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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生 命 周 期 评 价 （ L C A ） 已 成 为 国 际 公 认 的 绿 色 产 品 对 话 语 言 — —

生态设计引领钢铁业绿色发展
我国钢铁行业近年来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产品的生态设计建设也渐入佳境。但与国际生态设计理念和

标准相比，我国钢企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仍然需要大

力推进钢铁行业的生态设计工作，提升我国钢材产品的国际

竞争力，以应对未来的钢铁绿色贸易壁垒。在具体实施环节，

工信部近年来持续推进工业产品生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创建工作，为钢铁行业的绿色发展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特别是利用生命周期评价（LCA）体系开展生态设计，更是

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绿色钢企成效显著
生态设计是指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之中，从而帮助确定

设计的决策方向。工业产品的生态设计要求在产品开发的所

有阶段均考虑环境因素，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入手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最终引导产生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

系统。

“生态设计是钢铁业绿色发展的潮流和理念。”在近日

举办的包钢“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总结会上，包钢（集

团）公司总工程师、党委常委孟繁英表示，近年来包钢生态

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在绿色产品开发、生态设计方面取得

了成果，2017 年通过了全国工业产品生态设计试点企业验收，

成为唯一通过首批验收评审的钢铁企业。

包钢正是在生态设计政策引导下，逐步迈向绿色发展的

道路。“通过开展生态设计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包钢的主要

生态设计指标基本完成，进一步提升了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的水平，实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据包钢生态办副主任井溢农介绍，目前包钢已经建成生态设

计中心，开展生命周期评价（LCA）研究工作，发掘全流程

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关键点，从源头开始生态设计，开发生

态产品，并完成了多个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报告，建立了生态

设计评价体系和基础数据库。

绿色理念还需深化
国家部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工信部推动生态设计示范

企业的创建过程中，即便是试点企业之间，对生态设计的认

识和理解也存在很大差距。

“有些企业高度重视，通过 2 年时间在生态设计方面取

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但也有一批企业对生态设计认识不到

位、理解不深刻，对生态设计工作的推进意愿并不迫切。”

该负责人透露，目前的生态设计试点企业大致分为 3 个梯队：

第一梯队，在 2018 年春节前后已经提出验收申请；第二梯队，

将在年中或年末提出验收申请；第三梯队，可能会放弃试点

工作。据悉，工信部将以有进有出、确保质量为原则，生态

设计试点企业如不能达标，今年将面临取消试点资格的危险。

此外，世界钢铁协会每年都会对钢铁企业的生命周期评

价（LCA）给予评价，以推进全球钢铁业的绿色发展。但与

国际钢企相比，我国钢企在 LCA 评价方面的工作相对粗放。

“国内钢企习惯把流程切割成一道道工序，这样会忽视一些

界面技术以及工序间的耦合关系，造成我国钢企只关注局部

和末端治理，最终忽略整个流程绿色化的局面。”世界钢铁

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国际上绿色钢铁产品间的比较并不取

决于具体项目指标的优劣，而是全流程对标。世界各国实施

对钢铁产业环保的重点早已从单一的末端治理或源头预防向

产品 LCA 评价体系演变，对于我国大部分钢企而言，想要

在国际绿色钢材竞争中获得优势依然任重道远。

绿色壁垒一触即发
据悉，作为生态设计的具体应用，生命周期评价（LCA）

已成为目前国际公认的绿色产品对话语言，也是目前国际公

认最好的绿色产品评价方法。

“我国钢铁企业绿色发展的方向就是做生态设计，全生

命周期评价思维是一种全盘决策的设计思维，从原材料的采

集，到产品生产、运输、使用直至最终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

都要分析其能源消耗及环境影响。”井溢农介绍，这种评价

方法可以基于数字和定量化的评估对整个钢铁企业扫描和诊

断以避免决策失误。通过 LCA 定量化分析环境绩效，得到

产品的环境绩效数据和环境足迹核算，满足政策法规的要求

以及高端用户的需要。同时，在数据基础上，还能够帮助企

业优化排产。

由于 LCA 评价的是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能很直观地

体现生产成本，因而在满足了 LCA 标准，提升了环保能力

的同时，相应的成本也会降低。井溢农表示，除了环保需求，

LCA 还可以辅助绿色营销、绿色采购，在产品质量相当的

情况下，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同时，对下游用户调

整产品结构、提升质量也极具吸引力，可以有效带动钢材销

量，最终实现环境效益与产品竞争力提升。

据悉，目前下游建筑业和汽车制造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

高，不少相关行业的国际钢材订单，都出现了使用碳排放达

标钢材并提供 LCA 评价报告的需求。因此，不仅仅是因为

环保压力，下游行业的实际需求也在倒逼上游钢企提供绿色

产品。石洪卫坦言，5 年到 10 年后，绿色钢贸在国际钢贸

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目前我国钢企大部分还徘徊在绿色钢

贸的门槛之外，因而推动钢铁业绿色发展，不仅关乎生态文

明建设，更是我国钢铁行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跻身“钢铁强

国”的重要保障。

（来源：经济日报  2018-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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