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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绿浪 拥抱蓝海
——浙江掘金低碳产业观察浙江掘金低碳产业观察

本报调研组本报调研组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
见》，这是中央首次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从我国积
极行动、迈向“3060”双碳目标，到绿色
转型顶层设计出台⋯⋯诸多信号让各行
各业萌发绿意。

低碳是新制约，也是新机遇，怎样在
绿色浪潮里淘金？

两个多月来，本报调研组在全省各
地走访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环保产业、
新材料等领域10余家企业，他们或在能
源转型中探寻商机、或在循环经济中创
新模式，不断逐绿前行、提升竞争力。

能源转型是绿色发展的起点。近些
年，国内外建立碳排放相关的气候应对
机制，让清洁能源有了更广阔的市场。

“浙江化石能源紧缺，但有丰富的
‘风光核储’资源。”省发展规划研究院能
环所正高级工程师叶子菀介绍，浙江持
续推进能源转型，计划打造光伏、风电、
储能3条千亿产业链和充换电、核电、氢
能、抽水蓄能4条百亿产业链，带动制造
业形成绿色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浙江非化石能源装机
约占浙江电力装机总量的 52%，占比首
次超过火电机组。这意味着，浙江能源
结构到了拐点，背后蕴含的庞大市场等
待着企业去挖掘。

苍南已经站上了风口。俯瞰苍南县
沿浦湾，三澳核电项目工地上车辆往来、
塔吊林立。不久前，靠近海边的一期联网
工程竣工投产，正式接入国家电网。全部
建成后，该项目每年发电超540亿度，将
通过全省电网送往众多企业和千家万户。

在双碳目标之下，核电受到热捧。
以三澳核电为例，6 台机组全部投产后，
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200 余
万吨，相当于造林11万公顷。

“这不仅可以缓解浙江用电压力，还
可以大大降低发电成本。”中广核苍南核
电有限公司安全总监李俊峰说。

在三澳核电开放区的展板上，记者
看到，一期工程除了投建央企、省市县国
企之外，唯一的民企代表——吉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参股 2%，这是我国首个
民营资本参股的核电项目。

核电行业向民企敞开了大门，而且
这扇大门越开越大。今年 8 月 19 日，国
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核准浙江三澳核电二
期项目，将民企参股比例提升到 10%。
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他
们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透露给诸多民
企，27 家企业表示有意愿参与，最终 4
家企业成功参股，它们都是从事实体经
济的行业头部民企。

不仅是核电，海上风电也很“热闹”。
沿着苍南 168 黄金海岸线一路向

北，可以望见连片的海上风电机组徐徐
转动。这些年，能源央企华润、华能，省
属国企运达风电，民企远景科技相继在
这里布局，让苍南成为全省海上风电发
展最迅猛的县城。如今，近海趋于饱和，
苍南把目光投向深远海，未来将跟随全
省规划建设单机规模更大的风电场。

华润海上风电（苍南）有限公司负责人
习金程说，苍南的风力资源格外优越，华润
建设的“苍南1号”每年可以发电13.5亿
度，有效利用时间比其他沿海地区高10%。

能源转型不仅带动项目建设，还促
使产业链上下游就地扎根。

距离三澳核电不远处，苍南绿能小镇
正在开发和招商，围绕两大清洁能源，浙
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已建成
投用，海上风电、电池储能、海底电缆等配
套制造业或落地、或签约，即将在此集聚。

这为本地企业带来了新契机。三澳
核电落地后，苍南仪表集团旗下的东星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下两笔订单：核级
流量测量装置和数字化控制保护系统配
套机柜，金额约 4000 万元。这些年，东
星能源已打入中核集团、法国电力集团
等核电龙头的供应商体系，还获评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实现提档升级。

能源转型
清洁能源催生庞大商机
能源转型
清洁能源催生庞大商机

设备更新，是绿色发展的实招。
在浙江，化工、石化、化纤等 7 大

高耗能行业的用能量占比为 40%，
但 GDP 占比仅为 7%。如何降低这
些行业的能耗，关键在于推动生产设
备、用能设备、发输配电设备等更新
和技术改造。

在岱山县鱼山岛，舟山绿色石化
基地就像一片“钢铁森林”。不过，空
气里不见烟尘、没有异味，这要归功于
用能和治污的精打细算。眼下，浙江
瑞程石化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做基地的

