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烧碱行业清洁生产推行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16

号）中提出“到 2011 年，石化产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

降 12%以上，污水、二氧化硫和粉尘等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6%

以上，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得到控制。”的规划目标，提高

烧碱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增强烧碱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特

编制烧碱行业清洁生产推行方案，实施期限为 2009－2011

年。 

一、烧碱行业概况 

（一）烧碱行业基本情况。烧碱是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

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轻工、纺织、化学建材、电力、冶金、

国防军工、食品加工等各领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目前

我国烧碱生产企业有 210 家左右，产能约 2480 万吨。2008

年烧碱总产量为 1850 万吨，其中离子膜法烧碱产量约 1200

万吨，隔膜法烧碱产量约 650 万吨。 

（二）烧碱行业能耗、水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现状。

烧碱是以原盐为原料通过电解生产的，电耗高是其主要特

点。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平均约 794.6 千克标煤/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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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标煤约 1470 万吨；按每吨烧碱平均耗电 2600 度计算，

年耗电约 481 亿度，折标煤 591 万吨。单位产品新鲜水消耗

7.2 吨/吨,年耗新鲜水 1.3 亿吨；单位产品原盐消耗 1.5 吨

/吨，年耗原盐 2800 万吨。 

烧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盐泥、含碱废

水，隔膜法烧碱还会产生危险废物－废石棉绒。以 2008 年

离子膜法和隔膜法烧碱产量分别为 1200 万吨和 650 万吨计

算，全行业每年产生的盐泥量在 90 万吨以上，废水排放量

约 6950 万吨,废石棉绒产生量约 900 吨，废石棉绒和盐泥大

部分被综合利用或安全填埋。 

（三）2011 年烧碱行业能耗、水耗、物耗及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预测。到 2011 年，全国烧碱总产量预计为 2200

万吨，在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采取任何节能减排措施的情

况下，年消耗标煤约 1748 万吨；电耗将达到约 572 亿度，

折标煤 703 万吨；年耗新鲜水 1.6 亿吨；年耗原盐 3300 万

吨。同时，盐泥产生量将达到约 110 万吨，废水排放量约

8250 万吨，废石棉绒产生量约 1080 吨。 

二、烧碱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现状 

（一）行业清洁生产技术现状。目前，我国的烧碱生产

工艺主要有隔膜法和离子膜法两种，2008 年，离子膜法烧

碱产量约 1200 万吨，占 65%。隔膜法烧碱产量约 650 万吨，

占35%。隔膜法烧碱中已有约200万吨产能完成了扩张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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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隔膜改造，完成改造比例约 25%。一次盐水精制技术由

原来的道尔沉降法转变为膜法精制、西恩树脂法、陶瓷膜法

等技术。脱除盐水中硫酸根的膜法脱硝技术已在烧碱行业完

成约 200 万吨产能的改造，普及率约 10%左右。新开发出的

节能效果明显的零极距离子膜电解槽技术已有 20 多万吨的

烧碱产能得到应用。 

部分关键技术如氧阴极技术、新型蒸发技术处于积极研

发和示范阶段。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氧阴极技术中试装置的

开发，三效逆流降膜蒸发技术已实现国产化，三相流蒸发技

术和超声波防除垢节能技术正处于工业化试验阶段。这些技

术的推广及应用可较大幅度地降低烧碱行业的综合能耗。 

（二）烧碱行业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存在的问题 

1．企业节能减排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烧碱行

业已有七十年的生产历史，老企业以国企居多，这些企业设

备陈旧、工艺老化。且部分企业已被住宅区、商业区包围，

企业发展受限，企业节能减排的意识不高，清洁生产技术改

造动力不够。 

2．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资金投入不足。烧碱、氯

气、氢气等产品均属基础化工原料，利润率相对较低，且当

前金融危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很大，行业 80%企业出现

亏损，对清洁生产工作的开展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这些新

技术都是在近年来才逐渐走向成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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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明显不足。 

3．政策扶植力度不够，监管不到位。目前我国出台了

若干节能减排政策，但对烧碱行业的针对性不强，在节能方

面国家出台了节约 1万吨标煤的支持政策，但烧碱企业规模

小较难享受。近期成熟的新技术尚未列入到支持名录中，对

于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的企业没有明确的鼓励措施。另外国家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监管不到位，企

