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特别策划 SPECIAL PLANNING北方经济

内蒙古节约集约利用原材料路径研究

海 琴  邢智仓

节约资源是我国的一项基本

国策。按照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

提出的“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的要

求，分析原材料利用基本状况，

重点研究电力、钢铁、化 工、建

材、有色金属等主要领域原材料消

费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节约高

效利用的潜力，提出强化原材料目

标管理、提高重点领域材料利用

效率等节约增效的路径和主要措

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推动原材料节约集约

利用成效

（一）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

“ 十四五” 以来， 内蒙 古严

控“两高”项目，通过加强技术创

新、推动管理创新、发展清洁生

产、大力节能减排，有效提升了

资源利用水平，主要资源产出率在

“十三五”提高 15% 的基础上，预

计“十四五”再提高 20%。工业领

域，内蒙古加大了清洁生产力度，

鼓励粉煤灰、煤矸石、煤泥、炼

渣及尘泥、化工废渣、冶金渣、尾

矿、煤电废渣等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用，减少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农业领域，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和管理模式，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和精准施肥技术，减少了化

摘  要 ：近年来，内蒙古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循环经济体系不断形成，但原材料综合利用率偏

低，绿色循环发展保障尚不充分，建议建立节约型产业体系，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加大再生资源回收

力度，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提高原材料循环利用水平，加快形成节约高效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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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和水资源的使用量 ；推动畜牧

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畜牧业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城市建设和生

活领域，推广建筑节能材料和建

筑智能化管理系统，能源、水资

源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城市垃

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利用工作全面开

展，有效减少了废弃物对环境的影

响，提高了资源再利用率。

（二）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初步

形成

一是组织开展园区循环化改

造，推进园区加大废气、废物、废

渣综合利用，企业、园区、行业间

链接共生和资源协同利用初步实

现。截至 2021 年底，全区建成循

环经济产业园区 30 个，涵盖了钢

铁、煤炭、化工、冶金等行业 ；全

区煤炭就地转化率达到 39.8%，稀

土原材料就地转化率达到 75%，

稀土功能材料及终端应用产品占比

达到 53.6%。二是以工业和农业为

重点，加强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

废弃物“变废为宝”，2021 年，全

区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达到了60%

以上，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85.6%，农业、工业废弃物综合利

用率分别达 到了 80%、40.54%，

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高于山西

1.5 个百分点。三是推动《建设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

例》《内蒙古自治区节约能源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出台，这些政策

法规的出台，为全区再生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材料节约集约利用技术

路径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是围绕冶金、化工、装备

制造等重点传统领域的科技创新

需求，组织开展生产过程数字化

设计改造、节能减排等传统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产品质

量、效率效益水平不断提升。煤炭

采煤机械化程度达 95%，资源回

收率 65% 以上 ；通过采用水泥窑

协同处置、水泥富氧助燃及玻璃

熔窑保温节能、玻璃熔窑全氧燃

烧等技术，节能节材效果明显。

二是提高产品设计科学性，推动

产品节材和品质提升。如一机重型

机械集团优化挖掘机产品设计，

采用先进的仿真技术和材料工程

技术，对挖掘机的结构、材料和

工艺进行优化，提高了产品的性

能和可靠性，降低了产品的能耗和

成本。三是强化替代材料研发应

用，促进材料节约集约利用。如生

物基材料如生物塑料、生物纤维等

快速发展，加快替代传统塑料和

纤维，进一步降低了对化石资源的

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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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原材料综合利用率偏低

内蒙古原材料综合利用率与

国际先进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普遍偏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

因。一是配套的共生、伴生和循

环的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较少，导

致整体原材料综合利用率普遍偏

低，如冶金行业中，有色金属加工

能力仅占冶炼能力的 40%，除铝深

加工能力达到冶炼能力的 60% 左

右，铜、铅、锌等只有 20% 左右。

二是部分行业生产技术和设备水平

不高，导致原材料的利用率偏低。

三是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偏低，

2021 年，内蒙古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7.1 个百

分点。与经济结构类似的山西、陕

西和新疆相比，分别为基本持平、

低 11.9 个 百 分 点、 低 3.5 个 百 分

点。四是一些行业废弃物在存储

等环节存在处理不当问题，导致了

原材料的浪费和低效利用。

（二）绿色循环发展保障不充分

内蒙古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的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保障不足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循环化改造的产业链尚未形