“能效医生”，对石化全流程搭脉问诊，
给出进一步节能降碳的“保养药方”。

企业负责人项光锋告诉我们，瑞
程石化从基地建设之初就来到岱山，
主要提供汽轮机等石化设备。“这些
年，我们不断迭代研发高速高效汽轮
机技术，既能减少碳排放，又能为客
户降低用能成本。”

今年 8 月，企业首批自主研发的
汽轮机在山东裕龙石化试车成功，通
过回收利用蒸汽余热，每台每年节省
用电量1200万度，带动、拉高了行业
能效水平。

由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向上下游
延伸，瑞程石化所在的岱山经开区，
已经集聚了 60 余家石化关联企业。
不少厂商为基地提供绿色产品，比如
生产再生塑料托盘的浙江宝塑，开发
废催化剂再利用项目的润和催化。
在产业链各环节掌握集约、循环的新
技术，就能在产业转型中分一杯羹。

电气化改造是设备更新的一个
重要方向。

岱山岛的一处码头，几艘近百米
长、数十米高的船舶依次排开。离岸
较远处，有一条供给欧洲客商的6400
吨不锈钢化学品船，年底即将建成下
水。“它采用电推技术，用电力替代燃
油，适合在欧洲内河运营。”宁兴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江创宏介绍。

当前，远洋船舶迎来了全球批量
更新的窗口期。根据国际船级社设
置的低硫指标，全球造船业正从煤、
油向液化天然气、甲醛和电力等方向
做船舶动力改造。

市场对绿色船舶的需求旺盛起
来，个别船企的订单甚至已经排到了
2028年。今年前三季度，浙江造船行
业完工量、新接订单、手持订单等三大
指标，分别位居全国第三、第三和第
五，新船订单整体呈高端绿色化趋势。

工业锅炉也迎来了机遇。不久
前，浙江上能锅炉有限公司成功签约
甘南州迭部县城市清洁供暖改造提升
项目，在全球首次实现高电压、大功
率、高海拔的城市“煤改电”供热。年
底交付后，还计划使用甘肃丰富的风
能和太阳能，实现全过程绿色。

企业总经理陈怡超透露，未来 3
年，上能锅炉还要投入3000万元建设
年产300台套项目，实现量产推广。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高质
量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部署。对此，
浙江不仅出台了相关举措，还不断加
利“两新”政策。尤其针对重点行业设
备更新，浙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加快低效老旧设备替代、加快更新升
级高端先进设备、积极更新升级试验
检测设备、大力推广绿色安全装备、大
力推进设备更新技改项目实施。

浙江既是装备制造业大省、消费
品制造大省，也是设备、产品使用消
费大省。省经信厅相关负责人认为，
借助这波政策红利，大批高耗能行业
将大幅提升能效水平，也为本土装备
制造企业带来了订单，有利于全省打
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2024 年前三季度，浙江规模以
上工业中，装备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0.3%，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5.0个百分点。

设备更新 政策红利助推低碳转型

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蓝海。
在走访中，本报调研组发现，很多

浙江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创业
中，不断通过技术突破，打通变废为宝
的最后一环，尝到了循环经济的甜头。

走进台州市路桥区的台州齐聚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拆解新
到的一批渔网、蟹网、网纲绳。经清洗、
破碎、拉丝、造粒，脏兮兮的渔网变成了
雪白颗粒。产品装袋后会被贴上一个
二维码，扫码就能追溯它的前世今生。

“我们已经获得了 OBP 海洋塑料
国际收集、回收双认证。”齐聚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琪琦说。在设置
塑料废弃税的国家，采购全程可视化、
可认证的再生塑料可以减轻企业负
担。海洋再生塑料则更受欢迎，往往
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据悉，这家原本主营陆上塑料再
生业务的企业，计划投资 1.18 亿元新
建再生技改项目——面向废弃渔网渔
具全品类，计划每年收集海洋塑料废
弃物2万吨，预计年产值约1亿元。

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去年10月，浙江的“蓝色循环”海洋
塑料治理模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
奖”以来，该模式正向省内外推广。浙
江通力新材料、宁波坚锋新材料等更
多环保企业加入这一赛道，有望在全
省沿海地区再造一个产业集群。

