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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环境影响评价中清洁生产分析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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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某火电厂为例 , 探讨了火电厂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清洁生产评价方法 , 对清洁

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评价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定量模糊性方面提出了建议 , 为完成火电

厂环评过程中的清洁生产分析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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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生产评价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引入的重

要内容 , 目的是加强建设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 , 提高

生产水平。针对火电厂的工程特点及污染特征 , 做好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显得非常必要。目前火电

厂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清洁生产评价初步形成了一套较

为完整的指标体系 , 但在操作方面仍没有得到完整的

示范。本文以某新建供热机组为例 , 根据国家发改委

最新发布的《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试

行)》, 探讨环评工作中的清洁生产评价。

1 　火电厂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111 　指标体系结构

《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试行)》用于

评价常规火电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 , 评价指标体系分

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部分 , 分别由二级指标体系

构成。定量评价包含 4 项一级指标 , 11 项二级指标 ,

能够全面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 , 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

产的状况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 定性评价包含 3 项一

级指标 , 16 项二级指标 , 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

策法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112 　评价指标考核分值计算

定量评价指标考核分值以各项二级指标的评分为

基础进行综合得出 , 在计算各项二级指标评分时 , 考

虑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的差异 , 采取不同的计算公式。

对正向指标 , 其单项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

S i =
S xi

S oi

对逆向指标 , 其单项评价指数计算公式为 :

S i =
Soi

S xi

式中 , S i 为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单项评价指数 ; S xi为

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 S oi为第 i 项评价指标的基准

值。

当计算所得的某单项评价指数 S i 值较大 , 会对其

他单项评价指数带来干扰 , 此时需要进行修正 : S i 值

计算结果在 112 以下时取计算值 , 大于或等于 112 时 S i

值取 112。对于因企业自身统计原因造成的缺项 , 认为

该项考核分值为零。

定量评价指标考核分值通过对各项二级指标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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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某新建供热机组各项定量指标设计值及单项评价指数

一级
指标

权重
值

二级指标 评价基准值
本项目
指标

S i

能源消
耗指标

15 不供热期间供电煤耗 (kgce/ kWh) 0. 380 0. 308 1. 2

20 年平均热电比 ( %) 50 90. 76 0. 55

资源消
耗指标

10 单位发电量耗水量 (kg/ kWh) 0. 72 0. 468 1. 2

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35 38. 39 0. 91

5 全厂汽水损失率 ( %) 1. 5 1. 5 1

综合利
用指标

10 粉煤灰综合利用率 ( %)
60(中西部地区)

100(东部地区)
100 1

5 脱硫石膏利用率 ( %) 100 100 1

污染物

排放

指标

5 单位发电量烟尘排放量 (g/ kWh) 1. 8 0. 176 1. 2

10 单位发电量二氧化硫排量 (g/ kWh) 6. 5 0. 656 1. 2

5 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 (kg/ kWh) 1. 0 0. 114 1. 2

5 厂界噪声 dB(A) ≤60 55 1. 09

表 2 　某新建供热机组各项定性指标单项得分值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

分值

本项目

得分值

执行国家、行

业重点鼓励发

展清洁生产技

术的符合性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机组关停 10 10

20 万机组及早期 30 万机组汽机通流部分完成改造 5 5

采用节油点火技术 5 5

泵与风机容量匹配及变速改造 5 5

有完善的运行监测装置 5 5

开展二氧化硫治理 5 5

采用低氮氧化物燃烧方式 5 5

全厂污水处理及回用 5 3

清洁生产管理

开展燃料平衡、热平衡、电能平衡、水平衡测试 15 10

开展煤质源头控制 5 0

开展全面清洁生产审核 10 10

环境管理体系

建立及贯彻执

行环境保护法

规的符合性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 5 3

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 5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5 3

老污染源限期治理项目完成情况 5 0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情况 5 5

评价指数进行加权汇总得出。

定性评价指标考核分值为各单项得分值的总和 ,

由于定性评价指标的动态性较强 , 对于若干单项的措

施处于设计之中或者目前正在实施但尚未能完全展开

的情况 , 单项评价指数仍按照指标分值进行给分。

综合评价指数的计算已定量和定性评价考核评分

的基础上 , 将两类指标的考核得分安全中进行综合得

出 , 按照下式计算 :

