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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环保治污“紫金模式”

重金治污推广难 政策资金技术三重掣肘

证券时报记者 陈勇 常小安 朱中伟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紫金矿业

（

601899

）时，正值公司“

7.3

污染事件”

三周年之际，紫金矿业借承办“湿法冶

金与环境安全论坛” 之机邀请上百位

国内顶级专家和企业负责人交流治污

经验。

重金治污“紫金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在紫金山金铜矿现

场看到，

7.3

污染事件的旧址上已建起

由两层

HDPE

防渗膜和三层夯实的

黏土构成的新防护层。 五层防护最大

限度防止含铜溶液的泄漏。 溶液池旁

还建有按千年暴雨量标准修建的防洪

池，溶液池边竖立着警示碑。

紫金矿业董秘郑于强介绍， 紫金

山金铜矿区的

12

个外排水口目前都

装有在线监测系统， 系统根据环保部

门要求，可由环保部门远程监控，一旦

水样异常系统就会自动给矿区负责人

发送短信，并立即阻断外排口。

三年前的

7.3

事件， 紫金矿业付

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紫金山铜矿湿法

厂厂长林文贤等

5

名高管因 “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罪” 被分别判处三年六个

月到缓刑不等的刑期； 紫金山金铜矿

被处罚金

3000

万元。公司董事长陈景

河向记者坦言：“

7.3

事件对公司管理

层心理上有很大的震动， 一方面管理

层对环保意识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另

一方面， 这也使部分同志在承担责任

方面有畏惧感。 ”

