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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背景下内蒙古乌海及周边地区转型发展路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相同的

资源禀赋、相似的政策环境和

类同的开发模式，在内蒙古乌海

及周边地区形成了涉及三个盟市

7 个园区、以煤焦化工、氯碱化

工为重点的规模庞大化工产业集

群，成为内蒙古西部重要的特色

产业基地和区域增长极。同时，

由于这一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开

发强度较大，造成了资源环境矛

盾突出、产业结构低端同质、各

行政主体之间恶性竞争等问题。

在国家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的大

背景下，促进乌海及周边地区转

型发展意义重大且十分急迫。

一、乌海及周边地区转

型发展的现状

（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 乌海市积极推动

传统优势产业延伸发展，主要工

业产品由最初的几个发展到 5 大

系列 50 多种， 原煤、 焦炭、 电

石等初级产品不断向煤焦油、

医药中间体、新型建材等深加

工产品延伸，形成了“煤—电—

化—新”“石灰石—电石—聚氯

乙烯—塑料制品”等多条循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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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推动国家煤焦化工、氯碱

化 工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快

培育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

为主的新兴产业，卡博特、建龙

万腾等一批引领示范项目快速落

地，形成硅材料、碳材料、特种

PVC 材料、玻璃纤维材料、冶金

材料等多元产业集群，成为转型

发展的新支点。打造“现代能源

经济示范城市”和“氢经济示范

城市”，发展现代能源经济，推

进化工氢能源生产。阿拉善高新

技术开发区立足现有产业基础，

将内生培育和承接产业转移相结

合，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竞争

力强的产业项目和创新平台，形

成了“企业内小循环、产业链中

循环、园区内大循环”的循环经

济发展体系，构建起盐化工、煤

化工、精细化工、战略性新兴产

业为主导的绿色生态循环经济格

局。鄂尔多斯棋盘井（蒙西）工

业园区实施多晶硅等 57 项技术

升级改造，现已形成煤化工、氯

碱化 工、 天 然气化 工、 煤 ——

电—冶金、三废循环再利用和物

流供应链 6 条产业链，建设国内

最大的氯碱化工和铁合金生产基

地、萘系生产基地，打造全区最

大 PVC 生产基地。

（二）加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力度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及周

边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作为全国

首部协同立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乌海及周边大气污染联

防联控联治以来，实施治理项目

251 项、投入资金 31.6 亿元。乌

海市中心城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达标率为 81.1%，同比提高

1.6 个百分点 ；细 颗 粒物 PM2.5

年均 浓度 30 微 克 / 立方米，达

到了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实现了

历史性突破。推进天然林保护、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

建设，开展自然保护区内采矿权

清理整顿，进行矿区环境综合治

理，完成 166 个大气环境综合整

治项目和 51 个钢铁、焦化重点行

业特别排放限值提标改造项目。

强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强水

质监测保护，开展河湖“清四乱”

专项行动和库区清淤，实施黄河

国家湿地公园、水源地保护地和

滩区综合治理工程。

( 三 ) 协同推进改革开放

乌海及周边地区以“呼包银

榆”区域合作框架为基础，在文

崔 波   张立君



58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化旅游、生态环保、商务金融、

民生保障等领域加强合作，实施

重点项目，拓展合作范围。实施

环乌海湖地区一体化发展战略，

推进蒙宁六城十八园（区）铁路

环线项目，启动低碳工业园区货

运铁 路 规 划， 稳 步推动“ 公 转

铁”工作。依托策克、甘其毛都

和乌力吉口岸，打造蒙古煤大宗

产品交易平台。成功举办自治区

第三届蒙商大会等重要会展活动。

  