P = 017 P1 + 013 P2

式中 , P 为企业清洁生产的综合评价指数 ; P1 为

定量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 P2 为定

性评价指标中各二级评价指标考核总分值。

2 　案例分析

211 　电厂的基本情况

某电厂新建工程 2 ×300MW 国产、燃煤、亚临界、

一次中间再热、双抽汽凝汽式供热机组 ; 工程采用高

效静电除尘器 , 同步实施石灰石—石膏湿法全烟气脱

硫、采用低氮燃烧器并同步建设 SCR 脱

硝装置 ; 为节约用水 , 工程利用葫芦岛

市污水处理厂的中水作为项目的工业用

水水源 ; 由于电厂厂址靠近海域 , 因此

冷却水方式为海水直流冷却 ; 全厂废水

除冷却排污水排入大海外 , 其他废水经

处理后回收利用 , 工业废水采用集中处

理方式 , 生活污水采用生化处理方式。

212 　评价指数计算结果

(1) 对于新建电厂 , 各项指标数值

以设计值为基础进行计算。根据上述考

核分值计算方法计算得到定量评价单项

评价指数见表 1。

对表 1 中的各单项评价指数进行加

权综合计算 , 得到定量评价指标考核分

值为 99155。

(2) 由于本项目为新建机组 , 所以

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机组关停、

20 万机组及早期 30 万机组汽机通流部分

完成改造、泵与风机容量匹配及变速改

造指标 , 设计过程优于评价指标 , 给以

满分。

本项目清洁生产定性考核得分值为

表 2 中各单项得分值的汇总 , 即为 76。

(3) 按照综合评价指数计算方法 ,

对定量考核得分值和定性考核得分值进

行加权综合 , 结果为 9215。

213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结果

依据《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

体系 (试行)》中对火电厂清洁生产水平

的评定 ,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大于或

等于 95 的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 介

于 80 和 95 之间的为“清洁生产企业”,

低于 80 的企业应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 强

化全面管理 , 提高清洁生产水平。

本项目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为

9215 , 属于“清洁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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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经济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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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能源发展环境成本内部化 , 综合评估了我国相关经济政策的实施背景和现状 ,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 , 并阐述了我国能源发展继续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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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能源生产和消费呈加

速增长趋势 , 面临的环境约束也逐渐趋紧。经济 - 能

源 - 环境系统中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国目

前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成本内部化经济政策 , 对

促进能源发展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 完善资源和能源价

格体系 , 推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但由于能源资源价格体系不完善、相关税费标准

偏低、政策的滞后和不健全等原因 , 这些政策还存在

若干问题 , 亟需完善。实践证明 , 今后一段时间 , 能

源发展实行环境成本内部化经济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1 　能源发展的环境外部性及内部化措施

111 　外部性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经济学含义

外部性指的经济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对非交易方所

产生的非市场性的影响。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 , 由

于“经济人”假设以及产权的界定模糊 , 私人使用时

常常不考虑环境系统的容量 , 结果私人利益最大化而

环境资源变得逐渐稀缺〔1〕。因此 , 环境污染是一种典

型的外部不经济性行为。

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根据环境外部性的特点 , 将环

境损害外部成本内部化到相关的市场主体之上〔2〕。实

质上相当于给环境资源一定的价格 , 并由环境资源使

用者、破坏者承担 , 从而体现“谁使用 , 谁付费 ; 谁

污染 , 谁治理”的原则。因此市场主体就必须考虑环

境外部成本 (经过内部化措施后实质上已成为内部成

本) , 从而调节其行为以达到经济、环境效益的双赢。

112 　能源发展环境外部性的表现

11211 　能源开发的环境外部性及现状

能源开发环节的环境外部性主要包括 : 煤炭、石

油和天然气、水电在开发过程中破坏地表生态环境 , 造

3 　火电厂清洁生产分析过程探讨

清洁生产评价被引入到火电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中 , 弥补了常规环境影响评价仅针对生产过程末

端产污、排污、治污评价的不足 , 增加了生产过程单

元的污染物控制分析 , 以及对原料的评价 , 有利于火

电厂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清洁生产企业。目前所采用的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较全面地评价了生产过程的清

洁生产水平 , 但在企业所关注的操作性方面 , 在清洁

生产含义的完整性层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 如定性评

价指标存在较大的动态性 , 尤其是在清洁生产管理、

环境管理与对环境保护法规的执行度等方面的二级指

标 , 其得分值的确定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 不利于清洁

生产评价过程的展开 , 同时 , 在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

系中占有较高权重的定量性指标中 , 缺少对原料的评

价。建议在进行火电厂环境影响评价中的清洁生产分

析时 , 应在熟悉火电厂各类环境参数的基础上 , 全面

把握火电厂对国家及地方清洁生产政策法规的符合程

度 , 考察行业内清洁生产发展水平 , 有必要时参考专

家意见 , 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给出较为适当

的量化数据 , 以准确的评价火电厂的清洁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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