“环保关系到紫金矿业的生存，公

司伤不起， 宁愿多花点钱把环保安全

标准进一步提升。 ”陈景河说。

三年来，紫金矿业共投入资金

8.3

亿元进行全面系统整改，完成

61

项整

改内容。 陈景河向记者透露，实际上，

整改内容不仅限于政府或者监管部门

要求的部分， 所有的整改项目加起来

远超

61

项。

除资金投入以外， 紫金矿业还在

设计和技术环节加强把关。 陈景河介

绍， 紫金矿业建有自己的研发体

系———紫金矿冶设计研究院。 所有外

埠设计单位做的工程方案， 都会在公

司内部研发体系内重新进行评估。 觉

得标准还不够或者在特殊情况下可能

对系统产生重要影响的部分， 公司都

主动及时去整改。

据悉，紫金山金铜矿环保系统工

程，已得到业界的认可。 中国有色金

属协会将其作为制定新行业标准的

参考。

环保资金难落实

三年拿出

8

个亿进行环境安全系

统整改，对于去年营收近

500

亿、净利

润

52

亿的矿业巨头紫金矿业来说或

许并非难事。 但对许多存在环保风险

的企业而言， 这样大投入解决环保问

题还不具备条件。

冶炼和矿山同属有色金属产业链

上重污染的行业。在一家大型冶炼企业

高管看来，业内污染治理问题的拦路虎

是历史形成的工艺装备和资金问题。

这位大型冶炼企业高管对记者说，

上世纪

60

年代国家开展三线建设，很

多有色金属等重工业分布在从经济角

度看根本不适合的内陆封闭地区。这些

重资产配置的行业，历史形成的工艺和

装备已经落后，想要实现达标排放就必

须停产整改。但这些老企业多背负高额

的负债、折旧、就业等包袱，本身利润就

如刀片一样薄，无力拿出大笔资金停产

整改，边生产边整改过程中出现排放超

标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当然，这些企业为当地

GDP

贡

献的亮丽数字， 让地方政府在环保问

题上态度暧昧， 也是企业无法停下来

的原因。 ” 该高管补充说。

与大型企业不同， 中小型企业在

环保投入上的问题则更为严重。 环境

科学出版集团监事会主席张志敏介

绍， 一些中小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

化，根本谈不上环保投入。日前广西贺

洲汇威选矿厂恶意向溶洞偷排含有

镉、 铊的有毒废水造成贺江水系重金

属超标，就是典型的例子。

谈及企业环保投入问题时， 中国

工程院院士邱定蕃指出， 企业家不仅

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环保方面的钱是必须花的， 否则会

威胁到企业的生存。

邱院士在云南、 广西等地区曾亲

眼目睹中小冶炼企业大量采用落后的

工艺，排放无法达标，环保问题十分严

峻。他呼吁，地方政府要下决心关闭这

些落后产能，不能因为

GDP

和就业等

问题手软。

环保技术待扶持

资金投入是污染治理的重要条

件，但政策和技术同样不可或缺。事实

上，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管理部门不

断出台相关政策， 其中对环保重点监

控行业在产能规模上设置准入门槛就

是其中之一。 但这项政策却被业内人

士诟病没有管到点子上。

以铜冶炼行业为例， 目前铜冶炼

行业准入条件中规定， 新建和改造铜

冶炼企业，单系统冶炼能力需在

10

万

吨

/

年及以上。 但这项规定在一位冶炼

企业高管看来，完全是越俎代庖。

这位高管打了个比方， 假如新疆

边远地区有个铜矿， 铜精矿品位为

20％

。 如果在当地建一家环保合规的

2

万吨

/

年小型冶炼厂， 把铜精矿富集

到

99％

， 按新疆到沿海

2000

元

/

吨以

上的运输成本计算， 不但避免社会资

源无谓的消耗，而且减少碳排放，从另

一方面为环保做了贡献。 企业也将极

具竞争力。

“管理部门只要抓住环保这个核

心， 产能问题完全可以交给市场解

决。 ”该高管说。

在环保安全技术指导问题上，邱

定蕃院士认为，政府既要监管，又要帮

助企业一起解决问题。

刚从德国考察归来的一位紫金矿

业高管向记者介绍， 德国的企业上马

项目是不需要环保部门审批的， 环保

部门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设备投产前进

行验收。 国外的环保部门的人员大部

分是专家， 当企业遇到环保不过关的

环节， 环保部门会和企业一起坐下来

商量，帮助企业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在采访中，有矿主对记者表示，现

在环保安全问题都是上升到负刑事责

任的层面， 他们自身也不愿意拿身家

性命去冒风险， 但他们缺乏专业技术

团队， 因此迫切希望得到监管部门个

性化的技术指导。他调侃，现在的环保

部门就像是卫生检查组下企业， 只关

心卫生情况， 对关键的治污环节和设

备具体运行情况等反而视而不见。

生态修复不容忽视

经过数十年的矿山开发，国内形成

了大面积的废石堆场、尾矿库，这都对

地貌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且废

矿堆尾矿库长期处在氧化、 风蚀过程

中，各种有毒矿物成分或有害物质转入

地下、地表水体和农田、土壤之中，随时

对环境构成威胁。资源开发后遗留的环

境治理问题不容忽视。 然而，生态修复

同样面临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困扰。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环境工程所所

