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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山西省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 2020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为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工业废弃物减量化、资

源化、再利用，加快生产方式绿色化，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

展，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进工业固废由“低效、低值、分散利用”

向“高效、高值、规模利用”转变，推进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

利用基地建设，培育资源综合利用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开

展工业节能诊断服务，推广工业节能技术与产品，推动节能

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

2020年全省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达到 1亿吨以上，

其中：煤矸石 6500万吨、粉煤灰 2100万吨、脱硫石膏 400

万吨、冶炼渣 1000万吨。加大朔州、晋城、长治 3个国家

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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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集群发展，切实提高工业效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

进百项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推动我省工业转型和

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任务

1、推进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坚持政府

推动、企业主导、多元利用、集约发展，推进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立健全与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相

适应、相衔接、布局合理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体系，推

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

（1）推进朔州市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

推进神电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园区、怀仁陶瓷工业园区等综合

利用产业集聚区建设。推进煤矸石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发展，

推动煤矸石发电规模化，推进一批煤矸石电厂在朔州布局，

力争将朔州市打造为全国最大的煤矸石发电基地；提升煤矸

石制陶瓷、煅烧高岭土、烧结砖等工艺技术水平，研发高附

加值产品。推进粉煤灰综合利用产业集群发展，围绕市场需

求的差异化，打造煤粉灰制陶瓷纤维、氮氧化物耐火材料、

地板砖、装饰材料、耐火砖、蒸压砖、砌块、保温板、隔墙

板等高、中、低端技术路径，推进粉煤灰“吃干榨尽”和高值

化利用。

（2）推进晋城市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

晋城市要结合本地区工业固废产生及处置现状、资源综合利



3

用产业发展方向等，加快制定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发展规

划，打造“产业联通协作、链条上下完备”的基地发展格局。

要积极推进高平、阳城、沁水、泽州等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集

聚区建设。充分利用山西一把灰、大地宏翔、山西兰花等骨

干带头企业，科学规划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冶炼渣

等综合利用发展方向，包括煤矸石发电、供热、充填采空区、

烧结砖、制水泥、制玻璃微珠，粉煤灰制水泥、新型墙材，

脱硫石膏制石膏板、水泥，钢铁冶炼渣粉磨超细粉等固废资

源多途径高质量发展。推进沁水县依托丰富的煤层气资源优

势，合理设计建设分布式瓦斯发电项目，推动瓦斯发电产业

规模化、集聚化发展。

（3）推进长治市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

长治市根据本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加快制定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基地发展规划，以潞城区、屯留区、襄垣县为重

点区域，推进煤矸石发电、制备烧结砖、新型墙材、粉煤灰

制加气块、混凝土掺合料、水泥掺合料等固废综合利用高质

量发展。长治市要积极推进潞城市史回工业园区的规划与建

设,重点培育王曲发电、晋水建材、卓越水泥、泰山石膏等本

土优势企业，推进煤矸石热电联产和以煤矸石、粉煤灰、脱

硫石膏和矿渣为主要原料制造新型墙材、传统建材等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2、因地制宜推进各市资源综合利用。各市根据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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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废实际排放情况，灵活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煤矸石、

粉煤灰、脱硫石膏、冶炼渣综合利用，延伸煤炭、电力产业

链条，加强废橡胶、废矿物油、废旧机械加工制造等工业固

废的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太原市、临汾市的冶炼渣（含钢

铁、镁合金）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大同市要借鉴朔州

市开通“粉煤灰绿色交通物流列车”的做法，打通周边省市和

沿海地区工业固废的外运物流通道，加快推进商品粉煤灰外

销。吕梁市、运城市要联合相关科研院所，积极开展赤泥综

合利用技术的研究，有效解决赤泥排放及堆存问题。

3、推进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重点项目建设。实施节能

与资源综合利用重点项目滚动发展战略。在抓好 2019年重

点项目投产达产的基础上，2020年滚动推进百项重点项目建

设。要结合项目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极协调有关部门

落实建设条件，完善项目手续，加快项目建设。鉴于资源综

合利用项目公益性、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特点，继续设立工业

技术改造绿色发展专项持续奖励以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清

洁生产为重点的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绿色产

品创建活动，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支持力度。

4、推进资源综合利用重点企业提质增效发展。进一步

引导企业实施科技引领战略，加大产学研用结合，推进北大、

清华、北科、北方交大、中国矿大、西安建筑科技、太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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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中北等高校的深度合作，支持高校在我省资源综合利用

