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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城市成效明显

中期评估报告通过专家评审循环永续
两美永康

循环经济
“永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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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链

循环经济
大循环

循环经济
回收模式

循环经济：是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
用由“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
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以尽可能
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使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的
一种经济发展新模式。

名词解释

“永康模式”：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为
基础，构建“一链一环”，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链”是指永康的“城
市矿产—五金制造—废旧金属回收—再生金属”
循环型特色产业链，“一环”是指永康的“回收体系
—原料基地—生产利用—专业市场—社会消费—
回收体系”大循环。

循环经济，通俗理解就是“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永康，作为典型的
人口密度高、环境容量小、资源自给率低、经济总量大的资源小县和经济
大县，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成了转型升级的漫漫求索之路。

机遇，总是不忘垂青有准备者。经过多年发展，我市在整个区域产
业体系上已逐步形成“强项在工业、特色在五金、优势在民营、活力在市
场、后劲在科技”的发展格局。凭着多年探索和实践经验，我市于2013
年12月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创建地区，成
为全省唯一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的县级市。

三年磨砺出“亮剑”。自创建以来，我市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的资源观，以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制
度供给和政策供给，加强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经过实践和
探索，我市的循环经济发展显山露水，示范创建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近日，我市召开了《永康市创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城市中期评估
报告》评审会。来自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浙江大学节能评估中心
的专家高度评价了循环经济的“永康模式”，助推我市“二次出发、创新
驱动”，全面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

机制创新
三大创建推进体系全面形成

记者从市发改局了解到，自创建示范城市以
来，我市创新机制，建立完善资源产出率体系、建
立健全循环经济政策体系、持续构建循环经济项
目管理体系，助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资源产出率指标是评价我市循环经济发展
水平的 56 个指标中最关键的指标，它直接说明
了，在同等资源消耗的情况下，某个领域或区域产
生经济效益的水平。”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在国内率先建成县级资源产出率统计报
表制度，将全市 600 多家规上工业企业、200 多家
规下抽样工业企业及建筑业企业纳入数据采集样
本库，通过建立资源产出率数据直报系统、统计数
据质量评估系统、资源产出率数据分析系统、数据
发布平台等集成系统，着力打造了体现我市产业特
点并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的资源产出率统计体
系。该体系获得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等部委领
导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专
家的一致肯定。

经测算，目前全市资源产出率达到 5450 元/
吨，能源产出率达 2.18 万元/吨，水资源产出率达
240元/吨，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为积极推进全市循环经济发展政策的顶层设
计 ，我 市 编 制 了《永 康 市 循 环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2013-2020 年）》，研究出台了《关于促进循环经
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了今后推进循环经济发
展的“1445”（即 1 个总目标、4 项主要任务、4 大实
施载体、5套保障机制）行动计划，设立每年不少于
2亿元的资金用于扶持循环经济相关领域发展。

同时，我市配套出台了《永康市畜禽养殖污染
整治专项行动方案》《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实施意
见》《永康市农作物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实施方
案》《永康市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提升住宅性能实施
意见》等13个政策文件，通过完善的顶层设计，力
求在循环型工业、生态循环农业、资源综合利用、
绿色城镇建设等多个领域，更有针对性的利用循
环经济理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为充分发挥项目推进对示范创建工作的支撑
性作用，我市多措并举，借力重点项目督查机制，将
餐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关键项
目列为市重点督查项目，配备项目督导员，实施项
目定期考核、项目稽查预警等制度。将工业、服务
业、农业等领域的 78 个项目监管责任细分到市机
关、各镇（街道、区），并纳入省投资管理信息系统，
利用信息化手段对项目前期、投资进度、施工情况
进行季度跟踪和预警。

此外，我市还积极谋划申报省级以上循环经
济重点项目。截至目前，78 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110亿元，其中33个项目已经完工，2个项目
列为资源节约循环利用中央预算内项目，14 个项
目列入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重点支持项
目，16 个项目列为省级园区循环化改造试点重点
支持项目，1 个项目列为省级餐厨垃圾资源化综
合利用试点项目，累计获得省级以上财政补助资
金4500多万元。

