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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制造流出加速度

工信部近日公布2022年度绿色制造名录，其中874家企业进入国家级绿色工厂，47
家工业园进入国家级绿色工业园。 到2022年底中国在国家层面培育的绿色工厂累
计达3657家，绿色工业园区270家，制定的节能和绿色发展行业标准超过640项。
我国绿色制造体系基本建立，绿色制造产业初具规模。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年全国两会江苏团审议时指出：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当前，绿色化已成制造业发展的大
趋势。低能耗、少污染、可循环、碳中和……面对新的发展要求，新时代的制造业
企业不仅在质量效率上做文章，也在绿色环保上下功夫，为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贡献重要力量。我国绿色制造发展水平如何，怎样全面提升？近日，记
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国家级绿色工厂。 

1 淘汰高能耗设备 

绿色低碳是对生态环境更负责的选择 

在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鑫达路，坐落着一家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老牌”轴
承制造企业——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盛轴承)。作为新晋的国家
级绿色工厂，这些年，长盛轴承一直在做一件看似赔本的生意——淘汰原有的电机
，目前已经淘汰了140多台，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之所以要这么做，源于这些设备的高能耗。别看长盛轴承现在是绿色制造的“先进
”，可十年前，企业还被“高能耗”的问题所困扰：2002年前，公司板材车间内，
所有板材物料不仅要依靠近30名工人在传送钢带旁搬上搬下，高耗电的短板炉还因
为人工操作不能被连续利用，造成较高的人力、能源耗损。 

是短期内付出一些成本实现绿色转型，还是在原有的高耗能路上继续拖延？面对选
择，长盛轴承最终选择了前者。因为绿色低碳不仅是整个工业领域的发展方向，也
是对企业长远发展、对生态环境更负责的选择。 

走进如今长盛轴承公司的板材生产车间内，2名工人一左一右守在1条自动烧结生产
线旁，正专注地盯着传送带旁的自动采集数据显示器。传送带上，钢板、铜粉、聚
四氟乙烯等材料连续不断地被运进120多米长的自动烧结炉内烧结，在先后经过两
道烧结工序后，这些材料将再次流转进入下一道生产流程，并最终被制造成各种高
性能的自润滑轴承、固体润滑轴承及金属基滑动轴承等产品。 

这条能够连续生产的“流线式”高效自动烧结生产线，是公司集中研发力量创新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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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的成果。长盛轴承副总经理戴海林介绍：“公司先对设备进行改造，提高设备利
用率，去年，我们又在原有设备改造基础上，对网带式烧结炉的保护用气装置进行
了节能改造，降低了氢气的比例、压力、流量，并通过安装流量计来精准控制气体
的使用量，从而达到节约用液氨、液氮等的目的。” 

在持续推动节能降耗的同时，长盛轴承公司还积极应用工业污染物的减量化、资源
化技术，减少生产污染。在轴承生产中，为了防止产品和模具拉伤、受损，一般会
在若干生产工序中使用润滑油，并在产品包装前进行清洗除油，而除油环节则伴随
着大量废水的产生。回想起早年处理废水的“尴尬”处境，戴海林直言，“堵管道
、没处排、很头疼。” 

2016年，因为扩产需要，长盛轴承公司从魏塘街道工业园区搬到了现在的开发区(
惠民街道)新址。在盖新厂房之初，公司管理层一致决定投资150余万元购置设备，
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如今，生产线上和员工生活产生的所有污水全部被回收并集中
处理，其中部分处理过的中水被用在板材烧制等环节中作为水冷却补充，以及用于
厂区的绿化浇灌等。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统筹推进绿色生产，长盛轴承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全新的管理部
门——精益部。该部门每年组织开展各类车间自动化改造等活动。带料刨边生产改
善，双金属模具优化，自动联线、快速换模等自动化改善……精益部从设备效率、
产品品质等各方面对生产、管理环节进行改造提升，从而大力推动节能降耗。在现
代化管理模式下，2020年至2022年，长盛轴承公司成功实现了万元产值能耗三连
降。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表示：“绿色制造是一种现代化制造模式，构
建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推动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环境影响最小化。” 

目前，长盛轴承公司的月平均用水量减少约40%，排放的污水化学需氧量(COD)降
低，基本达到了可以直排的标准。 

2 工业废弃物变身绿色建筑材料 

先进工艺打造循环经济，节能降耗一举两得 

别人眼中的工业废弃物脱硫石膏，在这里却变废为宝。当传统工业遇到循环经济，
催生出的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新路子。 

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江苏北新建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建材)是国内最大的
纸面石膏板研发生产企业之一，工厂就建在燃煤电厂附近。北新建材以电厂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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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石膏为原料，并在生产过程中对产生的固废、废水、余热余压等资源进行
回收循环利用，开发出一条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建材产业链，建成企业内部循环经济
生产运作体系。不要以为用废弃物做的产品，质量不可靠，事实上，北新建材生产
的纸面石膏板是国家鼓励的新型绿色建筑材料，而且技术质量性能指标超越了一些
外资同行。 

废弃物如何变成绿色建筑材料？答案是先进的现代化工艺。戴上安全帽，穿上反光
背心，走进北新建材3万多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只见2条由智能机械自动控制
的特种纸面石膏板生产线上，电厂固废脱硫石膏经过高效低氮燃烧技术的煅烧烘干
、精准成型切断、智能控温烘干、全自动码垛包装等工序，一张张低碳环保的高质
量石膏板就准备走进千家万户了。整个车间因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和空气净化设备
，不仅减少了污染物排放，降低了能耗，更闻不到刺鼻的异味，有效实现了节能环
保、清洁生产。 