长周连碧介绍， 国外对矿山生态环境

恢复治理十分重视， 政府和企业都投

入大量资金， 复垦率基本达到

50%~

70％

， 不少国家要求新建矿山复垦率

达

100％

。 而我国目前矿山复垦率仅

在

14％

左右。

据了解， 我国目前各类金属尾矿

的堆存总量约

60

亿

~80

亿吨，且每年

以

3

亿吨的数量增加。 大量的堆场在

等待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进行环境的

控制和恢复。

虽然自

2006

年起，我国开始逐步

建立起“修复保证金制度”，依据新矿

山设计年限或已服役矿山的剩余服务

年限等因素， 确定按矿产品销售收入

的一定比例， 分年预提矿山环境治理

恢复保证金。 但更多已关闭的矿山复

垦资金始终没有着落。

对此，周连碧认为，当务之急是加

强新上矿山生态环境管理， 防止增加

新的污染和破坏。与此同时，对废弃矿

山、 即将关闭矿山由国家和企业加大

投资进行治理。

除资金以外， 目前国内也缺乏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的相关技术规

范和指南。在矿区土地破坏监测、复垦

区生态系统功能恢复、 效果评价指标

体系建立等方面与国际水平也存在较

大差距。

周连碧建议， 国内研究机构在借

鉴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 要结合本土

特点加大对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

等实用技术的研究， 从技术层面支持

国内生态环境的恢复建设。

史上最严环保司法解释

震慑问题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陈勇 朱中伟

山东地下水污染、 镉米污染等频

频爆发的恶性污染事件， 让环境污染

问题成为百姓不能承受之重。

日前，“两高” 推出新的环保司

法解释，对 2011 年刑法修正案 “环

境污染罪” 表述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其核心内容是扩大污染物认定范

围、 降低入罪的门槛和加大处罚力

度。 这份被外界称为“史上最严” 的

环保司法解释， 意在透过严刑峻法

给存在环保问题的企业施加强大压

力，促其整改。

用 30 年走过了西方国家百年

的工业发展阶段的中国，其发展成

就有目共睹，但也留下了工业化建

设中巨量污染物排放的难题。 以列

入环境污染国家防控重点的重金

属行业为例，有数据显示，蓄电池、

有色金属、 稀土产量的世界第一，

却也给中国带来 1/5 土地、1/10 的

粮食、80％河流的底泥受到重金属

污染。

新司法解释明确列举了污染环

境罪之“严重污染环境” 入罪条件的

十四项标准。 其中特别提到，单位实

施环境污染犯罪，不单独规定定罪量

刑标准，而是适用与个人犯罪相同的

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

对单位判处罚金。这意味着企业造成

环境污染以罚代刑时代的终结，环境

污染的责任认定直指个人。

新司法解释的出台， 对存在环

保风险的企业震慑作用明显。“现在

环保问题都是上升到负刑事责任的

层面， 哪个领导愿意用自己的身家

性命去冒这个风险？ ” 面对环保安全

问题的提问， 有冶炼企业负责人反

问记者。“面对环保风险我们每天诚

惶诚恐，压力很大。 ” 他们说。

不过， 在严刑峻法面前也不乏顶

风作案者。新司法解释墨迹未干，广西

就爆出新的水污染事件。 广西私营企

业汇威选矿厂恶意向溶洞偷排含有

镉、 铊的有毒废水造成贺江水系两种

重金属超标、鱼类死亡。 目前，公安机

关已依照新解释的规定， 按涉嫌污染

环境罪将矿厂负责人刑拘。

紫金矿业铜冶炼项目环保投资超两成

证券时报记者 朱中伟 陈勇

紫金矿业（

601899

）向下游延伸的

20

万吨铜冶炼项目一直受到市场关

注。实际上从立项之初，来自于公司内

外的争议之声就不绝于耳， 为此证券

时报记者于近日走访了项目实地。

工厂选址：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从紫金矿业总部所在地上杭县城

出发， 在一片青山环绕中沿着高速公

路行驶约半小时后， 一片规模庞大的

现代化工厂赫然出现在记者眼前，沿

途还可见到著名的“古田会议”旧址宣

传标语。

公司董秘郑于强告诉记者，从

1000

多亩空旷的平地上建设起高达

几十亿投资的厂房和设施， 仅用了两

年多一点的时间， 而且还是在一群年

轻人主导下进行的。

不过对于冶炼厂的选址， 甚至包

括公司内部高层在内都曾有不同意

见。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铜冶炼所

需的铜精矿部分从海外进口， 最终产

品也要用于出口， 冶炼厂选址上杭主

要是受制政府因素。

作为龙岩市建国以来最大的工业

项目， 紫金铜业所带来的集群效应是

显而易见的。

数年前上杭县已雄心勃勃提出了

“海西铜都”口号。 截至

2011

年底，落

户紫金铜产业集群的企业总数已达

20

家，项目

48

个，协议总投资近

125

亿元。

根据规划，上杭铜产业

2012

年要

实现产值

260

亿元以上，“十二五”末

产值将达到

500

亿元以上， 将成为海

西乃至全国最重要的铜材料供应基

地、铜产品加工基地之一。

“冶炼厂当然可以选址沿海，但选

择在上杭也不差。 ” 紫金铜业一位高

管说，“选址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

在他看来， 这样选址主要原因是

冶炼厂距离紫金山很近， 紫金山上开

采出的铜精矿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原料

支持。另外，与其他位于内陆地区的铜

冶炼厂相比， 紫金铜业距离厦门港只

有

183

公里，具有物流优势。

他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从新

疆运铜精矿回来，

1

吨的运输成本要

2000

多元，加工费都消耗掉了，但从

紫金山下来只要

100

块钱不到。

“紫金山目前每年供应给紫金铜

业铜精矿

1.5

万吨，

1

吨节约

2000

元

运输成本，对冶炼厂来讲就是

3000

万

的净利润。 ”他说，“因为国际、国内行

情不断变化，我们随时都在算账，有时

候进口划得来， 有时候从新疆运输划

得来。 ”

