“三化”利用

处置专项金融支持方案》，给予相关市场主体特别是一般工业固废“三化”利用处置企业低成本融资优惠。 

（三）提升一般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能力 

一是加速推进一般工业固废“三化”关键技术、重要工艺和拳头产品应用项目布局，让其在治理一般工业固废污染中担纲

承梁。二是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政府搭台，企业和研究机构唱戏，如研究成立武汉中科固废资源工业技术研究院铜陵分院，推

动本地企业申报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固废资源化”年度重点专项等，开发一批一般工业固废“三化”利用处置关键技术

工艺、设备及应用示范项目。三是推进企业延伸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实现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

高值化、集约化发展。四是充分利用“城市工业大脑”，深化与阿里及浩鲸等云计算科技公司的合作，面向全球发布一批“工

业大脑+一般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项目，在资源综合利用上与全球知名企业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提升对一般工业固废的资源

化利用能力。 

（四）加快解决尾矿及工业副产石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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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源头减量化。制定《绿色矿山建设及管理办法》《工业副产石膏“三化”促进办法》，细化绿色矿山建设、尾矿及工业

副产石膏“三化”要求，推动全市矿业及化工产业安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因矿制宜，采用尾砂胶结井下充填采矿技术，推

动“废石不出坑、尾矿少入库”，减少尾矿产生量。严控磷酸等产品产能，实施工业副产石膏“以用定产”“以消定产”，推

进工业副产石膏源头减量。二是利用资源化。推进研发把尾矿及工业副产石膏制备成水泥活性混合材、干粉预拌特种建筑砂浆、

公路路基材料等综合利用产品的技术。做强本地企业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同时积极借助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等的力量，发展新的尾矿及工业副产石膏资源化利用项目。三是处置安全化。对于那些暂时不能被

利用的尾矿及工业副产石膏，要及时入库进场进矿坑。严把新（改、扩）建尾矿库及工业副产石膏场的立项、用地、环保、安

全准入关，严控新增环境污染风险。开展尾矿库及工业副产石膏场的环境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按照“一库一策”“一场

一策”“一坑一策”原则制定污染防治方案，加快尾矿库及工业副产石膏场闭库（场、坑）治理和生态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