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搬迁目标园区选择上不

能因为某个园区给的优惠条件

好，土地便宜等因素而忽略了园

区的规模、软硬件设施完备和管

理规范等重要因素。

（

1

）园区规模规范 ，近年来

随着我国化学工业快速发展，各

种化工园区遍地开花，许多园区

管理混乱，甚至有的没有经过国

家规定的部门审批同意，仅仅是

地方自行建设的“无证园区”。 随

着国家加大产业调整，强化安全

环保管理，未来不仅要逐渐关闭

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存在安全环

保隐患的工业集中区，而且将越

来越重视企业的环保安全问题。

因此搬迁至这些园区未来风险

是非常大，目前位于这些园区内

的农药企业有条件的话，可以考

虑再次搬迁， 良禽择木而栖，古

人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

2

）软硬件设施完备 ，硬件

方面最关键就是规模较大、技术

水平较高的“三废”处理设施，客

观地说 ， 除一些大型农药企业

外，多数中小型农药企业并不具

备完善的环保设施和技术能力。

而企业如果完全依赖自身 单独

实现“三废”治理是非常困难的，

其运行成本相对于企业规模来

说是难以支撑的，而制约我国农

药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就是环

保问题，进入园区后 ，可以多方

合作统一进行综合治理，从而解

决了农药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软件方面，主要是指人才集聚的

优势。 譬如我曾经走访过许多中

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园区，这些企

业一致认为，中西部地区发展主

要不是缺资金、缺技术、缺水，而

是缺乏高水平的人才。

沿海化工园区和沿江化工园

区相比，主要优势有：

（

1

）原料配套齐备，从目前国

内大型石化产业布局来看，主要

分布在沿海地区，而且未来大型

炼油、乙烯等大石化项目的规划

也集中在沿海地区，将有效拉动

沿海工业园区基础化工原料的

建设与生产，沿海工业园区将为

相应的农药及其中间体生产提

供齐备的原料供应。

（

2

）进出口方便 ，我国许多

农药品种相当程度依赖国际市

场，东部许多沿海工业园区原料

进口和产品出口在通关手续办

理和运输环境等方面具有方便、

快捷优势。

（

3

）许多沿江工业园区开发

较早 ，环保容量趋向饱和 ，土地

储备有限，而且沿江城市饮用水

主要取自江水 ，安全 、环保容不

得半点闪失；沿海工业园区土地

后备资源充足，许多沿海工业园

区拥有大量的低效盐田和滩涂

可供未来开发利用。

（

4

）能源供应前景乐观 ，沿

海地区风力资源丰富，具有风力

发电的优势；同时核电工程发展

环境优越；火力发电一样具有无

法比拟的优势，拥有港口优势的

沿海煤炭运输成本要远低于铁

路运输。 淡水资源供应随着海水

淡化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也会

迎刃而解，目前国内海水淡化技

术已经达到商业运行水平，截至

2008

年全国海水淡化装置总能

力为

29200

万吨

/

年，而且未来几

年建设速度明显加快 ， 如

2010

年天津将建成

7200

万吨

/

年、青

岛建成

7200

万吨

/

年、浙江

5400

万吨

/

年、河北

5400

万吨

/

年、辽

宁

2500

万吨

/

年海水淡化装置，

同时江苏 、福建 、广东等也将建

成大小不等海水淡化装置。 而且

根据有关资料表明，随着海水淡

化技术日趋成熟， 规模放大，尤

其是海水淡化与化工装置联合，

制水成本将要低于 “南水北调”

