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出生於1950年，現為煙台大學教授、國家製革技術研究推廣
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並享
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中國皮革協會常務理事、國家科技獎評
委、山東省民營科技促進會副會長。

■ 從事製革40餘年，四次承擔國家攻關計劃和863計劃，獲省
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二三等獎4項，授權發明專利23
項。其早期成果多已成為行業的公用技術，其升值資源、減
少污染的技術思路與科研成果一直影響着我國的製革行業，
三次遴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候選人。

王全傑小檔案王全傑小檔案王全傑及其團隊經過11年的研究，終於解決了長期困擾內地製
革企業的皮革廢棄物污染難題，變廢為寶。他介紹說，用製革

廢棄物生產出來的固體有機肥，已在河南、煙台等地的農業相關企
業、合作社等進行了深度合作實驗，證明能有效改良土壤、增加作物產
量、提高作物抗病能力。此外，用製革廢棄物製造的水泥發泡劑生產的發
泡水泥，除了具有輕質、保溫、隔音性能外，還具有阻燃和防火效果，將
成為高層建築良好的外牆保溫材料和內牆隔音的牆體材料。據他解釋，紙
幣增光劑、水泥發泡劑、有機固體肥料等等看似不相關的東西，其實都可
以由製造皮革過程中的棄置物提煉出來。

擬煙台設示範基地
「皮革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項目已通過福建省晉江市「海峽計劃」論
證，獲得政府引導資金支持在當地建廠。王全傑計劃先在山東省內尋求合
作夥伴建設示範基地，未來以此為模板，在全國各地皮革產區增建20座
工廠，成為內地最大的蛋白廢棄物處理企業。
他透露，項目計劃採用「集中研發，分區建廠」的模式，擬尋求
合作夥伴在山東煙台附近建設示範基地，先期投資約2,500萬元
（人民幣，下同）左右，設計年處理蛋白廢棄物1.5萬噸，可年產
氨基酸、表面活性劑以及用於改良土壤的固體有機肥4萬噸左
右。
皮革廢棄物污染一直是困擾內地乃至世界的一大難題。以山
東省為例，近3年平均每年生產皮革6,000萬平方米，其藍皮
削勻廢棄物2萬多噸，加上皮革製品企業以及畜禽屠宰業，
每年約有40萬噸的蛋白廢棄物，不僅造成了蛋白資源的嚴
重浪費，而且增加了處理的支出。而山東又是全國農業大
省，2015年全省化肥施用量約為463.5萬噸，複合肥施用
量約為224.04萬噸，而有機肥等施用量則為137.4萬
噸，僅佔30.5%。若王全傑團隊的科研成果得以推廣，
不僅是山東省，全國農業也將因此受益。

料兩年內收回成本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示範廠使用的原材料來源
於皮革廠的廢棄物。按照規定，一般皮革廠的廢棄
物不能自行處理，必須委託有資質的專業公司處
理，每噸廢棄物的處理成本在600至1,000元。因此
該項目在收集原材料時不但不用支付生產成本，還
可向皮革廠收取相應費用，加上每噸皮革廢棄物再
利用獲得的大約2,000元左右的利潤，每噸皮革廢棄物
至少獲益2,600元，預計項目兩年內可收回項目成本。
王全傑說，未來將會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及異地複製等方
式，爭取三年內達到銷售收入5億元，實現年利潤1.5億元，
最終目標是建成內地最大的蛋白廢棄物處理企業集團。

科技成果轉化臨新機遇
從上世紀90年代，王全傑就意識到
皮革廢棄物的污染問題。但因條件有
限，直到2006年才開始着手研究。彼
時社會正在關注廢水污染，固體廢棄
物還未進入大眾的視野。直至2012年
央視曝光「毒膠囊」、「毒酸奶」事
件，作為其中的重要原料，皮革廢棄
物引起全社會普遍關注。此時，王全
傑團隊的研究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並
獲得國家專利。他說：「作為科研工
作者，應比常人早看二十年。」

廢物處理應用可更廣
王全傑表示，經過多年的努力，
目前內地皮革技術已經與世界水平
比肩，甚至有些工藝已經走在前
列。皮革廢棄物的處理技術亦可用
於更為廣泛的領域，比如可用於生
產人民幣的增光劑，亦可用此工
藝，以豬皮為原料製作可以吸收的
蛋白質面膜等。但此項目目前將主
要生產固體肥用於農業，希望惠及
更多百姓。他坦言，項目落地可能
會面臨一些政策上的壁壘，比如需
要申請廢棄物處理的相關處理資
質等，希望得到當地政府的扶持
和幫助。

上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會議提出
鼓勵更多的社會主體創新創業，建
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
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
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
技成果轉化。作為長期和一線生產
打交道的科研人員，王全傑感受頗
深：「這意味着科技成果轉化將迎
來更好的政策環境，科研只有和企
業合作，把實驗室的創新和一線生
產結合起來，才會更加了解市場需
求，不會閉門造車。」

