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  业10 □2024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锚定锚定““双碳双碳””目标目标，，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能源局印发《煤电低碳化改

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统筹推进存量煤电机组低碳化

改造和新上煤电机组低碳化建

设，绘制出煤电低碳化改造的

“路线图”。

煤电发挥“压舱石”作用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加快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取得积极成效。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姜士宏表示，煤电是我国能源

电力供应系统的主体支撑。在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进程

中，综合考虑新能源电力的不

稳定性和新型储能技术的较高

成本，煤电在电力安全保障中

仍发挥着“压舱石”作用。

“2023 年 ，煤 电 以 不 足

40%的装机占比，承担了全国

70%的顶峰保供任务，有力保

障了我国民生用电和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但也要认识到，我

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占全

国排放总量比重的40%，实施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推动降

低煤电碳排放水平，是推动能

源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对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姜士宏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

员王鹏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

示，《行动方案》的出台展示着

我国推动能源结构由高碳向低

碳转型的决心。该方案的实

施，可以逐步减少煤电行业的

碳排放，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

方式变革。

《行动方案》还在促进技术
创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转型
经验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行动方案》将转化应用
一批煤电低碳发电技术，为相
关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动力。
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煤电行业
的整体技术水平，增强国际竞
争力。同时，降低煤电行业的
碳排放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重要措施之一。通过实施《行动
方案》，我国可以更好地履行国
际减排承诺，为全球气候治理作
出贡献。《行动方案》还将有助于
推进形成一套完整的煤电低碳
化改造体系，为其他行业的低碳
转型提供示范。”王鹏说。

《行动方案》提出了 2025
年和 2027年两个时间节点的
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工作目
标。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2027年要求煤电清洁低碳转
型“接近天然气发电机组碳排
放水平”。

姜士宏认为，天然气发电
是国际公认的清洁能源，也是
近年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支
撑性电源和煤电替代电源。近
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煤电超低
排放改造，现役煤电机组大气
污染物排放已普遍达到气电排
放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
动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相当
于提高了我国清洁能源装机和
发电量占比。

姜士宏进一步指出，《行动
方案》综合考虑行业发展现状、
技术研发水平，科学设置分阶段
降碳目标。到2025年和2027
年，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度
电碳排放分别较2023年同类煤
电机组平碳排放水平降低20%
左右和50%左右，在实践中拓
宽煤电低碳发电技术路线、降低
建造和运行成本，为规模化推进
煤电低碳转型积累经验。

多技术路线
推动煤电低碳化改造

《行动方案》实施后，一些

城市迎来发展新机遇。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

新原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煤炭资源丰富、煤
电装机比重较高的城市将有机
会通过煤电低碳化改造，实现
煤电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同
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
排放。

王鹏也持类似观点。在他
看来，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可
以依托煤炭资源优势，发展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形成
多元化的能源结构。这将有助
于提升这些城市的能源产业竞
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工业发达、用电需求大的
城市可以通过煤电低碳化改造
降低工业用电成本，提高工业
竞争力；同时可以依托工业基
础优势，发展相关产业链和配
套产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这将有助于提升这些城市的工
业发展水平，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王鹏说。

如何实现煤电低碳化改造
建设？《行动方案》提出了生物
质掺烧、绿氨掺烧、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等3种煤电低碳化改造
建设技术路线。

生物质掺烧是指充分利用
农林废弃物、沙生植物、能源植
物等生物质资源，实施煤电机
组耦合生物质发电。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
发展部主任张琳表示，生物质
能是重要的低碳、零碳能源。
我国生物质资源储量丰富，但
资源化利用尚不充分。利用大
型燃煤机组掺烧农林废弃物、
沙生植物、能源植物等生物质
资源，是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实
现资源循环利用的有力举措。

