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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的元兇 – 透視中國製造之痛 (下篇) 
 

上星期提到中國製造的脫硫裝置，在脫硫流程設計和設備本身都出現了問題，

而且筆者認為是完全違反科學常理的，不禁為「中國製造」如何升級感到擔

心。 

 

煙氣排放溫度低 

 

  根據外國經驗，濕法脫硫島通常需要加裝「煙氣再熱器」(GGH，Gas-Gas 

Heater)，將煙氣溫度提升到 80 攝氏度以上排放。這溫度在不少發達國家是排

放硬性標準，例如德國規定煙囪入口溫度不得低於 72 攝氏度、英國規定排煙

溫度不得低於 80 攝氏度、日本規定排煙溫度在 90-100 攝氏度。 

 

  在日本，幾乎所有的火電廠都安裝了 GGH。在美國，除了一部分電廠安裝

GGH，也有部分火電廠採用「天然氣加熱煙氣」的方式進行排放。這些國家都

強制要求煙氣高溫排放。而中國卻越來越多的火電廠採用低溫排放煙氣。經過

濕法脫硫後的煙氣，如果不經過再加熱，排放溫度只有 40-50 攝氏度。筆者上

篇文章指出，煙溫越高，煙升越高，越容易擴散，相反就會造成霧霾。 

 

GGH 系統堵塞 

 

  GGH 是外國早已成熟的技術，但在中國卻大面積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系

統堵塞。脫硫裝備製造公司沒有完全了解技術，或為了節約成本，對脫硫技術

和流程進行了不應該的簡化改動。 

 

  簡單地說 GGH 的流程：脫硫後的煙氣需要除霧，除霧後的煙氣從脫硫塔

進入 GGH 的下方，進行換熱。這樣可以保留較長的煙道，以便含有石膏液的

煙氣充分沉降，不至於堵塞設備。 

 

  國內幾乎所有的脫硫後的煙氣都是從 GGH 上方直接進入，因為這樣可以

簡化煙道佈置，節約投資成本。但是由於重力影響，導致石膏液很容易在 G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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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附著，造成 GGH 經常堵塞，無法正常運行。  

 

  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工廠廢氣排放避不了。但有沒有認真了解和利用

科學，去提昇生活質素和改善環境，是另一層次的問題。至此，我們已經知道

霧霾的真正成因。 

 

後發優勢 vs 劣根性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是中國的推銷者。他極力唱好中國，看好

中國，核心理念是後發優勢，這個論述被廣泛認同，而且深受政府上下推崇。

後發優勢指，發展中國家可藉外國經驗，不用自己摸索，在各行各業的技術、

管理、流程極速進步，達到高速的經濟增長，大大改善生活質素。事實上中國

也靠走這條路成為「世界工廠」，成就經濟奇蹟。 

 

  但林毅夫這類中國經濟學家對人性都不甚瞭解，只顧尋找似是而非的學術

見解。「中興事件」已證明中國製造業以至背後研發實力的薄弱，做什麼也一塌

糊塗，連抄都抄不好。這是民族的劣根性：懶惰的學生得到天書筆記，就會在

公開試考到狀元？後發優勢？因果邏輯何在？ 

 

  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 2017 年人均 GDP 排到全球 70 名。

如果股市反映了一國之根基，大抵解釋了為什麼 A 股沒有幾間有活力和創新力

的公司，而為什麼最好的技術和企業都在美國，其次是日本和北歐。 

 

  說到底，投資者只要從這個邏輯去做國際性的投資，配置第二和第三產業

的好公司，會取得更好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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