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采纳清洁生产技术动力不足。 

4．关键材料的开发和技术的创新不够。虽然烧碱行业

近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国际先进水

平相比，在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离子

膜的制造技术仍然被国外企业垄断，氧阴极技术正在开发

中，行业节能减排新技术的研发缺乏资金支持。 

 三、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保增长、扩内需、

调结构的总体要求，保持产业平稳增长；通过行业清洁生产

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加快烧碱行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努力提升烧碱行业整体清洁生产水平，不断增强产业竞争能

力。 

（二）实施原则 

坚持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相结合，充分发挥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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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加快烧碱行业重大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

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 

坚持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

吸收能力，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强化技术改造，促进产业技

术的系统化和集成化；加强关键和前沿技术研发，增强自主

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引导相结合，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加强对企业的引导

作用，使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体和成果

应用的主体。 

（三）主要目标 

到 2011 年，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平均约 700.5 千克

标煤/吨，全行业降低消耗 215.5 万吨标煤/年；盐泥产生量

由 110 万吨/年减到 70 万吨/年，减排 40 万吨/年；废水排

放量由 8250 万吨/年减到 6050 万吨/年，减排 2200 万吨/

年；废石棉绒产生量由 1080 吨/年减到 460 吨/年，减排 620

吨/年。 

（四）具体任务 

（一）加大氧阴极技术攻关力度，争取在 2011 年之前

建立 10 万吨级生产示范工程。 

（二）加强国产化离子膜技术、隔膜法烧碱三相流蒸发

技术和超声波防除垢节能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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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广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到 2011 年，离

子膜法烧碱比例达到 85%；普通隔膜法烧碱全部完成扩张阳

极、改性隔膜改造；完成 300 万吨烧碱产能应用零极距电解

槽；完成约 1000 万吨烧碱产能应用膜法脱硝技术，行业普

及率达到 40%；推广 200 万吨烧碱产能应用三效逆流膜式蒸

发技术；推广 300 万吨烧碱产能应用氯化氢合成余热利用技

术。 

四、分步实施计划 

（一）2009 年完成离子膜电解槽替换普通金属隔膜电

解槽 60 万吨；完成 30 万吨隔膜法烧碱扩张阳极、改性隔膜

改造；进行零极距离子膜电解槽改造 50 万吨；推广膜法脱

硝技术 150 万吨；推广 50 万吨三效逆流膜式蒸发技术。 

（二）2010 年完成离子膜电解槽替换普通金属隔膜电

解槽 120 万吨；完成 60 万吨隔膜法烧碱扩张阳极；进行零

极距离子膜电解槽改造 100 万吨；推广膜法脱硝技术 350

万吨；推广 50 万吨三效逆流膜式蒸发技术；推广 100 万吨

氯化氢合成余热利用技术。 

（三）2011 年完成离子膜电解槽替换普通金属隔膜电

解槽 120 万吨；完成 60 万吨隔膜法烧碱扩张阳极；进行零

极距离子膜电解槽改造 150 万吨；推广膜法脱硝技术 500

万吨；推广 100 万吨三效逆流膜式蒸发技术；推广 200 万吨

氯化氢合成余热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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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 2011 年之前建立一套氧阴极和新型蒸发技术

生产示范工程；推广国产化离子膜项目。 

五、保障措施 

（一）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工业主

管部门”）要根据本方案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制定本地区

烧碱企业清洁生产实施计划，有计划地推进烧碱企业清洁生

产审核和中高费方案的实施。 

（二）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工业主管部门要依法

公布烧碱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并监督企业在

当地主要媒体上及时公布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三）省市工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建立责

任明确、分级负责、共同推进的管理体系，要建立年度目标

责任考核制，定期了解所辖范围烧碱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及改

造情况，督促企业按照审核报告中提出的实施计划，组织和

落实清洁生产中高费项目。 

（四）国家和地方工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

支持和引导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应利用技术改造、节能减排、

循环经济、清洁生产、中小企业发展、排污费等资金支持烧

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和技术改造工作，对列入本推行方

案的技术项目应优先给予支持。国家定期筛选示范项目，对

应用示范项目和推广示范项目给予资金补助或奖励。行业清

洁生产先进适用技术列入工业和通信业技术改造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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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加大对烧碱企业的监管，要按照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要求，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对不符

合能耗限额标准及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要责令限期整

改。 

（六）行业协会要协助政府积极宣传清洁生产理念，组

织开展清洁生产培训，具备条件的行业协会可协助企业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积极推广清洁生产技术。 

（七）清洁生产技术设计单位、工程承包商、设备供应

商和中介机构要加强行业自律，提高服务意识，努力提高烧

碱行业的清洁生产水平。 

（八）每年 11 月各级工业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要将烧碱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年度实施情况及下一年

实施计划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环境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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