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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 30 年数据储备
亿利生态大数据平台上线

本报讯 记者田新元报道 亿利

资源集团近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亿利生

态大数据公司，发布生态大数据系统

及生态审计系统。累积30年的生态

数据储备，将用于建设大数据云平台，

提供从政府决策、监管、产业开发到民

用领域的全链条产品和全方位服务。

亿利资源集团在治沙、治水、治

气、绿化、环境修复等生态建设过程

中，累积了海量的“山水林田湖草”数

据，建有沙漠研究院和西北地区最大

的种质资源库，并集聚了中国自己培

养的大批荒漠化防治等生态环保领域

专业人才。亿利长年在内蒙古库布其

沙漠地区进行与民生发展相结合的

生态产业扶贫，其创造的库布其模式

在综合治理进程中所累积的数据，具

有生态、科技与经济相加的复合模型

特征。

亿利生态大数据将实施“3+N”战

略，即建设生态大数据云平台、大数据

管理平台和大数据应用平台。大数据

平台将对环保领域数据源能力、数据

挖掘分析能力、数据建模能力等进行

最大程度汇集，实现生态环境综合决

策科学化、监管精准化、公共服务便民

化，提供领先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应用

及服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说：“怎样

把过去的经验和数据在大数据平台上

集中起来，把纷乱的资料加工成系统，

开发、更新、提高，很重要。这是我们从

事这么多年生态学工作，一直非常希望

做的事情。政府、企业、民众共同努力，

可以更好建设绿水青山的美好家园。”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冯仲科说：“亿利下

决心将海量资源放到大数据平台上打

磨，我们一定能看到生态大数据的绿宝

石放出光彩。”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表

示，亿利治沙走过了洒满汗水的30年

长征。生态大数据平台将连接并深

入地球上更广袤的生态脆弱地区、荒

漠化石漠化地区，为实现生态贯通，

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智慧的新

长征。

□ 高 伟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确定，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

境质量总体改善，重点是打赢蓝天保

卫战，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

调整能源结构，加大节能力度和考

核，调整运输结构。

12 月 21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

李干杰表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台

阶。在大气、水、土壤等重点领域的

污染防治工作方面，从环保部等中央

部委到地方政府层面，已经陆续建立

任务目标和具体时间表，正在逐层落

实当中。与此同时，环保督查常态

化，监管制度持续从严，产业结构调

整和能源转型也在顺利推进。

打好蓝天保卫战

秋冬季来临，在复杂的气象条件

和北方城市供暖季等综合因素下，重

污染天气的预警机制和防控措施广

受各界关注，尤其是京津冀以及周边

2+26城市在重污染降临时的应对措

施尤为重要。为此，环保部要求地方

政府及时出台相应措施积极应对，确

保完成年度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打

好蓝天保卫战。

11月3日，北京、天津和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等部分城市陆续发布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随后，环保部

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切实落实各

项减排措施，缓解重污染天气影响。

截至12月6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空气质量总体为良-轻度污染，除少

数对某些污染物特别容易过敏的人

群外，其他人群尚可以正常进行室外

活动。人们普遍觉得，此次预警中的

“雾霾”天气并没有出现。

针对此次“雾霾爽约”事件，中

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自发分析指出，提前采取应急管

控措施，在污染累积前就把排放强

度降下去，是重污染天气应急能否

取得成效的关键。王自发表示，多

家科研机构的研究表明，提前一两

天采取应急减排措施，能够更有效

地降低PM2.5峰值浓度，推迟重污染

发生的时间。因此，针对重污染天

气，各地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准

备和启动应急减排措施，能够最大

限度达到防控的目的。

为了全力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解决老百姓的“心肺之

患”，环保部等10部委和京津冀及周

边6省市已经启动了秋冬季大气污

染防治“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打出系

列组合拳。方案包括《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以及强化

督查、巡查等六个配套方案。

考核问责更趋细化

针对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

土壤污染防治修复等重点领域，按照

环保部的要求和部署，地方层面已经

普遍出台系列精细化的量化考核目

标、落实时间表和具体问责办法。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秋冬季“攻坚

行动”提出一系列量化方案形成综合

考核问责机制。按照环保部制定的总

体目标，要求“2017年10月~2018年

3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5%以上，重

污染天数同比下降15%以上”。其中，

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PM2.5平

均浓度要求同比下降25%。

此外，环保部12月下旬组织修

订了《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这一政策明确，将逐步加严新生产机

动车一氧化碳（CO）等污染物排放限

值，到2020年，报废机动车再生利用

率达到95%，机动车污染防治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水污染防治工作方面，环保部等

