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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节能环保产业前景看好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能源使用效率

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设工地”，

工程建设带动着机械装备行业飞速发
展。然而，我国有关机械产品排放的要
求一直比较宽松，这使得市场上充斥着
大量高排放产品，已经成为我国环境的
沉重负担。

走节能环保之路也是我国企业打
破对外贸易壁垒的绝佳途径。目前美
国、日本等市场准入门槛正不断提高，
在贸易壁垒设置中，排放标准的限制首
当其冲。由于机械行业节能减排难度
大，较多受制于技术瓶颈，因此加大研
发力度是解决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

《工业节能“十二五”规划》显示，到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要比

2010 年下降 21%左右。国家提出的严
格要求，使得机械制造企业不得不将节
能环保放到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
置。另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源泉，也将对
节能环保产业的提振产生积极作用。

观点二：有利于调结构、促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节能环保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
重越来越大。目前，市场对节能、环保
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的需求比较大，节
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上下游相
关产业发展，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同
时，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对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就短期而言，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
业具有稳增长的效果；长期而言，加快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也是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发展。在结构调整中需要淘汰
落后和过剩产能，淘汰高污染、高耗能
产品，这就需要培育接续产业，从而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稳增长、调结
构的目的。

节能环保产业属于生产性服务行
业，主要为生产型企业提供服务。加快
其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节约能
源资源，促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观点三：警惕投资过于分散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
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布局分散，相互

之间关联度低，产业缺乏集聚性，产业
群、产业链远未形成。行业集中度不
高，单个企业产值规模与国外国际品牌
相比差距显著。因此，投资一旦分散，
就会影响旗舰企业的出现，没有标杆，

市场也将显得杂乱无章。若长期如此，
对该产业发展将带来很大阻碍。

目前投资分散，是因为行业并没有
特别优势企业崭露头角，但是资本的逐
利性、市场竞争，最终会让资金聚集到
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自然会有旗舰企
业出现。以政策为导向，我国将有大规
模的资金涌入节能环保产业，但是产业
的主角如果依然是技术门槛较低的中
小企业，则会造成盲目复制、加剧竞争、
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政府应该提高行业门槛，引导资金
流入具有高技术水平的研发企业，这将
有助于提升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 本报记者 赵志伟 整理

■ 气体？电力和动能！

这里的气体，是指深藏于陆地和海
洋中的石油天然气、蕴含在煤矿煤层中
的瓦斯气、畜牧业沼气和生活垃圾填埋
后产生的垃圾填埋气。

一提到瓦斯气，人们首先想到的恐
怕是“致命的有毒气体”和“煤矿大爆
炸”。但是，在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中心燃气开发部主任任晓
辉眼里，瓦斯气却是电能和动力。

“我们在原有生产的大功率柴油机
基础上，用新研发的燃气系统替代燃油
系统，再增加上点火系统，就打造出了全
新的气体机。气体进入机器，通过火花
塞点火，产生热能，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输
出动力，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任晓辉
介绍的气体机，就是这样一种能够让气
体“变”成电力和动能的“神奇机器”。

目前，河柴重工已经自主研发出形
成系列的纯气体发动机和双燃料（油气
兼容）发动机，其主动力功率范围可覆
盖 186 千瓦至 1840 千瓦，电站功率范
围从 180 千瓦至 1700 千瓦不等，产品
在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据了解，国内在开采新煤矿前，为
降低煤层中的瓦斯浓度，一般要先行抽
放几年瓦斯气体，这些白白浪费掉的瓦
斯气，其实就是电能和动力；另外，填埋
在垃圾场中的生活垃圾，每年都要产生
大量垃圾填埋气，如果将其抽上来进入
气体机转换，就是照明用电。

“我们就是在制造‘绿色动力’，气
体机将是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任晓
辉说。

■ 老国企的新自信

始建于1958年的河柴重工是我国

“一五”时期 156 项重点项目之一。经
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企业已经成为我
国船舶行业唯一的高速大功率柴油机
专业制造厂，也是我国军民两用高速大
功率柴油机及成套装置的研制生产基
地。

谈及公司在柴油机基础上成功自
主研发出系列气体机，将产品产业链条
和应用领域进一步延伸和扩展，河柴重
工总经理张德林自豪地说：“我们的发
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技术创新，在
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了产品的系列化，企业所有产品技
术性能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二是坚持
自主研发，将几十年积累的丰富工程经
验与先进设计手段相结合，开了自主研
发高速大功率气体机的先河，填补了国
内空白。”

