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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假学员”参训
谁骗走了失业人员培训补贴

6

本报记者刘荒、刘宏宇

陶瓷是中国传统优势产业。虽然英文 China
（中国）与 china（陶瓷）尚有同形异源的考据之
争，但陶瓷作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国家名片则有
口皆碑。

“世界陶瓷看中国，中国陶瓷看佛山。”作为
我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广东佛
山陶瓷行业年产值逾 800亿元，产量占全国 10%
以上，出口量占全国近四成。

记者近期在广东佛山、清远、肇庆等建陶主
产区调研发现，众多陶企或因“煤改气”期限将至
倍感压力，或被气源保障、气价波动等难题折腾
得“气喘吁吁”。尽管陶瓷行业“煤改气”不能“一
刀切”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各地层层加码、强力推
进的做法仍势头不减。

今年 6 月以来，清远、肇庆等地接连发生天
然气断供事件，造成数十家企业损失严重，威胁
陶瓷产业链安全。

“煤改气”，为何总是“气不顺”？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以及加大“六稳”“六保”工作力度的
大背景下，如何化危为机，以变应变，畅通产业
循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已成为前
述这些陶瓷产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
答题。

天然气接连断供 众陶企损失惨重

6 月 27 日，清远禾云镇云龙工业园发生天
然气断供事件，持续一天多时间，使企业生产中
断，损失惨重。据清远市陶瓷企业协会介绍，该园
区现有 50条生产线，今年春节后复产的生产线，
全部使用天然气作为生产燃料。

由于清远正茂燃气有限公司突然停止供应
液化天然气（LNG），园区内天域、宝仕马、强标
等 11家陶瓷企业被迫停产，36条生产线受到严
重影响，造成企业产品降级或报废、窑炉锟棒断
裂，直接经济损失达 880多万元。

以广东昊晟陶瓷有限公司为例，有 6条生产
线在这次断供事件中受损，包括烂砖损失、锟棒
断裂、重新升温用气费用、延误交货违约金等，损
失超过 195万元。

对此，正茂燃气有限公司解释称，因第三方
施工打穿管道造成断气，目前正与对方打官司，
将依法厘清责任再予以赔偿。

7 月 12 日，清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门站发生断气事故，造成源潭陶瓷工业园
10家陶企、58条生产线停产，损失巨大。

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称，断气原因系上游设备
发生故障，已按企业损失补回相应费用。但当地
多家陶瓷企业反映，天然气频频断供的背后，或
与管网设备超负荷运行有关。

清远市清新区工业园区企业协会秘书长苏
淑雯透露，事故发生前一天，这个天然气门站日
供气量为 111万立方米，超过安全供气能力 10%
以上；如果园区陶企满负荷运行，管道气需求量
将达 150 万立方米，供应缺口较大。园区企业已
请求政府主管部门，尽快落实天然气安全管理，
杜绝超负荷供气现象。

7 月 6 日，肇庆市高要禄步工业园发生停
气事件，四天后才恢复天然气供应，数十条生
产线受到影响。据业内人士透露，有陶企怀疑
系管道漏气所致，但燃气公司对外宣称是管道
检修。

目前，清远、肇庆两市有近 300 条陶瓷生产
线完成改造，天然气需求量急剧增加，但供应渠
道单一，已经超过管道、门站设备的安全承压能
力，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相形之下，佛山市尚有 217条陶瓷生产线未
完成改造。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已
与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和广东大鹏等上游供
应商签订购销合同，足以满足新增用气需求。目
前，该公司正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确保 9 月
底前将管线铺设到位。

尽管佛燃能源信心满满，佛山众多陶企仍忧
心忡忡，担心清远断气事件重演。佛山陶瓷行业

协会副秘书长潘勇文分析，按佛山产区前述待改
造生产线测算，需新增用气量 17 . 9 亿 m³，而佛
燃能源 2019 年财报显示，其天然气供应量仅
22 . 49亿 m³，不知能否“吃得消”？

显而易见，气源“卡脖子”已成为建陶企业的
心病。尤其是气源紧张的供暖季，特许经营的燃
气公司，往往价格说涨就涨，“一言不合就断气”，
陶企处于十分弱势被动的地位。

众陶企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8 月 26 日，
清远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向当地陶瓷企业
协会发送征询函，称 9 月份将停气进行管道检
修，检修作业时限为 6 小时。征询函还特别申
明：“在我司大型 LNG 应急气源储备站没有建
设前，暂不具备停气期间的保供条件。”至于陶
企断供后生产如何组织，损失谁来负责，则再无
下文了。

环保提倡高标准 燃料不应

“一刀切”