企业建立重点实验室，开展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加大固废资

源基础研究，支持我省综合利用企业选派科研人员到高校进

修研习，支持高校综合利用科研成果在我省组织中试，支持

高校科研成果在我省综合利用企业技术或专利入股，快速提

高我省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鼓励产出固废大型工业企业

重组资源综合利用中小企业，发挥大企业资金、人才、管理

优势，通过兼并重组、入股控股、联营合作等方式，发展混

合股权结构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发展壮大综合利用产业规

模。

5、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推

进山西铁塔进一步扩大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规模，围绕 5G

基站建设需求，2020年力争在现在的基础上，全省新建或改

造通信基站超过 5000个，使用梯次电池 7000组。鼓励山西

铁塔能源公司发展备电、发电、换电、充电桩、储能、电池

综合服务等能源类业务，拓展梯次电池的行业应用场景，探

索新的商业模式。推进汾西重工退役动力蓄电池分类再加工

利用以及终极拆解资源化处理项目建设。

6、推广工业节水。按照工信部《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

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2019 年）》标准，会同省河长办、

省节水办、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在钢铁、焦化、化工

等重点耗水行业，推进企业以节水和废水回收利用为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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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改造升级，推广应用高效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

提升工业节水效率。

7、开展节能诊断活动。对 2019年度全省工业节能诊断

工作全面总结，加大对典型案例的宣传，对在诊断过程中发

现的先进节能技术、工艺、装备收集汇总，引导同行业企业

开展节能对标，重点推广。选择 30余户重点工业企业，有

针对性的开展节能诊断，针对诊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企业

用能薄弱环节，加大整改力度，推进全省工业节能降耗。按

照工信部要求，做好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工作，针对化肥（合

成氨）、甲醇行业的 27户生产企业开展节能专项监察。

8、推广高效节能技术产品。综合考虑行业能源消费量、

节能潜力、能源计量统计基础、能效标准等情况，在钢铁、

电解铝、合成氨、甲醇、烧碱、焦化、水泥等行业，遴选一

批单位产品能耗指标先进的企业，向工信部推荐申报国家能

效“领跑者”企业。做好国家工业节能技术及能效之星产品目

录推荐工作，结合产业发展实际，重点征集各行业系统节能

改造、余热余压回收利用、能源信息化管控、工厂和园区系

统节能改造技术，以及电机、工业锅炉、变压器、风机等工

业节能装备。引导钢铁、建材、化工、有色、焦化等高耗能

企业对照省公布 100项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查找不足，

论证可复制可应用技术实施的可行性，借鉴改进改造。

四、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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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认识。一般工业固废利用率列入我省小康重要

考核目标之一，因此要提升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水平，重

点抓好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冶炼渣等大宗固废综合

利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新理念，组织开

展多元化的宣传教育，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宣传教育，宣扬美丽山西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媒体、绿色公益组织、产业联盟、行

业协会等机构的积极作用，加强舆论宣传，培育和践行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开展节能与资源

综合利用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为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创造良

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2、加大政策资金支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积极扩大

有效投资的要求，各市要加大对本地区现有企业节能环保、

资源综合利用等改造支持力度，针对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

高的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在土地、环保、资金、税收、

金融等政策方面予以倾斜支持。要加快建立政府引导、企业

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加大资金投入，支持企业能效

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等工作的开展，落实节能与资源综合利

用税收优惠政策，带动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向高水平、

高质量发展。

3、强化科技创新。加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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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集约化、集群化发展。加快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

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产业创新联

盟构建、人才技术聚集等方面率先突破，打造一批具有持续

创新力、自主知识产权、引领资源综合利用行业发展的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建设以龙头骨干企业为主体，联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共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创新中心、产

业技术研究院等技术创新平台，加快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成熟

技术推广应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节能与资源综合利

用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4、加强生产者延伸责任。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深入贯彻国家《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和《粉煤灰综合

利用管理办法》，落实排放企业综合利用责任，对未明确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和治理方案的煤炭开发（含选煤厂）和电厂

建设项目，有关主管部门不得予以核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工程，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鼓励固废排放企业建设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自行消纳工业固

废，固废产出企业不具备全部消纳能力，要与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环境保护要求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合作，并给予资源

化利用企业一定补贴。

5、加大推广应用力度。推广煤矸石、粉煤灰制新型建

材，煤矸石、粉煤灰制新型建材是我省消纳煤矸石、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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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业固废的主要途径，消纳占比达到 80%以上，但目前部

分建筑工程仍使用黏土砖等，住建部门要在建筑工程前期设

计和建筑施工中，大力推广使用煤矸石、粉煤灰建材产品。

加大电厂消纳煤矸石力度，根据《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

要求，鼓励和支持企业利用煤矸石发电，符合并网调度条件

的，电网企业应当为其提供上网服务，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

范围内的上网电量。目前，我省煤矸石发电只发挥电厂产能

60%左右，能源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煤矸石发电力度，提

高电厂发电运行小时数。进一步推进水泥及水泥制品对大宗

工业固废掺加比例。

附件：2020年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推进计划表

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0年 3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