产业重塑
三次产业全面开展循环化改造

据悉，工业是我市占比最高的产业 ，是创建
示范城市的主战场。为打造循环型工业，我市积
极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经济开发区被列为省级
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和省级工业循环经济示
范园区，获得省财政补助近 2000 万元，园区循环
化改造的 16 个重点支持项目全部开工。现代农
业装备高新技术园区和浙商回归创业创新园则充
分利用新建优势，在园区规划、建设、招商、管理等
环节主动统筹落实了产业链、基础设施、资源和环
境四大要素，为打造绿色循环的现代化园区奠定
基础。

围绕实现“四减两提高”目标，我市引导推动
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工程。创建示范城市三年
来，全市累计实施以现代技术改造为主的技改项
目 400 多个，完成投资近 188 亿元。根据对 60 余
家实施“机器换人”技改项目企业的调查，企业平
均产能增加 32.8%，产品质量提升 18.5%，资源能
耗降低 12.9%，原材料成本降低 7.87%，用工人员
减少15.92%。

聚焦企业生产节能降耗，我市已基本完成小
冶炼、电镀、铅酸蓄电池、铸造等高污染、高耗能行
业整治提升，全面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和能源
审计，规上企业有序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目前我
市规上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率达36%，其中12家企
业评为省级绿色企业。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发展绿色循环型服务业。
我市全力倡导生态设计理念，依托省级五金产业工
业设计示范基地，引导现有 31家工业设计企业推
行绿色设计标准，使新产品除具有原有的功能寿命
属性外，更加突出可拆卸、可维护、可回收的环境属
性。“目前，该绿色设计标准已在不锈钢炒锅、户外
杯等多个行业产品里得到应用。”市发改局相关负
责人说。

为积极打造绿色出行网络，我市已逐步打通
松石西路、丽州南路等城市道路，相继推广使用
天然气清洁能源车 125 辆，新能源乘用车 320
辆，建成覆盖城区的 110 个站点 1000 多辆的公
共自行车网络。此外，我市在培育绿色旅游载
体、推进绿色学校建设、推广绿色环保产品等方
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为持续优化循环型农业，我市先后建成唐先
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石柱镇姚塘农业面源污染
控制示范区、前仓镇生态农业产业区等一批生态
循环农业示范区，总结并广泛推广了“猪场-猪
粪-有机肥-蔬菜、牧草基地”等 10 多种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模式。

2014 年起，我市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场污染治
理，累计关停拆除758家养殖场（户），保留整改养
殖场 86 家，保留的养殖场按照“一场一策”要求，
基本完成农牧结合生态循环的治污模式改造，畜
禽粪便基本实现还田使用。同时，我市还开展了
农业种植清洁生产，建成“市、镇、村”三级绿色农
业技术推广和测报体系，测土配方施肥、高效农药
替代、虫害绿色防控等新技术加快应用。

资源循环
四类资源实现再生循环利用

作为全国唯一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
县，我市不断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依托物华
公司主导的“1398”（1 个再生资源集散中心、3 个
再生资源分类分拣中心、98 个再生资源回收站
点）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探索建立了“互联网+再
生资源回收+积分换购”的回收网络。

据统计，全市主要再生有色金属回收率、废纸
回收率、废塑料废橡胶回收率分别达 96.1%、
79.5%和 74%。门类企业自建转印纸打包站、防
火门芯循环利用等项目相继建成投运。

我市开展省级餐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无
害化处置试点，构建餐厨垃圾收运处置体系。“上半
年，我市新增列为省级餐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
无害化处置试点城市，全面开展餐饮单位排放行为
规范、餐厨垃圾收运体系完善、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项目建设等工作。其中，设计规模为日处理100吨
的餐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置中心项
目已经启动前期工作，有望年内动工。”市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我市还积极探索城乡生活垃圾分
类资源化利用模式，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工作。作为省内率先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
试点的地区，我市已在 576 个村开展垃圾分类减
量工作，相继建成太阳能堆肥处理房110座，镇级
可堆肥垃圾处理中心 1 座，微生物发酵反应器 3
个，基本形成了“分类收集、定点投放、分拣清运、
回收利用”分类减量模式。

为实施建筑垃圾集中资源化利用，健全建筑
垃圾回收处置网络，我市积极开展了建筑垃圾处
置和回收利用试点，着力完善镇级建筑垃圾堆放
点布局网络和收运制度建设。此前，我市引入民
资建成占地 1 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垃圾循环利用基
地，成为省内县市观摩学习的样板，累计收纳处置
各类建筑垃圾40万吨，无害化处理垃圾焚烧残渣
21万吨，助力我市“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工作。

□记者 徐敏 通讯员 李响阳 李美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