类似的故事不断上演。在省内，
大量“城市矿产”（城市生产和消费过
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被开发利用，成了
部分企业眼中的“香饽饽”。

比如，当前光伏、风电、电池等设
备陆续进入退役高峰期，不少生产基
地开始布局循环经济新板块。

在嘉兴市秀洲区，上下游齐全的
光伏产业链又增加了一环。2023 年
9 月，嘉兴新嘉爱斯热电有限公司启
动废弃光伏组件回收及资源化研发
项目，旨在建成废弃光伏组件资源化

再利用中试生产线，让全产业链的头
尾相连。一块废旧光伏板将经历拆
分、提纯等工序，重新变成玻璃、硅片
和高纯度银，并就近回用到光伏玻璃、
电池片等制造企业。项目达产后，预
计年处理能力可达5000吨，回收率超
过90%。

废弃物回收中，“反向物流”常常
存在堵点，许多回收企业从中找到创
新的契机。在杭州、宁波、金华等地，
多种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已
经运行起来。例如“虎哥”“灵猫”“搭
把手”“红葫芦”“考拉”等企业，它们布
局智慧回收站点、区域分拣中心，结合
智能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实现智能派
单、接单和回收清运。

即使是日常用品，也不乏绿色良
机。

吸管、一次性餐具、包装、纤维、
3D 增材⋯⋯在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浙江海诺尔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的展厅里，看似寻常的日用
品都由绿色生物基材料聚乳酸制成。
它以玉米、木薯、甜菜等可再生的生物
质为原料，使用后的废弃物经堆肥或
埋进地里，最终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
是完全可降解的生物材料。

作为全国首家专业从事聚乳酸制
造的上市公司，去年海正生材的营收
达 7.5 亿元，并获评国家级“小巨人”
企业。眼下，海正在台州已建及在建
的聚乳酸产能共计21万吨，将成为国
内聚乳酸重要生产基地，并推动全省
聚乳酸产业链的发展。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当下，绿色
低碳转型的浪潮势不可挡，倒逼企业
加速突破关键技术、创新产品工艺、转
换发展模式，这片“蓝海”般的市场值
得拥抱。

（调研组成员：金梁 胡静漪 李洁薇
朱银燕 许峰 郑元丹 通讯员 陈丽君
董孔铁 金一朵 邱巧燕 执笔 胡静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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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冠中 卫俊杰

近年来，浙江省全力推进绿色低
碳转型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效，也面临
着一系列挑战和机遇。

作为能源小省和工业大省，浙江
在经济发展和节能减碳之间存在一定
的矛盾，需要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
护的关系。当前，浙江的能源消费结
构中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占比仍然偏
高，对节能降碳工作的推进带来一定
压力。随着美丽浙江建设的深入推
进，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质生
态产品期望值越来越高，对生态环境
问题、生态安全风险容忍度越来越低。

挑战中蕴藏着无穷机遇。国家
“两新两重”政策通过支持重点领域
节能降碳改造等重大项目建设来推
动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领域设备更
新提供了新机遇。明年 1 月开始实施
的《浙江省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条例》，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确
保了政策可持续性。浙江还积极推
进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集成碳足迹
因子等，助力绿色低碳数智系统建
设。同时，浙江正在探索完善碳普惠
减排交易机制，推动生态系统碳汇等
碳普惠减排量纳入交易，激励社会各
界积极参与碳减排，形成全社会共同
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良好氛围。

接下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
和公众参与等举措，浙江将继续推进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可
从中寻找更多绿色市场新商机。

（作者分别为浙江《环境污染与防
治》杂志社副社长、浙江省生态环境科
学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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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蟹网二次分拣区域。

市场对绿色船舶的旺盛需求，给宁兴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带来了商机。图为公司外
景。 岱山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正在建设的三澳核电项目正在建设的三澳核电项目。。

浙江瑞程石化技术有限公司为舟山绿色石化基地的石化全流程搭脉问诊，给出进一
步节能降碳的方案。图为公司外景。 通讯员 徐忠达 摄

用海正生材生产的聚乳酸新材料制作的
餐具。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