今年以来，广东多个陶瓷产区发出“煤改气”
加码信号，对未能按时完成的陶企将作停产处
理。佛山要求所有陶企年底完成天然气改造并通
过验收；清远市清城区陶企开年后接到通知，“必
须使用天然气才能点火”；肇庆市高要区强调“未
使用天然气生产的陶企，一律不能复产”；恩平市
明确，今年 9月底前全面完成“煤改气”。

佛山市陶瓷行业已恢复生产，但部分陶企因
“煤改气”不敢复产。按照年初市里确定 9 月 30
日前完成“煤改气”的时间表，企业不可能才开工
几个月，又停下来进行改造。

“虽然大家都希望早点复产，但使用天然气
烧制普通瓷砖，基本上做一片亏一片。”一些陶企
负责人因担心气价不稳、供气不足，迟迟不敢复
工生产。

目前，肇庆市共有陶瓷企业 63家、260条生
产线。去年 9 月当地政府印发文件，要求陶企限
期完成“煤改气”或者自愿退出。其中计划实施关
停退出的企业，就多达 15家、55条生产线。受访
的陶瓷企业代表纷纷反映，该文件“一刀切”倾向
明显，将导致陶企大片倒闭，带来失业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

广东建陶企业及生产线数量均居全国之首，
在新一轮产业大洗牌中，当地建陶企业破产、倒
闭现象较为突出。数据显示，2019 年，全省有 13
家陶瓷企业倒闭或破产，并出现从中小企业向大
型陶瓷企业蔓延的势头。

以广东云浮新兴县英发陶瓷公司为例，历经
六次拍卖，最终成交价 6280万元。但该公司各类
欠账达 4亿元，有 100多家供应商被“套牢”。

6月上旬，记者在佛山利华陶瓷有限公司看
到大门紧锁，廊柱上破碎的瓷砖撒落一地。贴在
大门上的法院破产重组决定书显示，共涉及债权
人 354人。

2019年，利华陶瓷被列入当地首批“雄鹰计
划”和“拟保留的十家陶瓷企业”名单。该企业负
责人直言，“煤改气”是导致企业破产重组的重要
原因。

据记者了解，广东省自今年 7 月 1 日起，执
行 2019 年发布的《陶瓷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新标准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

浓度限值，分别设定为 30mg/m³、100mg/m³、
20mg/m³，比现行国家标准还要严格许多。

作为全国最早实施 24 小时在线监测的产
区，佛山陶企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提高煤
燃料的使用效率。蒙娜丽莎、新明珠等知名陶瓷
企业，采用新工艺改造水煤气，达到使用天然气
的同等水平，但综合成本更低，且排放物限值远
低于广东省标准。

有业内专家指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是陶瓷行业的三大污染物，其排放主要与生产
工艺、环保治理技术和治理水平有关，与使用的
燃料种类没有关系。这个专业论断，在蒙娜丽莎
等陶企已通过对比验证。

“环保提倡高标准，燃料不应‘一刀切’！”一
家陶瓷企业负责人吐槽，煤制气已经达到超低
排放，为啥非要强制使用天然气？蒙娜丽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张旗康等人认
为，企业只要重视环保治理，就能够做到超低
排放。

2019 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拟补助 2 . 22
亿元资金，用于全省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
造。肇庆等地对今年 1月底前完成“煤改气”的陶
企，每条生产线除省里专项资金补助 50万元外，
又分类进行奖补，最高数额为 50万元。

然而，当地陶企似乎并不买账——每条生产
线平均投入 1 . 2 亿元，改造费用不过 80 到 100
万元，但生产成本与使用煤制气相比则高出
20% — 25%。一条生产线仅窑炉部分，每年成本
将增加 1000多万元。

佛山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尹虹分析，从
2004 年至 2014 年，我国陶瓷砖产量连续 10 年
快速增长；2015 年至今，则陷入增长停滞、逐年
萎缩的下行通道，2020年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数
据显示，佛山市陶瓷行业近四年的总产值分别
为：2016 年 1012 亿元，2017 年 997 亿元，2018
年 830亿元，2019年总产值 824亿元。

潘勇文认为，2020年形势更为严峻，如佛山
陶企全部改烧天然气，因承受不了成本上升而停
产倒闭的企业至少三分之一，产值将减少 300亿
元— 400亿元，这还不包括产业链上游的陶瓷机
械、化工色釉料、物流运输等配套产业。

气价高企威胁生存 陶企呼吁

供气市场化

“我们被迫签署了天然气三方购销协议，没
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肇庆市一家陶瓷公司
老板拿出一份《天然气三方购销协议》，不满地对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记者看到，协议明确：“甲方通过乙方向丙方
供应天然气”，但丙方即陶企须按“计划”用气，提
前将每月用气计划报送乙方，“如丙方因主观原
因导致月合同量执行偏差超过 10%，甲方有权
对丙方后续月合同量进行调整，而毋需征得乙方
或丙方同意。”