產研合作可避免閉門造車
據王全傑介紹，最近他先後接待
了來自河北省環保廳和河北辛集、無

極，福建廈門、晉江等地政府和企業
的考察人員，均對「皮革廢棄物的資
源化利用」項目表現出濃厚興趣。他
認為，這與十九大報告對環保以及科
研成果轉化的重視不無關係。
上世紀90年代，王全傑的科研項
目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其成
果在內地200多個廠家得以推廣和
轉化。但由於企業本身缺乏繼續創
新的能力，這項新技術在十多年後
就成了「舊技術」，王全傑對此一
直引以為憾。在他看來，此次十九
大報告提出建立「創新主體與企業
合作產生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
將會解決這一瓶頸。「未來將不是
簡單的成果轉讓，而是更高層次的

結合，科技人員將
會與企業互相滲
透、柔性結合在
一起，培養和
提升企業的科
技 造 血 能

力。」
王全傑坦言，這種創新驅

動戰略對科研人員本身亦是
一種驅動和激勵。「以前很
多大學教師和科研院所工作
人員做實驗，主要是為了發
表文章晉升職稱，這種目的
很值得商榷。十九大後，科
研人員應該把更多精力從發
表論文轉到科技成果轉化方
面，應該鼓勵大學教師和科
技人員加入企業團隊，並將成果轉
化所得收入給予科研工作者更大的
份額。」他建議大學把自己的應用
型研究中心搬到企業去，亦應該鼓
勵企業到大學創辦研究中心。

倡企業到大學辦研究中心
在搞科研的同時，王全傑曾於90

年代末先後創辦了製革廠和皮革服
裝廠兩個企業，開發了防水革、絨
面水洗革、夜光革、高彈力服裝革

等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新產品。但
由於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市場環
境的不成熟，他的創業之路並不順
利，之後又回到大學專心做學問。
回憶這段經歷，他覺得當下應該是
科研人員創業的好時機。特別是十
九大以後，將會迎來更好的政策環
境、法制環境、商業環境和市場環
境，知識產權將會得到進一步的重
視和保護，科技成果轉化迎來了新
的機遇。

■王全傑指當下是科研人員創業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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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廢屑製成的有機肥、葉面
肥、表面活性劑樣品。■圖為堆積如山的皮革廢屑。

內地是世界最大的皮革生產國和皮革消費國，皮革總產量約佔全球四
分之一，皮革企業因此每年產生固體廢棄物140萬噸，其中最難處理的
是約28萬噸含有重金屬鉻的廢料。

已申請國家發明專利
據了解，通常皮革廢棄物的處理是燒掉或深度掩埋，長遠來看
均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2016年，環保部將含鉻廢料列入危險
廢棄物名錄，禁止填埋和焚燒，各地製革企業都被堆積如山
的廢革屑困擾。一些皮革企業甚至因此而停產。
為解決這一難題，王全傑團隊從2006年起，就在皮革及
畜產工業所產生的動物蛋白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方面進行
大量研究，將四種皮革廢棄物──生皮邊、藍皮屑、成
品革邊以及生活垃圾中的皮革製品綜合利用，目前已申
請國家發明專利10項，製成六大類產品，包括用於農
業生產的寡肽和氨基酸（可做液體肥料），工農業生
產和日常生活急需的蛋白基表面活性劑，可用於瓦
楞紙和膠合板的工業黏合劑，用於外牆保溫、高層
建築隔音材料的水泥發泡劑，以及具有改良土壤作
用的蛋白質有機肥等。其中表面活性劑和氨基酸
液體肥料已由煙台全傑技術產業公司通過了日產
1噸的生產試驗及小批量生產。

有效避免環境污染
專家指出，王全傑團隊「皮革廢棄物的資源化

利用」項目，將蛋白廢棄物吃乾搾盡，連濾渣也
製成了用於製革工藝的復鞣填充劑和用於水泥發泡

的防滲水劑，實現了生產全程無廢水、廢料、廢氣排
放，不產生新污染的循環經濟體系，將會有效避免長期

以來皮革行業對環境的污染。

廢革屑可製成六大產品

製革廢棄物
(含鉻革屑為主)

脫鉻
鹼、酸、酶
水解處理

固體有機肥

副產：
皮革復鞣劑

水泥抗滲劑

水泥發泡劑

膠黏劑

液體肥

農用乳化劑

清洗劑

皮革助劑

製革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示意圖製革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示意圖

20172017年年1111月月202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重  要  新  聞A6 ■責任編輯：黃遠楷

�	&�����	&�����	&����‧科技篇

十九大提出，鼓勵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

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促進科

技成果轉化。有科研人員相信，相關政策對於資

本市場和科研人員都是一種驅動和激勵，科技成

果轉化將面臨新機遇。國家製革技術研究推廣中

心主任、煙台大學教授王全傑主持的「皮革廢棄

物的資源化利用」項目通過國家級評審，有關技

術也開始進行產業化生產。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說，相信未來科技人員將會與企業互相滲

透、柔性結合在一起，培養和提升企業的科技造

血能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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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全傑在試驗田內工作王全傑在試驗田內工作。。■■待運的液體肥料待運的液體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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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建擬建皮革廢物皮革廢物處理廠處理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