经济效益：

尚需长期观察

有券商曾预计紫金矿业未来主要

盈利增长点将来自铜冶炼业务。 不过

近年来，国内铜冶炼产能大幅提高，而

铜精矿产能并没有显著增加， 由此导

致铜精矿加工费不断被挤压， 紫金铜

业投产后甚至面临亏损的尴尬局面。

对此， 紫金铜业的高管认为如果

把时间拉长些来看， 所谓冶炼业务严重

过剩只是特殊窗口期出现的情况，“真正

不赚钱的时期是从

2011

年开始，因为碰

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变化， 而在此之前都

是赚大钱的”。

“冶炼厂准入门槛低， 退出门槛又

高，竞争激烈，这一两年日子不好过。”这

位高管说，但长远来看，近年矿山资本化

开支巨大，而冶炼厂则由于利润下降，资

本化开支趋于萎缩。 所以未来矿山和冶

炼的比例将出现结构调整， 为铜加工费

的上涨奠定很好的基础，“因为二者是一

种紧平衡关系。 ”

实际上， 随着国内对经济发展质量

的重视，利益导向正向大规模、现代化的

冶炼厂倾斜。

“加工费下跌不全是负面，价格下跌

过程中，一定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窗口，小

型冶炼厂没有规模效益， 将会逐步退出

这个市场。 ”上述高管认为，在价格上涨

的过程当中进行调整很困难， 因为即使

加工费亏损， 但市场涨价也给了冶炼厂

额外的补偿，但当价格下调的时候，小企

业就很难生存了。这为有比较优势、有规

模效应的大企业留出发展空间。

紫金高管认为，只要市场对原材料

有需求， 冶炼业务会一直存续下去，实

际上一些大型国际矿业也正在向下游

延伸。

“作为一家矿业企业，有条件地往

下游冶炼甚至贸易延伸是能力的体现。

水冷水热我们更加清楚，反过来能指导

对矿业投资的决策。 所以我非常期待未

来冶炼体系还会出现光明的前景，实际

上，目前加工费正在酝酿上升的力量。 ”

他说。

环保投入：

占总投资超20%�

�

� � � �相对铜冶炼的效益问题， 由于地处

青山绿水之中， 紫金铜业的环保问题更

为引人关注。

“铜冶炼中最核心的环保问题是二

氧化硫的排放， 而紫金铜业的排放标准

比国家最新

400

毫克每立方米的标准还

要低。 ”紫金铜业高管介绍，“我们敢在厂

里面种这么多树是有底气的。 因为二氧

化硫的生物指示效应最为明显， 只要空

气中有二氧化硫污染， 马上就会灼伤树

叶。 ”他介绍，紫金铜业在尾气处理方面

选用了国家优先支持的环境保护新技

术———活性焦干法脱硫。

冶炼体系会产生大量硫酸，它的运

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紫金铜业边上

配套了一个磷化工厂，直接通过管道输

送就地转化。 废渣处理上，紫金铜业能

做到物尽其用。 “回收了各种有价金属

之后剩余的废渣正好和我们周边的水

泥产业相契合，可以卖给他们作为水泥

缓凝剂。 ”

对于水处理问题， 紫金铜业高管介

绍，厂区周边没有大江大河，整个工业园

从水库引水。 生活用水处理完后用于工

业应用，尽量减少在水源地的取水。工业

污水处理达标后，用于冶炼系统的冷却，

里面即使剩下微量的残渣， 也都沉淀下

来，不会往外面排放。

该高管称， 冶炼厂可以做到对环境

很友好，在技术上没有问题。紫金铜业总

投资中的

20%

多是用于环保设施， 正是

考虑到了冶炼厂与周边环境的契合。

� � � �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在 GDP 总量屡创新高的

同时，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也直线攀升。

日前，证券时报记者一行在调研曾经的环境污染问题大户紫金矿业过程中

发现，公司在投入重金治理后环保安全得以大幅提升。 与之相反，多数企业却因

政策、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在环保方面无力大规模整治。 解决环保问题任

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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