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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磷行业准入条件

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控制高耗能、高污

染、资源型产业过快增长，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根据我国黄磷行

业发展现状，结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按照“控制

总量、节约资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原则，制定本

准入条件。

一、生产企业布局

（一） 新建和改扩建黄磷生产企业厂址要靠近磷矿资源所在

地和电力生产中心；必须符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总体规划

或黄磷、磷酸盐（磷化工）等相关行业发展规划；必须符合国家及

各级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或污染防治规划。

（二） 在城市规划区边界外 2 公里以内，主要河流两岸、公

路干道、铁路干线及重要地下管网两旁 1 公里以内，居民聚集区和

其他严防污染的食品、药品等企业周边 1 公里以内，国务院、国家

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生态保护区、自然

保护区、风景旅游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不得新建黄磷生产企业。已在上述区域内开工建设、投产运营的黄

磷生产企业，要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及该区域规划，通

过搬迁、转产等方式逐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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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艺装备

新建黄磷装置（包括小水电、孤网运行地区及自备电厂的黄磷

新建项目），单台磷炉变压器容量必须达到 20000 千伏安及以上、

折设计生产能力达到 1 万吨/年及以上。新进入企业的起始产能规模

必须达到 5 万吨/年及以上。相关配套设施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 同步采用全系统收尘技术，在原料运输、破碎、筛分

及粉矿造球、烧结等所有产生粉尘的部位，均应配备除尘及回收处

理装置；

（二） 采用收磷技术，同步建设含磷污水处理系统，并实现

含磷污水封闭循环使用，实现零排放；

（三） 配套建设粉矿综合利用装置，提高原矿的有效使用率；

（四） 同步建设消防、安全设施，在危险作业区必须有远程

视频监控装置；

（五） 采用先进的自动配料加料、无功补偿、电极升降自动

控制、电极节能等技术或设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工人劳动

强度，提升系统运行安全可靠性。

现有黄磷装置，单台装置在 10000 千伏安及以上的，如在原料

粉尘回收、能耗、尾气综合利用、泥磷回收、污水处理、安全保障

和磷渣综合利用等方面没有达到本条件要求，必须在本准入条件实

施起两年内完成相关改造，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生

产。否则，企业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责令其停产。

单台装置在 7200 千伏安以下的，须在本准入条件实施起一年内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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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单台装置在 7200-10000（不含）千伏安的，如尾气和炉渣不能

够实现全部综合利用，须在本准入条件实施起两年内淘汰。

三、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综合利用

（一） 新建、改扩建黄磷生产装置，必须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建设项目环境

评价文件，并按照相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查要求，落实污

染防治措施。必须委托专业部门编制节能评估报告。必须按照设计、

施工、投产“三同时”原则建设“三废”治理装置和节能降耗装置，

依法配套能源计量装置。

（二） 黄磷生产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其它炉窑”的排

放标准要求。黄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后，按新标准执行。

（三） 磷炉尾气不得直排燃烧，必须实现能源化或资源化回

收利用，新建黄磷装置尾气综合利用率必须达到 90%以上。鼓励黄

磷生产企业利用黄磷尾气作为热源生产精细磷酸盐或发电，鼓励企

业开发应用磷炉尾气生产碳一化学品技术。

（四） 含元素磷废水必须实现零排放。必须在生产界区内建

设泥磷回收装置，泥磷处理处置应严格执行关于危险废物的管理规

定。

（五） 黄磷废渣要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原则进行处

置和综合利用，不得堆存填埋。新建黄磷装置磷渣利用率必须达到

95%。企业要对当年产生的磷炉渣实施综合利用，企业自身利用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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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应通过适当方式由其它企业实现综合利用。鼓励企业积极探