其实，企业发展的关键还在于思
路。

国家提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的“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并重”的基本国策，给绿色、节
能、环保装备的发展带来契机。河柴
重工从 2006 年就开始关注并致力于
研发“绿色动力”产品，瞄准世界先进
动力，打造高端自主品牌，目前已经
研制成功多型号气体机，掌握了气体
机制造的关键技术及应用规律，型号
为 620 的气体机还获得国家能源科学
技术进步奖。

张德林说，我们要紧紧抓住市场机
遇，加快气体机提升功率的机型研制工
作，进一步拓宽市场应用领域。

■“保卫”长江，“保卫”运河

4月20日，河柴重工与中海油气电
集团签订LNG国内双燃料渔船合作框
架协议，配合国家南海渔船战略，推动

农业部渔业发展。
7月18日，河柴重工与武汉中正化

工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就国内渔船用气体发动机和气罐
集成技术的研究展开合作，力争让国内
沿海、江河、湖泊、运河的挖泥船、散货
船、集装箱船、公务船、水利疏浚船等早
日用上“绿色动力”。

经常到设备现场考察的任晓辉介
绍，在航运繁忙的长江和运河航道内，
每天都能见到两条黑乎乎的污染带，
一条是由于大小船舶使用柴油发动机
而在水面上形成的宽宽的污油带，另
一条则是柴油发动机燃烧排放而在天
空中形成的黑烟带，“两条黑带让长江
和运河失去了美丽容颜，以至于沿线
居民发出了‘保卫’长江、‘保卫’运河
的呼声”。

还长江、运河以碧水蓝天，河柴重
工的气体机将大显身手。

任晓辉说，仅以运河江苏宿迁段
为例，每天航行的船只超过 4000 艘，
如果都安装上使用天然气的气体发动
机，其污染物排放量将比现有柴油发
动机下降 80%。另外，用气体作动力
还可给船主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当
地一吨柴油的价格是 6000 元，而一立
方米天然气则仅需 2.3 元，一年下来，
保守估计可比纯用柴油动力节省 15
万元。

■ 化整为零的“电站”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
际智能电网建设分布式能源及储能技
术设备展览会暨高峰论坛上，河柴重工
参展的气体机（燃气发电机组）吸引了
许多国内外企业和客户的目光。

与传统的集中式供能方式相比，高
效利用天然气发电的气体机堪称一个

个化整为零的“小电站”。如今在日本，
很多城市的社区都采用这种新技术为
居民用电、生活用热水和冬季采暖提供
电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当前，我国天然气供应日趋增加，
智能电网建设步伐加快，专业化服务公
司方兴未艾，这些都为气体机的大规模
推广创造了契机。

6 月 17 日，河柴重工生产的首台
1000 千瓦箱式瓦斯电站顺利发往用
户，这个以瓦斯气体为燃料的气体机将
发出电能，它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将为
后续气体机箱式电站合同的签订奠定
良好基础。

■ 不只是一片新“蓝海”

柴油机“变身”不烧油只烧气的气
体机，催生的不只是一个新产品，而是
一个全新的产业，对于正全力振兴的洛
阳装备制造业来说，其不啻一片新“蓝
海”。

不仅能消化瓦斯气，还能消化沼
气、天然气、垃圾填埋气，气体机在国内
的研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发展速
度飞快。作为该领域的后起之秀，河柴
重工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

河柴重工自主研发的气体机性能
优越、运行可靠、经济耐用、技术先进，
能够满足钻井平台、油田、内河船舶、海
洋船舶等多领域的应用要求，其中一个
型号是国内第一个取得CCS（中国船级
社）认证证书的气体机，河柴重工也是
目前唯一一家取得CCS认证证书的国
内企业。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大有可为

天然气、煤矿瓦斯气、沼气、垃圾填埋气，通过一台神奇的机器，
就可以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电力能源和强劲动力——

气体“变”动能，老国企的新自信
本报记者 赵志伟 通讯员 梅巍 文/图

好莱坞科幻灾难大片《2012》，
给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敲
响了警钟，环境恶化是21世纪
人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传统
能源的日渐短缺、传统能源对
于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影响人
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威胁人类
的健康和生存环境。寻找和发
展新能源、替代能源，对处在转
型期的中国意义重大。

“未知的市场空间”被称为
“蓝海”。在激烈的竞争中，企
业要启动和保持获利性增长，
就必须超越产业竞争，开创全
新市场，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蓝
海”。

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气体机，能够让天
然气、煤矿瓦斯气、沼气和垃圾
填埋气“变”成电力和动能。气
体“变”动能，能否成为洛阳工
业的新“蓝海”？

正在运行的河柴重工气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