“这份格式合同设置了诸多不平等条款，甲
方高高在上，乙方态度强硬，不容协商。”这家陶
企希望在用气量、付款方式上灵活一点，对方坚
持一条不能变，不签合同就不供气。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各地天然气价格不同，
造成产区和企业间不公平竞争。目前清远、肇庆

两地天然气价格在 2 . 3-2 . 6元/m3之间，而佛
山比这两个地方高 16% 左右，比湖南、江西、
山东等产区高约 20%-22%。

即使在佛山市，各区价格也不统一，比如
禅城区 3 . 4-3 . 6 元/m3，三水区 3 . 65 元/
m3。

广东省多家陶瓷企业反映，燃气成本上升
损害陶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在当前市场
不景气，需求下滑的大环境下，靠提高产品价
格来维持利润率、消化用气成本上升，显然并
不现实。

“即使按 2 . 6 元/m3 的气价计算，每平方
米瓷砖的燃气成本为 4 . 68 元，比使用煤制气
增加 1 . 55 元。”张旗康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如果将蒙娜丽莎西樵生产基地改用天然
气，一年总共要增加 6300多万元的成本，让企
业实在害怕。”

“最大的压力就来自燃气”，广东永圣陶瓷
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永祖，举着 2019 年的财务
报表对记者说：“我们肇庆的工厂全部‘煤改
气’了，光改造就投进去两三千万元，燃料成本
直线上升，导致产品在市场中失去竞争力。
2019年白忙活了一年，分文未赚。”

5年前，是永圣陶瓷最风光的时期。那时，
7 条生产线全开，光工人就有 1600 多人；如
今，老罗最多只敢开 4 条生产线，工人也少了
一半。

“即使加上政府的补贴，企业都赚不到钱
了。气价一旦再涨上去，我们中小企业将无法
生存。”干了 30 多年陶瓷的罗永祖，自称这是
他最困难的时刻，“继续干挣不到钱，购买新设
备投资巨大，迁往外省也看不到成功案例，进
退两难”。

“由于广东气价波动大，清远产区遭了很
多罪，不管你是用管道气还是 LNG，价格都是
燃气公司说了算。有的燃气公司一年强制陶瓷
企业签 7 份合同，涨 4 次价格，即使之前签了
合同也一样。”广东天弼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
黎友海呼吁，既然推行天然气，就应该保证气
价透明，这样行业才能活得下去。

“目前，全国各地天然气价格差别很大，
没有价格联动机制，会不会涉嫌垄断？谁来
维护天然气的价格体系？”除了气价波动和
垄断外，尹虹更担心天然气供应量成潜在
问题。

建筑陶瓷连续性 24 小时生产，运行期间
不能断电断气。2013年，福建晋江 172家建陶
企业全部完成“煤改气”，但 2014 年因供气不
足部分陶企被迫停产；2017年，华北地区最大
的陶瓷生产基地高邑，也发生过因“气荒”导致
陶瓷企业大面积停产事件。

部分陶企负责人呼吁，各地推进“煤改气”
环保治理，应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实际，按照
“以气定改”的要求改造和安装设备。然而，包
括广东在内，多地不允许陶企自建气化站和瓶
组站，企业生产命脉完全掌握在燃气公司手
里。在气价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一刀切”实施
“煤改气”，必将拉高企业生产成本，危及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

“陶瓷产业链的上游供气必须市场化。”广
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先辉说，

只要成本相当甚至略高，陶企对于“煤改气”也
能接受，关键是上游不能变成“气老虎”，以“半
市场经济”卡住行业的脖子。

另外，天然气质量也同样堪忧。近年来，个
别陶瓷产区由于天然气供应量严重不足，实施
“错峰用气”，并从原先输送的一类气换成二类
气。潘勇文说，由于二类气热值不稳定，燃烧后
硫严重超标，不仅严重影响产品质量，还增加
了陶企污染物治理成本和难度。

畅通产业循环，确保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

除了环保压力，部分国家对我国陶瓷的反
倾销日益加剧、国内房地产市场遇冷等原因，
也给我国陶瓷业带来重重压力。最新海关数据
表明，今年 1 至 7 月，我国建筑用陶瓷出口量
678万吨，同比减少 26 . 9%。

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部门统筹推进税费
减免、货币信贷、降低成本、用工保障等政策，
鼓励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但受环保、市场、运输
等多方面制约，陶瓷行业面临严峻压力，燃料
“一刀切”无异于“雪上加霜”。