索磷炉渣制水泥、磷渣微细粉、微晶玻璃、硅肥及白炭黑等。

（六） 黄磷生产企业必须根据本地矿产资源状况，利用一定

比例的贫矿或（和）粉矿，并配套建设相应规模的贫矿选矿装置或

（和）粉矿成球、烧结或其它粉矿综合利用装置。

（七） 新建黄磷生产装置未经环保部门验收的，不得投产；

现有黄磷装置未满足环保部门相关标准的，必须在本准入条件实施

起半年内完成环保设施改造，取得有关许可后方可继续生产。

（八） 本准入条件实施前，环保部门连续三年对生产界区周

围空气、污水、土壤、植被监测不达标的黄磷生产装置，予以强制

淘汰。

四、安全、消防和工业卫生

（一） 黄磷属危险化学品，应严格执行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有关规定。

（二） 新建装置必须按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设立和设计审

查意见、消防和工业卫生主管部门的评价意见，按照“三同时”原

则配套建设相应设施并经现场验收合格后，方能投入生产。现有装

置未通过安全、消防或工业卫生主管部门检查的，应依法进行整改。

（三） 企业应建立职业病防治措施，定期开展工业卫生检查，

定期对职工进行身体检查。

五、经济技术指标

新建、在建和现有黄磷装置必须分别达到以下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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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电耗不包括贫矿选矿装置或（和）粉矿成球、烧结或其它粉

矿综合利用装置能源消耗，数据为吨黄磷消耗值，电力折标系数为

0.1229 千克标煤/千瓦时）：

新建、在建装置 现有装置

综合能耗 ≤3.2 吨标准煤 ≤3.6 吨标准煤

磷矿消耗（30%折标） ≤8.7 吨 ≤8.7 吨

电炉电耗

（按配比炉料 P2O524%折

算）

≤13200 千瓦时 ≤13800 千瓦时

磷炉炉渣综合利用率 ≥95% ≥90%

尾气综合利用率 ≥90% ≥85%

粉矿利用率 100% 100%

六、监督与管理

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

决定》（国发〔2005〕40 号）和《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

调整的通知》（国发〔2006〕11 号）要求，本准入条件实施后，新

建、改扩建黄磷生产装置，符合准入条件的，须根据《国务院关于

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按照各省具体规定和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一） 黄磷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土地供应、环境影响评价、

安全生产评价、节能评估、信贷融资等应参照本准入条件。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必须经省级或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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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环保部门审批；安全评估报告须经省级或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提出

审核意见后报同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审批；节能评估报告须经省级

或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二） 新建、改扩建及整改的黄磷装置工程完工后，必须经

省级或以上行业、土地、环保、安全、质检等管理部门及有关专家

组成的联合检查组检查。经检查合格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安全

生产许可证》和《排污许可证》，方能投入生产。经检查未达到准

入条件的，行业主管部门应责令其在指定期限内整改达到准入要

求。

（三） 对不符合准入条件的新建或改扩建黄磷生产项目，各

级国土资源部门不得提供土地，环保部门不得办理环保审批手续，

安全监管部门不得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质检部门不得办理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信贷支持，水电供应部门应依法停止

供水供电。地方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决定撤销或责令关闭

的企业，有关主管部门应依法撤销有关许可证件，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责令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

（四） 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安全、环保等执法部门负责对当

地黄磷生产企业执行黄磷行业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无机盐工业协会协助国家有关部门做好

监督和管理工作。

（五） 工业和信息化部定期公告符合准入条件的黄磷企业名

单。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可按照有关规定申请执行普通电价、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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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优惠政策。

（六） 国家相关管理部门可依据本条件制定相应的配套管理

措施。

七、附则

（一） 其它矿热炉改造为黄磷炉视同新建黄磷装置。单台装

置在 10000 千伏安以下的现有黄磷装置因厂址、容量、配套设施等

原因进行搬迁或扩能改造，也视同新建。

（二） 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所有类型黄

磷生产企业和有黄磷生产装置的磷肥、磷酸盐和精细磷化工企业。

（三） 本准入条件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负责解释。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黄

磷行业发展状况对本条件进行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