三部委今年10月联合印发《重点流

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 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范围

主要包括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重

点流域，第一次形成覆盖全国范围的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规划》立足我国水污染防

治长期历史进程，以细化落实“水十

条”目标要求和任务措施为基本定

位，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控

制单元为基础明确流域分区、分级、

分类管理的差异化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2017年是

“土十条”的落地之年。今年以来，环

保部牵头成立全国土壤污染防治部

际协调小组，制定了工作规则和工作

要点。同时强化“土十条”目标考核，

与各省区市签订目标责任书。

今年8月，环保部会同财政部、

国土部、农业部联合编制了《全国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并经国

务院批准印发各地实施，土壤污染状

况详查在地方上陆续启动。

与此同时，土壤修复产业规模增

长迅速。环境商会土壤修复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高能环境修复公司总

经理魏丽表示：“受到‘土十条’等政

策影响，土壤修复的产业规模正在逐

年增加。2015年产业规模只有30亿

元，2016年增长至90亿元，2017年

产业规模有望达到240亿元。”从长期

来看，整个产业可达万亿元规模。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12月底，环保部公布的环保督查

结果显示，综合近几年的大气污染防

治情况，在2017年~2018年秋冬季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中，河北整

治无治理设施或治理设施简陋的“散

乱污”企业10.85万家。通过整治，管

理粗放甚至直排的企业得到了有效管

控，减少了各类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

为了打造一体化的新型能源系

统，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

能源体系，11月6日，京津冀三地发

改部门联合印发实施《京津冀能源协

同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

这是三地首次联合发布区域能源协

同发展规划，以“计划＋项目清单”的

方式明确了任务安排。

在企业停产减排、产能淘汰以及

能源升级方面，多个省市正在加快建

立现代能源体系。河北省计划今年

削减 600 万吨以上煤炭产能，到

2018年10月底，全省范围35蒸吨及

以下锅炉预计实现“无煤化”。黑龙

江哈尔滨市全市九区建成区及工业

园区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小锅

炉 2084 台，目前已完成淘汰 2045

台，占比98.1%，计划在2017年全部

淘汰完毕。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环保部了

解到，在秋冬季攻坚行动中，针对重

点区域内涉气企业应急管控的覆盖

力度也大幅增加，并规范应急减排比

例，进一步提高减排要求和预计达成

效果，施行“一厂一策”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关注的“环保

税”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出台。截

至目前，各省市普遍确定了当地大气污

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按

规定发布污染物排放量核算办法等。

在防治污染的同时，环保部的督

查机制已经常态化。针对环保督查

中发现的企业违法违规“偷排漏排”

现象，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表

示，企业发生的问题，很多是未批先

建、批建不符，环保设施未验收或者

没有正常运行，超标或超总量排污，

也可能是没有排污许可证，还有的是

环保部门责令改正之后拖延消极，拒

不整改。他表示，环保督查过程中对

此类违法现象一直是“零容忍”。

污染防治路线图指明环保新市场

本报讯 环保股近日表现强

劲。消息面上，12月25日，环境保

护部部长李干杰在京主持召开环境

保护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另外，据媒体报道，环保部正在

组织开展美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战

略与实施路线图研究，争取尽快拿出

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

中国基本实现”的详细目标指标方

案。可见，一系列环保政策正在积极

制定中，后期有望密集落地。

东兴证券分析师杨若木指出，当

前环保产业具备环境治理和社会投

资双重属性，国家对环境质量要求的

提高以及减缓GDP增速下滑的需求

都要求环保产业在未来承担更加重

要的历史使命，市场空间只是初步开

启。环保板块进入加配良机，上调行

业评级。建议关注政策驱动力明显

的细分领域龙头、业绩估值较为匹配

个股以及处于历史低估值个股。

国金证券分析师苏宝亮指出，

非电领域即将崛起，钢铁烧结(球团)

烟气治理改造首当其冲，大气治理、

超净排放、环保监测龙头将首先受

益，建议关注大气治理龙头清新环

境、超净排放龙头龙净环保、环境监

测龙头聚光科技。

安信证券分析师邵琳琳看好天

然气清洁能源持续推广，带来天然

气产业链投资机遇，建议关注中天

能源、蓝焰控股,民用端煤改气标的

迪森股份。工业环保领域，看好政

策监管趋严下环保需求持续释放，

建议关注聚光科技、清新环境、龙净

环保。 （黎 平）

环 保 产 业 将 迎 来 风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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