成系统，大型治理设备生产制造

企业和提供具有本土知识产权的

技术服务企业相对较少，对地区

产业发展的引领辐射作用有限。

二是具有一定辐射能力的清洁能

源替代、节能减碳产业链还未形

成，“碳中和”产业链各环节落地

本土项目有限，绿色能源产业链总

体发展不足，无法满足绿色能源的

需求。三是在中长期绿色循环低

碳发展及“双碳”目标实现方面，

缺乏战略性规划指引，部门协同

机制、考核评价体系有待加强，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短板，使得

绿色循环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和协

同机制，影响了自治区绿色循环发

展的全面推进。

（三）产业发展与环境容量的

矛盾加剧

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日趋重

视，环保政策加码，对节能减排

提出更高要求，产业发展与环境

容量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是随着产

业的发展，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等

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

由于内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限制，

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并不充裕，

产业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日

益凸显。二是工业废弃物排量和

治理难度较大，如现代煤化工和

精细化工“三废”排放多且不易治

理，煤化工企业相对集中且规模

大、用煤量大、灰渣多，传统的灰

渣综合利用方法已难以对其进行

消纳 ；废水处理所产出的氯化钠与

硫酸钠结晶盐产品质量标准尚未明

确，结晶盐工业化利用尚需规范，

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产业发展与环

境容量的矛盾日益突出。

（四）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

不足

内蒙古在绿色循环产业和材

料节约集约利用领域关键技术和

核心竞争力弱较为突出，影响了地

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利用

效率，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

是绿色循环领域的科技创新投入

相对较低，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

动力总体不足，制约了绿色循环产

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二是不同

领域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并

存。如冶金行业，虽部分企业的

技术装备已向大型化、高效化、自

动化、连续化的环境友好型方向

发展，但由于冶金行业中小企业居

多且工艺、技术落后，总体上企业

技术装备水平仍偏低，提供的产

品大多停留在低端。三是绿色循

环产业在废弃物处理、资源回收

利用等方面存在着工艺流程不够

完善、技术集成不够紧密的问题。

（五）各盟市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参差不齐

从增加值总量看，全区不同

地区的一产、二产和三产增加值

总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呼和浩

特、包头和鄂尔多斯三市是内蒙

古的重要经济中心，其工业增加

值总量均超过千亿，增加值率也

相对较高，尤其是鄂尔多斯市接

近 4000 亿，工业发展水平较为突

出。从产业结构看，赤峰、锡林郭

勒、乌海三市工业增加值总量仅次

于呼包鄂地区，属于全区第二梯

队，工业增加值率也相对较高，这

与当地的工业比重相对较高有关。

总体上看，内蒙古第二产业特别是

工业增加值率明显高于第一、三产

业，表明内蒙古的工业发展较为突

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工业

投入产出效率较其他两者更高 ；

但各盟市工业增加值率差距较大，

兴安盟、巴彦淖尔、通辽工业增加

值率明显落后于其他盟市，全区各

盟市工业投入产出效率参差不齐，

部分盟市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亟待提

高。

三、节约集约利用原材料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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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节约型产业体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发展低消耗、无污染和

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重点发

展绿色农畜食品加工、可再生能

源、特 钢、新材料、精细化 工、

电子信息、输变电设备、风光装备

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和研发

高新技术，提升和改造煤炭、电

力、冶金、建材、农机、化工等传

统产业的技术装备和节材降耗水

平。积极培育发展现代物流、节能

环保、低材料消耗、废旧回收利用

等与材料节约集约利用相关的第三

产业，使经济结构更有利于提高材

料利用效率和资源产出效益。巩

固去产能成果，严控中低端产品产

能，严格执行钢铁、平板玻璃、电

解铝等行业的产能置换政策，严

控新增产能，粗钢、水泥等产能只

减不增，适度控制现代煤化工产

能增速。加快推进原材料应用拓

展计划，加强国内产业链合作，确

保行业供需保持动态平衡。

（二）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

现原材料重复利用

选择原材料企业集聚区和新

建工业园区进行生态工业示范，在

园区重点推进产业链生态化，以

园区、企业、产品的绿色环保为

突破，最大限度实现对原材料的

回收加工和重复使用。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推进化工、钢铁、有色

金属、建材、电力等自治区重点

产业耦合发展，建立原材料工业

耦合发展园区，实现原材料梯级

利用和产业循环衔接。通过推进

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经济试点

示范企业和示范区建设，探索原

材料重复使用工业园区、城市循环

经济的发展模式。对新建循环经

济、废物利用等项目给予一定金额

的政策性投资补助。争取更多盟市

（旗县区）创建成为国家循环经济

示范城市、国家“无废”城市、国

家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

点城市等，形成材料节约集约利用

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内蒙古经验”。

（三）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全面提升材料节约水平

统筹原材料产业扶持政策，

引导企业用技术革新提高材料和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以国家重大

区域发展战略和自治区工业需求为

导向，聚焦钢铁、有色金属、绿色

建材、稀土、石墨烯、硅、晶硅光

伏等重点行业，力争重点、关键原

材料从制备、工艺流程到新产品开

发及节能、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

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用标准体

系提高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编制内蒙古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规划未来重

点标准研制清单。强化财政资金

支持重点原材料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探索构建重点原材料使用利

用基础数据库，全面提升材料节约

水平。推进原材料工业生产过程中

优先使用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推

动煤化工、钢铁、建材等行业废

水深度处理与循环利用。

（四）加大再生资源回收力度，

增强材料循环利用能力

完善再生资源相关标准和政

策，建立废弃物利用的资源回收

机制，探索企业和区域循环再利

用新的流程模式，实现材料的循

环利用和再生材料对原材料的有

效补充。完善社会、资源消耗企

事业单位两级回收利用渠道，加快

建设规模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回收

站点、分拣中心和交易中心。畅通

废旧金属等材料进口渠道，支持

企业建立废旧金属回收基地。建

立行业服务标准，严格落实资质

审核、安全管理、风险控制等要

求，数字赋能废弃物收运网络和

从收集、贮存到转运的全过程全

覆盖监管。增强循环利用能力，实

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废钢铁、

废纸等分类利用和集中处置，提

高动力电池、光伏组件、风电机组

等新兴废弃物回收拆解水平和稀有

金属分选的精度深度。在主要产

地建设尾矿废渣等综合利用和钢

铁有色协同处置项目，加快实现无

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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