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打赢蓝天保卫战需要加快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贺克斌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8年，国务院发布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经过 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

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打赢

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首要任务，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钢铁行业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为了深化工业污染治

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委研究发布了

《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深入推进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将在带动钢铁行业升级转型的同时，推动全国尤其是

重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变。 

一、钢铁行业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排放源之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18 年粗钢产量 9.28 亿

吨，占世界粗钢总产量的 51.3%。钢铁行业工艺流程长、产污环

节多，污染物排放量大。近年来，通过采取结构优化、重点地区

企业异地搬迁、强化末端污染治理等措施，我国积极推进钢铁行

业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2013 年以来，共淘

汰落后和过剩钢铁产能 2.1 亿吨，取缔地条钢 1.4 亿吨，这些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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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使得在全国钢铁产量上升的同时实现了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

但由于钢铁行业总产量巨大，排放水平参差不齐，行业总排放量

依然高企不下。据测算，2017 年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 106 万吨、172 万吨、281 万吨,占全国排

放总量的 7%、10%、20%左右。随着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强，特

别是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以来，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

下降，2017 年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

为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来源。 

同时，钢铁行业是货物运输量最大的行业之一，我国钢铁行

业货运量为 40 亿吨以上，占全国货运总量 1/10 左右。与国外钢

铁行业以铁路和水路运输为主不同，我国钢铁行业主要依靠公路

运输，运输过程中的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非常突出，占钢铁企

业自身排放的 20%以上。 

二、钢铁行业布局集中加重污染 

除排放量大以外，我国钢铁产业布局集中也是影响区域大气

污染的重要原因。我国钢铁产能布局主要集中于大气污染相对严

重的地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的钢铁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55%，其平均 PM2.5

浓度也比全国平均浓度高 38%左右。大量钢铁行业的集中排放加

重区域大气污染。 

钢铁企业排放对城市空气质量有显著影响。我国钢铁产能前

20 位的城市（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 51%）无一空气质量达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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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 28%。2018 年 168 城市空气质量排

名倒数前 7位的城市，钢铁企业都对本地环境空气质量产生重要

影响，其中排名倒数第 2位至第 7位的石家庄市、邢台市、唐山

市、邯郸市、安阳市和太原市，均为全国钢铁产能前 20 城市，

粗钢产能分别为 1200 万吨、700 万吨、1.33 亿吨、4300 万吨、

2100 万吨和 1600 万吨。空气质量排名倒数第 1位的临汾市，虽

钢铁产能不在前 20 城市排名之中，但拥有钢铁企业 11 家，由此

可见，规模小、排放高的企业集中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更为明显。  

三、钢铁行业仍有较大减排空间 

“十一五”以来，全国钢铁企业陆续实施了一系列治污改造

工程，通过烧结机（球团）配备脱硫设施，烧结机机尾、破碎筛

分、高炉矿槽和出铁场、转炉一次烟气、转炉二次烟气等工序除

尘设备升级改造等工作，使吨钢二氧化硫和有组织颗粒物排放量

分别下降了 70%和 60%以上，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氮氧化物未采取措施、治理水平低、无组织排放严重、重点区域

排放总量大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与日本、德国、韩国等发达

国家相比，目前我国钢铁行业污染控制水平和环保管理水平仍有

较大差距，尤其是占颗粒物排放 50%以上的无组织排放，吨钢颗

粒物无组织排放量我国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作为超过全球

产量 1/2 的国家，我国亟需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实现钢铁行业排

放的大幅削减。 

为了有效减排各类污染物，推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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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新技术的开发和实践应用，取得显著

进展。如通过近 5 年的努力，我国超过 8成的燃煤电厂实现了超

低排放，燃煤电厂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已降至世界最低，我

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体系。非电行业也在高效脱硫、脱

硝、除尘方面取得进展，并逐渐从末端治理为主转向全过程控制，

如陶瓷等建材行业的清洁燃料改造和玻璃纤维行业的全氧燃烧

技术都推进了相应行业的减排工作。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

面为钢铁行业发展高效污染减排技术提供了借鉴，另一方面也在

推进其他行业污染减排的同时，使得钢铁行业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在此背景下，钢铁行业更需加快推进污染治理步伐，为自身进一

步发展赢得空间。 

四、《意见》实施将显著改善空气质量 

《意见》根据行业排放特征，对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和

大宗物料产品运输，分门别类提出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实现全

流程、全过程环境管理。《意见》制定科学性强。一是充分体现

了技术可行性，对超低排放要求并不是“一刀切”，对烧结机和

其他主要污染源分别提出不同限值；二是充分体现了管理的差异

性，在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对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企业实行严

格管理；三是强调依法推进，明确达标排放是法定责任，超低排

放是鼓励导向，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企业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四

是强调可操作性，要求钢铁企业制定“一厂一策”治理方案，严

把工程质量，确保长期连续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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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实施将稳步改变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的现状，降低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显著改善环境空气质

量。据初步测算，到 2025 年，《意见》任务全面完成后，将带动

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削减 61%、59%

和 81%。 

由于钢铁行业在重点区域相对更为集中，超低排放改造将在

重点区域产生更大的环境效益。重点区域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改造任务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

放总量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分别削减 14%、18%、21%；长三角地区

将分别削减 8%、11%、20%；汾渭平原将分别削减 3%、6%、15%。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上述污染物削减将带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 PM2.5浓度分别下降 5.6 微克/立方米、3.4

微克/立方米、2.4 微克/立方米，占区域平均 PM2.5浓度的 9%、8%、

4%。过去北京、济南等城市开展了钢铁企业异地搬迁工作，对城

市空气质量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济钢搬迁对济南市二氧化硫

和可吸入颗粒物年排放量分别削减 10%和 12%，使济南市区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下降 0.76，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开展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治理可望取得可观的环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