全国人大代表、唯美集团董事长黄建平认
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大规模推进“煤改气”
“油改气”，有效促进了节能减排和行业的绿色
低碳发展。但作为制造业主要清洁能源之一的
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程度依旧不高，高气价制
约了天然气在我国制造业中的推广，不利于提
升制造业竞争力。

黄建平建议，要加快构建多气源竞争的供
应体系，推进调峰气价的落地，建立区域天然
气交易中心，来破除工业用天然气的体制机制
障碍，让更多制造业企业能经济实惠地用上天
然气，促进制造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最近几年，记者在佛山、淄博、夹江等多个
建陶主产区调查发现，本来作为清洁能源改造
手段的“煤改气”，却因政策“一刀切”变成了治
理目标，而背离了排放达标应该用事实和数据
说话的常识。

一些受访业内人士呼吁：政府部门的职责
应该是逐步提高环保排放标准，而不必“一刀
切”强制企业推行“煤改气”，要严格执行国家
和省市的环保标准、守住底线、加强督查，把选
择使用什么燃料的自主权交给企业，还给
市场。

“‘煤改气’越改越生气，希望政府主管部
门尽快看到众多陶企稳生产、稳就业的迫切愿
望，让广东这一优势产业重新焕发生机。”广东
多家陶业负责人向记者反映。

事实上，地方政府也致力于帮助陶企渡过
难关。今年来，为扎实做好“六保”“六稳”工作，
佛山市围绕陶瓷等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提出
“建链、补链、强链、稳链、延链”，进一步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市级层面很同情企业，”佛山市政府的一
位官员私下向记者透露，“陶瓷业是我们的传
统支柱产业，从业人员超过 10万人，疫情下又
遭遇了多重困难，市里很注重倾听陶企的普遍
呼声，从‘六稳’‘六保’的角度，也希望能给予
足够时间、分步骤实施‘煤改气’，但上面催得
紧，有时也感到很无奈”。

7月 9日，佛山市召开陶瓷行业清洁能源
改造工作推进会，将全市陶瓷行业“煤改气”完
成时间延缓至 12 月 31 日，并允许企业自建
LNG 站，政府承诺陶瓷企业保障有气用，而且
能够用得起。

尽管佛山陶瓷行业“煤改气”的大限延迟
三个月，众多陶瓷企业并没有松一口气。“3 个
月的时间还是太短”，佛山市一家陶瓷企业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能活下来已属不易，根
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升级改造。”

“企业仍然担心气价不稳、供气不足。佛山
陶瓷行业天然气耗用量已经十分惊人，谁来保
证不断气及生产稳定？”张旗康说，“如果无法
保证不断供及生产稳定，清远事件肯定还会再
次发生”。

“陶瓷行业“煤改气”一刀切，还将对我国
的能源安全带来挑战。”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
院教授刘定平认为，目前，我国天然气进口已
达 50%-65%，远超过安全警戒线 40%，国家
能源战略也应考虑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等
因素。

刘定平提出，制定政策一定要科学、公正、
客观，因地制宜，宜煤则煤，宜气则气，做好天
然气不足的准备，保留煤制气装置。

肇庆市多家陶企建议由省政府统一牵头，
调查了解全国各地的气价政策及气源供应情
况，协调处理全省各地“煤改气”的有关政策，
避免区域化差异明显，造成不公平竞争。

“除了担心供气量不足，还担心供气价格
与违约责任等问题。”佛山市设计联合会秘书
长罗杰等业内人士建议，应开放天然气供应市
场准入，打破垄断壁垒，确保用气安全和供气
稳定。同时，保障用户议价权和选择权，促进燃
气公司提高管理和服务质量。

7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 4 部委联合颁
发关于做好 2 0 2 0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
知，要求完善科学合理用能管理，避免和纠
正“一刀切”的去煤化政策。同时，指导各地
清理规范天然气管道收费，严格成本监审，
采取上下游联动方式，尽可能降低非居民用
气成本。 编辑黄海波

广东建陶业“煤改气”为何“气不顺”
燃料“一刀切”、气价偏高、供气不畅影响产业链安全

▲利华陶瓷有限公司人走楼空，门口贴着法院的破产重组决定书。本报记者刘宏宇摄

记者近期在广东佛山、清远、

肇庆等建陶主产区调研发现，众

多陶企或因“煤改气”期限将至倍

感压力，或被气源保障、气价波动

等难题折腾得“气喘吁吁”

特许经营的燃气公司，往往

价格说涨就涨 ，“一言不合就断

气”，陶企处于十分弱势被动的地

位。一些陶企负责人因担心气价

不稳、供气不足 ，迟迟不敢复工

生产

只要成本相当甚至略高，陶

企对于“煤改气”也能接受，关键

是上游不能变成“气老虎”，以“半

市场经济”卡住行业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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