“我们车间有188台智能化控制设备，并通过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
理体系认证和测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实现了整个
生产过程智能化流水作业。车间里基本没有体力活，连续几年零事故、零污染和零
伤亡。”北新建材副总经理严俊表示，在石膏板生产过程中，公司对产生的固废、
废水、余热余压等资源进行回收循环利用，利用先进技术大量消纳工业污染排放物
，并建成了企业内部循环经济生产运作体系。目前，公司产能规模达到了7000万平
方米/年，累计消纳固废资源400余万吨。2022年，公司综合能耗1.67万吨标准煤
，同比下降27.6%。 

“公司在资源循环利用工作中，会把反复操作的工作形成文件和相关标准，通过目
的、策划、施行、检查、改善等手段达到提升，从而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健康发
展。”严俊说，通过对关键工艺的测试、试验和模拟，北新建材掌握了石膏板大规
模工业化生产的关键工艺和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通过不断的试验、改进和
开发，实现了提高生产力、提高产品质量、稳定生产、降低成本和节能降耗的目标
。按一年24.7亿平方米石膏板产业规模计算，北新建材每年可消纳工业副产品脱硫
石膏2470万吨，折合减排二氧化硫约930万吨，减少碳排放约449万吨。 

提起发展循环经济的初衷，严俊表示，我国现在用电量每年不断攀升，而能源结构
暂时依然是以燃煤发电为主，如何处理燃煤电厂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弃物脱硫石膏
是一个重要的环保问题。北新建材通过自主创新掌握的以烟气脱硫石膏为原料替代
天然石膏资源生产石膏板的成套技术，不仅避免了大量开采天然石膏矿产资源，降
低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而且还能将工业固废充分利用，可谓是一举两得。而公
司发展到今天，做到行业领先，也充分说明，绿色化才是一条长远的发展路子。 

3 废气废热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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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算下来，这笔“环保账”是真的值 

草长莺飞的季节，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的厂区内绿树成荫，两台余热发电机掩映
在绿树丛中，每天源源不断地为工厂输出电能。 

“水泥熟料生产线窑头和窑尾排出的废气含有大量余热，我们用专门的设备将这些
余热收集起来，进行发电。”鹤林水泥负责人徐斌说，现在公司的余热发电站每年
可发电1.5亿千瓦时，解决了公司四分之一生产用电量，折算下来节能4.12万吨标准
煤，扣除发电成本后，每年可为企业节约电费6700万元，还减少了废气直排对空气
产生的污染。 

资源消耗低是绿色制造的一项重要要求，而电力消耗是工业制造企业一项很大的能
源消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利用清洁能源或者余热发电，实现了节能减
排的目标。 

在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世界首个电驱动丙烯生产工厂——东华能源(张家港)新材
料有限公司，锅炉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富余中压蒸汽。以前，公司会将产生
的中压蒸汽直接减温减压后供车间烘干原材料，这种情况下，蒸汽总体利用率约为
12%，存在资源无法充分利用的问题。而如今，公司建设了蒸汽梯级余热发电系统
，先将厂区锅炉产生的过热蒸汽回收，用蒸汽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所发的
电用于全厂设备运行，之后将发电后排出的蒸汽进行二次利用，降温后供给车间造
粒烘干使用，使蒸汽的热量得到了最充分的开发利用。 

而在长盛轴承，清洁能源自发电成为厂区替代燃煤用电的新选择。2022年1月，长
盛轴承利用厂房屋顶等共3.13万平方米的“悬挂空间”面积，启动了装机容量为2.8
9 MW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光伏发电节能项目竣工通电后，2022年全年发电
量287万度，其中268万度电为该公司生产生活直接使用，约占公司年用电量的12
%。换句话说，单单这一项节能举措，就为长盛轴承节省了超过一成的年度用电量
。 

不仅如此，长盛轴承负责能源管理的管理人员王伟杰在心里算过这样一笔“绿色账
”：按照公司光伏电站目前的发电情况，过去一年减少相当数量的标准燃煤，节能
减排效果显著。“而且，这还能为公司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和动力，有效优化用能结构，实现绿色发展。”王伟杰表示，“今年我们还打
算在新建厂房共约7000平方米的屋顶上继续安装光伏发电机，这个月下旬就将动工
。” 

“与光伏发电项目几乎同时启动运行的，还有我们公司的储能集装箱项目。”据王
伟杰介绍，去年初，由嘉善县供电公司研发的储能集装箱项目同样在该公司并网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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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作为提高电网弹性、提升电网消纳能力的关键技术，储能集装箱是现有电能
补充的可靠保障。目前，长盛轴承公司的储能集装箱项目电池装机容量1102千瓦时
，最大输出功率为500千瓦，满电情况下可以以最大功率输出2小时。 

“储能集装箱每天以500千瓦的功率在尖峰时段放电2小时、在低谷时段充电2小时
，从而实现错峰用电。配合目前大工业用电峰谷电价差值，去年实现节约用电成本
95万元。”王伟杰说，这些发电设备看似需要公司投入不少资金，实际上长远算下
来，这笔“环保账”是真的值。（中国纪检监察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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