“十三五”以来，我国在山东十
里泉、日照等燃煤电厂实施生
物质直燃掺烧，有关技术已具
备规模化示范的基础。

绿氨掺烧是指通过电解水

制绿氢并合成绿氨，实施燃煤
机组掺烧绿氨发电，替代部分
燃煤。

“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制备的绿氢、绿氨，
是具备零碳属性的清洁能源
和化工原料，也是我国新型能
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绿
氨替代一定比例燃煤进行清洁
高效耦合燃烧，可有效降低煤
电碳排放水平。掺氨燃烧属于
前沿发电技术，近年来我国在
广东台山等地进行了工业级燃
煤机组掺氨燃烧试验，有关技
术已经具备规模化示范基础。”
张琳说。

谈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
术，张琳认为，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是实现碳中和的兜底技术。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燃煤电
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
建设，捕集的二氧化碳主要用
于驱油或地质封存。《行动方
案》提出，采用化学法、吸附法、
膜法等技术，分离捕集燃煤锅
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推广应
用二氧化碳高效驱油等地质利
用技术、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
等化工利用技术；因地制宜实
施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并要求
项目所在地及周边具有长期稳
定地质封存条件或二氧化碳资
源化利用场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北电
力大学新能源电力系统全国重
点实验室主任刘吉臻表示，在
煤电低碳化技术推广过程中，
应紧抓工程示范这一关键环
节，掌握不同机组条件、不同工
况下各类低碳化技术的建设
和运行成本，客观全面论证技
术的可靠性与经济性。要在实
践中实现技术迭代和进步，推
动煤电低碳化技术从“实验室”
踏入“应用场”，走出一条技术
成熟、成本可控、安全可靠的煤
电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

科技创新提供坚实保障

不过，在煤电低碳化改造
过程中仍可能存在卡点问题。
王鹏告诉记者，在技术成熟度
方面，生物质掺烧和绿氨掺烧
技术需要进一步研发和实践验
证，以确保其可行性和稳定性。
CCUS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技术）也处于发展阶
段，需要更多的示范项目来验
证其经济性和环保性。在成本
效益方面，煤电低碳化改造需
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
持，企业需要评估改造项目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确保
其可行性。同时，政府也需要
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
贴，降低企业的改造成本。

要完成相应改造建设任
务，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领与
支撑。《行动方案》提出，加强煤
电掺烧生物质、低成本绿氨制
备、高比例掺烧农作物秸秆等
技术攻关，加快煤电烟气二氧
化碳捕集降耗、吸收剂减损、大
型塔内件传质性能提升、捕集
—发电系统协同、控制流程优
化等技术研发，补齐二氧化碳
资源化利用、咸水层封存、产业
集成耦合等技术短板。

刘吉臻表示，推进煤电低
碳化技术创新，要统筹科研院
所、行业协会、骨干企业等创新
资源，发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
点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作用，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形成自主创新强大合力。
针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中存
在的堵点卡点问题，要集中优
势力量攻克短板弱项，为实现
煤电行业规模化降碳探索更多
可靠技术路径。

关于资金支持，《行动方
案》明确，发挥政府投资放大带
动效应，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
等资金渠道对符合条件的煤电
低碳化改造建设项目予以支
持。相关项目择优纳入绿色低
碳先进技术示范工程。鼓励各
地区因地制宜制定支持政策，
加大对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项
目的投资补助力度。

张新原表示，政府投资可
以发挥放大带动效应，吸引更
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煤电低碳
化改造建设项目中。同时，利
用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渠道可以
保证资金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确保
资金的有效使用和监督，避免
资金浪费和滥用。”王鹏建议，
政府可以建立专门的资金管理
机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和评估，确保资金用于煤电
低碳化改造的关键环节和重点
项目。同时，可以考虑引入社
会资本参与煤电低碳化改造项
目，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共
同推动煤电行业低碳化发展。

江苏金湖：
带电错峰作业保障供电

7月 24日，江苏省淮安市金

湖县供电公司组织带电作业人

员避开高温天气，错峰对10千伏

闵桥线进行不停电技术改造，实

现10千伏甫坝线与10千伏闵桥

线电力互供，确保区域内中压线

路的供电可靠，为当地水产养

殖、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用电安

装上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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