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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作为稳定可靠的优质绿
色低碳电力，核电迄今未被纳
入我国绿色电力体系，成为唯
一被排除在体系之外的非化
石能源。”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长利认为，这既不利
于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
现，也不利于核电行业的长远
发展。核电在绿色市场的定
位和价值亟待进一步明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杨长
利联合其他13位全国政协委
员提交了《关于将核电纳入我
国绿色电力体系的提案》（以
下简称《提案》）。其中全国政
协委员，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卢铁忠建言，应推
动核能全面纳入绿色低碳政
策体系。

近年来，核电加速发展，
而作为清洁能源中碳排放最
低的发电技术之一，核电至今
还未拿到绿色“身份证”，也就
是尚未得到绿色电力体系的
官方认证。为何核电未纳入
绿色电力体系的官方认证？
核电绿色认证对于我国“双
碳”目标的达成有怎样的价值
和意义？带着这些问题，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核电为什么
亟需绿色认证

核电是绿色低碳的清洁
能源。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的数据，核电全生命
周期内每生产1度电的碳排放
量为5.7克，同口径下，光伏发
电为74.6克，水电为64.4克，
风电为13.3克。

“截至目前，我国大陆地
区在运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
超过1亿千瓦，占全球在运在
建核电总装机的21.2%，核电
安全运行业绩位居世界前
列。2023年核电发电量在全
国占比接近5%，与燃煤发电
相比，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3.5亿吨。”杨长利介绍，我
国小堆、四代堆等先进核能技
术与国际领先水平保持同步，
核电发展规模和质量迈上新
台阶。

近两年来，我国核电市场
建设加速。仅2022年和2023
年就有20台核电机组通过核
准进行建设，在数量上创下过
去十余年新高，总投资超过
4000亿元。根据相关预测，
到2035年我国在运核电发电
量占比将超过10%，核电将在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助力“双碳”目标实
现中发挥更大作用。

尽管核电在绿色低碳方
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常常与风
电、水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
生能源相提并论，但在绿电交
易体系下，核电并未取得官方
认证的绿色“身份证”，由此引
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杨长利分析，核电企业在
当前无法提供绿证等官方证
明，难以满足社会对绿电的不
断增长的需求；在市场竞争方
面，相关政策要求电网企业、
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在购买
核电的同时，仍需承担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纳责任和配额，这
意味着核电并没有体现出低
碳减排属性，而是与化石能源
放在同等地位，这降低了用户
购买核电的积极性。

“核电每年可提供超过
1600 亿千瓦时的市场化电
量，是用户购买绿电的重要
选择之一。尤其是在华东、
华南等地区，核电机组的分
布能极大缓解绿电供不应求
的局面。”杨长利表示，核电
的绿色价值由于缺乏绿证等
官方证明而受阻。

据了解，在国际上将核电
纳入绿色电力体系其实也有
不少实例。比如，比利时、荷
兰、芬兰等11国向核电发放
了欧盟来源担保证书（GO证
书），用于向终端消费者证明
所用电力的绿色属性；美国伊
利诺伊州、纽约州等在清洁能
源配额中细分设置了零排放
信用，专门适用于核电，以支
撑实现各州减排目标。这些
例子表明国际对于核电在绿
色减碳的作用予以充分重视，
并提供了积极实践。

核电为何无法纳入
绿电体系

为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发挥绿色电力低碳环
境价值，引导社会绿色电力
消费，我国于2017年建立了
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向满足
条件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核
发绿证，通过交易获取绿色
溢价。截至目前，我国已构
建起日益完善的绿色电力体
系，建立了绿证交易、绿电交
易两种市场机制，绿证核发
范围拓展至包括水电在内的
全部可再生能源。

2021年9月，我国绿色电
力交易试点启动；2023年 12
月，国家能源局核发首批1191
万多个绿色电力证书，对应电
量119亿多千瓦时，涉及项目
1168个、发电企业755家，初
步推动全社会形成了较好的
绿色电力消费意识。

既然核电拥有如此多的
优势，又是绿色能源的典型，为
何获得绿色“身份证”这么难？

去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可再生
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全覆盖工
作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
的通知》指出，对全国风电、太
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生物质
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等发
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
产的全部电量核发绿证。而
对于核电，国家能源局同月在
《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7024号建议的答复》文件
中明确，“考虑到国内外对核
电、天然气发电核发绿证还有
不同认识，暂不核发绿证。”

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绿色
电力的电子“身份证”，是我国
可再生能源生产、消费的唯一
凭证和交易载体，1个绿证单
位等于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
源电量。而由于核电还未被
绿证核发所覆盖，电网企业、
售电公司和电力用户购买了

核电，也不认为是使用了绿色
能源，仍需承担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纳责任和配额。

对于认可核能绿色低碳
属性的重要性，卢铁忠表示，
绿色认证后有助于核电与可
再生电力协同，为高耗能、高
排放的行业提供既稳定可靠
又绿色低碳的电力供应组
合。此外，核能供电的同时还
可以开展供暖、供汽、制氢等
核能综合利用，有助于工业、
建筑、交通等高排放领域的深
度脱碳。

多位政协委员在《提案》
中达成的共识，揭示了绿证对
于核电的重要性，同样暴露出
市场对于绿色电力的需求不
断增加，而核电与其他清洁能
源相比，缺少绿色“身份证”，
处于不利的市场竞争地位。

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
治理中的话语权

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建设的加速推进以及全社会
低碳消费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核电参与电力市场竞争将面
临严峻挑战。

“核电获取绿证后，并随
电力交易无偿划转，这样既能
让购买核电的用户获得零碳
电力消费证明，满足供应链企
业脱碳需求，又不给市场带来
额外负担。”有业内人士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坦言，在“双碳”
背景下企业面临较大的减碳
压力，将核电纳入绿色电力体
系，对于绿电建设有极大的推
动作用，进而加强绿电、绿证
在供给侧的协同性。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
国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共55
台，装机容量5703万千瓦，运
行核电机组2023年累计发电

量4333.71亿千瓦时，占全年
发电量的4.86%，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在建的
核电机组数量排名世界第
一。据相关预测，中国在运核
电装机规模有望在2030年前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
和国家能源局三部门联合发
布的《关于加强绿色电力证书
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 大力促
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
提出实施可再生能源、核电等
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耗
总量和强度调控，这意味着国
家已经开始探索核能的绿色
低碳属性和价值。

“从我国国情看，碳减排
任务更加艰巨，将核电纳入绿
色电力体系是实现能源消费
侧和供给侧协同转型的重要
举措之一，符合现有绿色电力
体系促进碳减排的方针定
位。水电纳入绿证的政策实
践也给核电纳入提供了有益
借鉴。”杨长利强调，我国已经
成为核电大国，正在向核电强
国迈进，应该在引领全球核电
发展的政策导向上作出表率。

卢铁忠同样表示，我国核
工业水平已实现从跟跑、并
跑，到局部领跑的转变，率先
明确并认可核能的绿色低碳
属性与价值可以激励全社会
使用核能，推动国家发展方
式向绿色低碳转型。与此同
时，也能够提升我国在国际
社会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话
语权，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核
能作为低碳能源消费的国际
互认，有助于我国在国际贸
易中规避关税壁垒并赢得主
动，为出口企业应对碳关税
提供支撑，从而在全球化的
绿色经济中获取更多发展机
会和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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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连云港：
田湾核电8号机组内

穹顶球带吊装

3月 13日，江苏省连云

港市的田湾核电8号机组内

穹顶球带成功吊装。国家

重点能源项目——田湾核

电7、8号两台核电机组全部

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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