和一些城市引河水入城的价格。

（

5

）在化工废水处理中，最令

人头痛的不是萘系和杂环系废

水 ，而是含盐的废水 ，因为含盐

废水无法通过目前常用的催化

氧化、络合萃取、树脂吸附、生物

处理等方式处理，主要依靠蒸发

的方式处理，而目前蒸汽价格高

昂 ，处理费用不菲 ，而在沿海和

拥有卤水资源地区，可以通过对

废水进行有机物完全去除后，稀

释到一定浓度回注大海或废旧

卤水井 ， 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

法。

（

6

）近年海洋化工发展迅速，

海洋医药和海洋生物农药发展

方兴未艾 ， 海洋化工催生出的

“蓝色经济”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

增长点，同时也为搬迁后的农药

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

谈农药企业搬迁过程中园区的选择

农药及中间体生产过程中需

要相当数量的贮运压力较大的

危险化学品 ， 如光气 、 氯气 、

氢氰酸 、 氰化钠 、 氢气 、 氢氟

酸 、 溴素等 ， 因此农药企业再

搬迁时候应重点考虑自己的原

料配套 ， 尤其是一些难以运输

或者运输成本较高的原料配套，

以下结合几个实例进行介绍 ，

供国内农药企业借鉴。

（

1

） 如草甘膦重要的原料

甘氨酸合成路线趋向于氢氰酸

-

羟基乙腈路线 ， 丙烯腈装置副

产的氢氰酸成本远低于天然气

为原料制备的氢氰酸 ， 如果能

够寻求到与丙烯腈装置在一个

园区内 ， 那么采用丙烯腈副产

氢氰酸为原料生产甘氨酸

-

草甘

膦 ， 无疑生产成本是比较低 ，

整个草甘膦生产装置就具有较

强市场竞争力。

（

2

） 目前许多农药中间体

或农药还原工序因为催化加氢

技术不成熟等因素采用硫化碱

还原 ， 硫化碱还原产生大量含

有硫代硫酸钠废水 ， 非常难以

治理 ， 如果依靠蒸发来处理 ，

每吨废水处理费用需要数百乃

至上千元 ； 如果园区内拥有硫

代硫酸钠生产企业的话 ， 不仅

自己不需要治理废水 ， 可以将

废水卖给硫代硫酸钠生产企业

进行加工 ， 还可以获取一定的

经济效益 。 如果自己回收硫代

硫酸钠 ， 因为产生废水量毕竟

有限， 回收量小， 产量质量差，

没有销售网络 ， 无法打开市场

之门。

（

3

） 目前我国农药及其中

间体品种主要以含氯 、 含磷为

主 ， 含氯的农药及其中间体生

产过程中多会副产出相当数量

的盐酸 ， 目前国内氯碱产能严

重过剩 ， 盐酸销售非常困难 ，

而且盐酸具有较强腐蚀性 ， 长

期储存难度和成本较高 ， 如果

园区内拥有聚氯乙烯等消耗盐

酸的装置 ，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

解决难以销售的副产盐酸带来

问题 ； 同时部分农药品种需要

消耗光气 ， 有的企业因为没有

光气配套选择固体光气来生产，

在部分产品生产过程中发现了

固体光气的分散性不理想等问

题 ， 如近期常州亚邦集团计划

在连云港沿海工业园区建设

10

万吨

/

年光气项目， 将大大促进

了该园区内以光气为原料的农

药的大发展。

简而言之 ， 就是在选择园

区时候 ， 应首先考虑到产业链

的配套 ， 形成原料的供给 、 副

产的综合利用 ， 上中下游一体

化的园区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可以保证装置健康可持续发展，

同时又解决了环保安全等问题。

沿海化工园区比沿江更具潜力

拥有原料

和三废优势的园区

点评： 综合以上分析的各因素来看， 目前尚未搬迁的农

药企业， 一定要具有长远和全局观念， 因为今后国家关于

搬迁或新建农药装置的门槛只会越来越高， 比较规范的工

业园区容纳新进入企业空间越来越少。 因此应尽早搬迁进

入适合自己发展的化工或农药园区， 期待通过搬迁实现产

业结构升级、 技术及品种更新换代、 产业链搭建与完善。

同时进入园区后也有利于企业间的兼并重组、 资源共享与

整合、 科研开发能力提升、 新产品选择与建设。 我们有理

由相信 ， 农药企业通过搬迁入园 ， 必将迎来二次发展的

“春天”， 显示出勃勃生机。

软硬件设施规范的园区

□

中石化南京公司高级工程师 梁 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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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化工企业扩张和城市快速发

展的矛盾， 化工企业搬迁已经不是什么

新鲜事。 许多化工企业通过进园入区，

获得规模化发展的空间； 并以此为契机

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与品种升级换代， 同

时通过土地置换和政府补偿， 得到发展

资金的支持。 农药作为精细化工的重要

领域之一， 企业整体搬迁， 走园区化道

路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农药行业生产的

特殊性， 不但搬迁任务重， 而且也显得

更为紧迫。

2009

年底， 江苏省经信委制定发布

了 《江苏省农药行业规划》， 规划明确：

太湖流域、 淮河流域、 长江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涉及流域、 重点自然保护区域等

环境敏感地区， 原则上不再布局新上原

药企业； 已进入国家、 省政府批推开发

的化工园区的农药生产企业， 须在满足

园区准入门槛的前提下， 方可新上品种

及对现有品种进行改造提升； 支持苏南

地区的农药原药及关键中间体生产向沿

江和沿海化工园区实施产业转移。

江苏省政府于

2010

年

1

月颁发了

《全省深入开展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

工作方案》 明确提出， 太湖流域生产属

于杂环类农药等行业的企业要执行环境

保护部相关要求， 不能达到要求的企业

限期搬迁。 位于城市发展中心区域的农

药企业今后也必须搬迁， 而一些通过搬

迁进入附近化工集中区或园区的农药企

业因为园区发展空间和环保容量等多重

因素， 将面临着二次搬迁。

尽管这些只是江苏省关于农药企业

发展方面所提出的要求， 但我们有理由

相信其他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地区也会

对城市周围区域和国家环保整点监控区

域的化工尤其是农药企业建设与发展提

出相应的要求。 因此目前面临搬迁或有

潜在搬迁可能的农药企业 ， 不能等 、

靠、 拖， 应未雨绸缪， 主动寻求适合自

身发展的地区或园区， 提前进行搬迁，

期待通过搬迁实现二次发展与企业质的

飞跃， 结合国内一些化工企业尤其是农

药企业通过搬迁实现较快发展的经验，

谈谈企业搬迁中园区的选择等问题， 供

国内相关农药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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