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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去产能和治雾霾的困难及建议

本文系国务院研究室赴河北调研组的调研成果，由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孙慧峰执笔。*

去产能任务十分艰巨，债务处置是个难题；去产能、治雾霾分类施策不够，市场化

法治化手段运用不足；大气污染治理压力大，节能减排改造成本较高。

提高去产能的靶向性，通过严格标准增优汰劣；进一步细化政策，妥善处置去产能

企业债务问题；治雾霾要算整体账，把资金投向边际效益最大的地方；完善税收等

政策，引导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能源替代要立足我国国情，因地制宜加快

推进以电代煤。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发展既面临“三期

叠加”的全国共性问题，也存在自身特殊矛

盾，特别是去产能、治雾霾任务十分艰巨。

最近国务院研究室调研组赴河北调研，感到

他们的一些做法和面临的问题比较典型，对

全国也有借鉴意义。

一、以硬措施打好去产能、治雾霾两场硬

仗

长期以来，由于自身区位条件和资源禀

赋等原因，河北逐渐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

经济结构，特别是钢铁一业独大，人们称之

为世界钢铁产量“中国第一、河北第二”。河

北省委、省政府认识到，钢铁行业无序发展，

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承受，发展也将难以为继，

必须坚决遏制产能扩张，走“加快转型、绿

色发展、跨越提升”的新路。

一是坚决“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压

减过剩产能。坚持“去”字为先，聚焦钢铁、

煤炭、玻璃、水泥、焦化、火电六大行业，

并把钢铁作为重中之重。在“十二五”期间

已经压减大量产能基础上，近两年又持续加

大“去”的力度。2016年，河北主动调增钢

铁产能压减任务，制定并实施环保、能耗、

水耗、质量、技术、安全等6类严于国标的地

方标准，出台用能权、用煤权、工业用水权、

钢铁产能指标交易等办法，全年压减炼钢产

能1624万吨、炼铁产能1761万吨，分别完成国

家任务的198%和169.5%；压减煤炭产能1400

万吨。

二是支持“转”，推动优势优质产能“走

出去”。鼓励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的优

势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基础设施

国务院研究室赴河北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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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示范省。2016年，

河 北 省 对 外 投 资 额 超 过 3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2.6%。在境外已投产和筹建的钢铁、水泥、

玻璃产能分别达到895万吨、438万吨和85万

重量箱，一批合作项目顺利落地。

三是铁腕“治”，重拳出击治理大气污

染。2016年河北PM2.5年均浓度是全国的1.6

倍，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河北占6

个，大气污染治理压力很大。河北全力开展

“蓝天行动”，从减煤、压能、治企、控车、

降尘、禁烧、增绿等方面综合施策，与京津

共同采取11项强化措施防控大气污染。为应

对重度雾霾天气，对部分工业企业、建筑工

地采取必要的停限产和停工措施。据测算，

这使得去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被拉低近1

个百分点。

四是主动“调”，以改革创新培育发展新

动能。以创新为引领，大力推进新产业培育，

去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1万家、高新技术

企业400家，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

了0.2个百分点。深化与京津两市对接合作，

去年从京津引进项目4100 个、资金3825 亿

元。经过努力，河北“一钢独大”局面初步

扭转，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实现了“健

身增效”，结构调整呈现出“三个可喜变化”，

即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到26%，超过钢铁业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速1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

速8.2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第二产业24.2个百分点。去年地区生产总

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增速6.8%，经济发展稳

的态势在持续，进的力度在加大，向好因素

在积累。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调研中，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去产能任务仍然艰巨，债务处置是

个难题。“十三五”期间，河北承担着全国

1/3的钢铁产能压减任务，要削减42%的煤炭

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任务量很大，需要安置

职工近10万人。据介绍，全省去产能涉及钢

铁企业债务6700多亿元，规模较大，一些民

营企业债权结构复杂，既有银行贷款，也有

职工集资、村民入股、企业间拆借，存在潜

在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处置不当，很容易引

发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去产能、治雾霾分类施策不够，市

场化法治化手段运用不足。在去产能方面，

一些地方采取下指标、分任务的行政手段，

容易造成一些产品有特色、市场有竞争力的

优势企业和优良产能“被误伤”，竞争力下

降 。 在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方 面 ， 有 的 搞 “ 一 刀

切”，不论企业排放情况如何，要减一起减、

要停一起停，导致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也不

能维持正常生产。河钢集团石钢公司负责人

反映，石钢作为国外许多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的“一对一”供货商，全部是订单式生产，