二、乌海及周边地区转

型发展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乌海及周边地区积极推动

转型发展，深化多领域合作，但

诸多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没有从

根本上得到解决，区域发展协同

性、联动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缺乏有效的协同发展

机制。区域内各级政府、园区之

间，分属不同地区行政管理，缺

乏统一规 划和统 筹管理。乌海

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雷同，管理

相对粗放、科技含量不高，企业

综合竞争力不强，产业合作的规

模、范围和水平层次较低，产业

链条上、中、下游配套关系发展

不充分，存在争项目、争资源等

现象，不能发挥集群效应和规模

效应。

二是环境资源制约明显。随

着国家新《环保法》的实施以及

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

提高，区域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

凸显。周边的 7 个工业园区的支

柱产业仍以煤化工、精细化工、

金属冶炼、电力等高耗能、高污

染行业为主，园区分布集中，大

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问题突出。

作为区域发展核心的乌海市地域

面积较小，空间受限，虽然有较

好的化工产业基础，却难以承接

大项目、好项目。

三是 基 本公共服务及基础

设施供给不足。乌海市及周边地

区的教育、医疗、科技、社会保

障等主要公共服务领域无法满足

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区域

内城镇、工业园区与城市功能的

布局不配套，存在企业办社会、

园区办社会的现象。交通基础设

施网络不完善，运输能力总量不

足。棋盘井工业园区到乌海西站

只有 40 公里，由于铁路运力不

足，90% 的物资依靠公路运输，

区间收费站设 置较多，道路 拥

堵，平均周转时间在 24 小时以

上，严重影响流通效率，增加了

生产成本。

三、乌海及周边地区实

现转型发展的路径

（一）优化区域发展布局

由地方政府根据国家发展规

划要求，针对地区经济、产业、

能源和碳排 放作出规 划，具体

落实地区发展战略。编制区域性

“三线一单”和发展总体规划，

统筹考虑区域环境承载力、排污

总量、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城市

间及工业园区对城市相互影响等

因素，科学管控产能总量，合理

规划产能建设，适度调整区域内

部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提升发

展活力和整体竞争力。

( 二 )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依托资源优 势，重 点支 持

焦炭、PVC 等生产企业不断加强

技术升级、工艺改进和产品创新

步伐，努力保持在同行业的技术

领先性，同时加强企业间的横向

联合，统筹优化区域产能配置和

产业链衔接，拓展市场，提高产

能利用率，打造国内重要的煤焦

化工、氯碱化工产业基地。研究

制定差别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

通过实施绿色管理和开发绿色科

技，提高自身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发展循环经济，率先实

现碳排放峰值。

（三）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

效的能源体系

能否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

标，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的绿色

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乌海

及周边地区能源消耗总量过高，

要着力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 控制度， 深入 推 进 工业、 建

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做好

重点用能企业节能技术和能源管

理水平升级。提升可再生能源利

用比例，完善清洁能源消纳长效

机制，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生

产使用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能

源系统全产业链低碳转型。

（四) 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落 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 规

划任务，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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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治理挺在前面，与上下游

地区协同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

保护，严格限制开发生态脆弱地

区，实施河道、滩区和流域综合

提升治理，逐步完善水沙调控机

制，积极解决乌海湖泥沙淤积问

题，全力保障黄河安澜、水清河

晏。通过机制创新，激发公众的

生态环保意识，提高践行绿色、

低碳生活的主动性，自觉保护生

态环境，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知

行合一。

（五）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

水平

统筹协调、积极合作，打造

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

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同时对

制度政策做出安排，促进区域内

要素充分流动，实现经济共同发

展。加大力度扶持乌海市优质医

疗、精品教育和科技创新资源发

展，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

动能力，促进区域人口和产业集

聚，形成发展合力和竞争新优势。

作为国内首批实现碳达峰的

地区，京津冀地区一直在探索低

碳转型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在调

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方面积累了经验，体现了示范、

带动和创新价值。京津冀三地

区通过经济、产业和能源结构的

优势互补，制定相关排放标准和

监管措施，推动地区产业转型与

能源升级，从而更早实现碳排放

达到峰值，改善环境质量。乌海

及周边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

较高，率先实现碳达峰不仅符合

国家整体规划和地区产业发展的

需要，也是目前全国减排发展的

必然要求。在这方面，可以借鉴

先进经验，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

低碳技术和新能源企业向本地区

转移，带动企业绿色转型。政府

对转移企业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

惠政策，为当地绿色发展带来机

遇，提供支撑，引领内蒙古西部

地区整体、快速、协调、绿色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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