如果因此而中断或不能及时供货，将给客户

造成重大损失，可能引发国际纠纷，并永久

失去供货资格。

三 是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压 力 大 ， 节 能 减 排

改 造 成 本 较 高 。 河 北 治 污 的 重 点 之 一 是 压

煤。到2017年底，计划削减煤炭消费4000万

吨，但面临两方面困难。一方面，替代能源

来源有限，去年河北仅获得90亿立方米天然

气，约合1300万吨标煤，风电、光伏等可替

代1000万吨标煤，仍有较大缺口。另一方面，

新能源价格较高，以目前煤气价格测算，同

等热值所需天然气价格是煤炭的5.8倍以上，

能源替代将大幅增加企业负担。同时，农村

居民用气比用煤一年综合费用高约40%、每户

多支出1250元，老百姓对以气代煤也缺乏积

极性。为了促进这项工作，目前只能由财政

对前期改造和运行费用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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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河北省反映的上述问题，虽

然是从地方角度提出的，但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结合地方同志以及相关专家的意见，提

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去产能的靶向性，通过严格

标准增优汰劣。把去产能与推动产业向中高

端迈进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技术和质量标准，

把低端劣质的产能淘汰掉，给“专、精、特”

的产能留出空间。建议制定和完善有关标准，

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新的标准出台后，

应给企业留出合理过渡期，到期仍未达标的，

就坚决依法依规予以关停。这种做法既符合

市场化法治化要求，又能加快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应该成为去产能的重要做法。此外，

特种钢材是装备制造业的关键基础材料，工

业发达国家的特钢产量一般占钢铁总产量的

15%-30%，而我国这一比例不足10%，且部

分高端品种不能自己生产，需要依赖进口。

国家应出台支持特钢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精准

政策，鼓励他们开发高性能轴承钢、高铁用

钢、超高强汽车钢等关键品种，逐步实现替

代进口。

第二，进一步细化政策，妥善处置去产

能企业债务问题。目前国务院关于钢铁、煤

炭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两个意见，

主要侧重对处理银行债务进行了安排。针对

地方反映的，去产能过程中涉及职工集资、

村民入股、企业间拆借等原因形成的民间债

务，应尽快研究拿出处置意见，积极稳妥地

化解潜在风险，防止出现社会不稳定问题。

第三，治雾霾要算整体账，把资金投向

边际效益最大的地方。由于边际效益递减，

同样新投入1万元资金，用在北京治霾或者在

河北治霾，所收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比较

而言，现阶段在河北治霾的投入小、见效大，

边际价值更明显。“十三五”期间河北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工程需要的总投入超过1万亿元，

自 身 资 金 缺 口 很 大 。 建 议 进 一 步 树 立 治 霾

“一盘棋”的思想，由中央牵头、京津冀三省

市出资，设立大气污染治理基金，共同落实

好治霾目标，力争实现最大的环保绩效。同

时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在河北治霾的成果也

可以算作北京市、天津市政府的工作成绩。

第四，完善税收等政策，引导企业开展

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现在各方面节能减排的

技术比较成熟。企业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进行

节能减排改造，主要是因为投入太大、成本

太高。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企业节能减排技术

改造的税收支持力度，对符合规定的允许在

税前加计扣除，以起到激励引导的作用。尽

快制定出台钢铁企业利用余压余热发电的所

得税优惠政策。同时，对于符合稳定达标排

放要求的企业，尽量减少对其使用停产限产

措施。

第五，能源替代要立足我国国情，因地

制宜多搞以电代煤。我国许多省份煤炭资源

丰富，但天然气却不足，在削减煤炭消费的

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天然气来补充。因此，

一些人担心，将来如果大规模以气代煤，我

国天然气进口需求会更高，进口依赖程度会

更重。建议要立足我国资源禀赋，支持地方

多以电代煤，多发展热电联动，支持发展风

电、光电、核电等清洁能源。许多同志反映，

现在电网环节收费较高，是电价高的主要原

因。建议采取措施推动降低电网环节收费，

同时扩大直供电规模，进一步把用电成本降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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