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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

2016-2019 年单位
GDP 能耗降低 13.2%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10
月 20 日， 国家发改委通过网上方
式举行 10 月份新闻发布会， 国家
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
言人孟玮介绍了落实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自主贡献有关情况等。

孟玮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
委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节能提
高能效、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等工
作， 采取强有力措施积极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挑战， 推动了绿色低
碳发展：

一是强化节能提高能效 ，从
源头减少碳排放。 坚持节约优先
的能源发展战略， 强化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 不断完善节能
法规标准体系，2016—2019 年，全
国 单 位 GDP 能 耗 累 计 降 低
13.2%，累计节能约 6.5 亿吨标准
煤， 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4 亿吨。

二是大力调整能源结构，构建
清洁低碳能源体系。 不断增加可再
生、清洁能源供给，深入推进煤炭
去产能工作，努力打造清洁低碳的
能源体系。 2019 年，全国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升至 15.3%， 提前完成
了 2020 年规划目标。

三是完善政策机制， 推动绿
色低碳发展。 积极运用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节能、煤炭消费减量
替代、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气象领域
适应气候变化等项目建设。创新和
完善促进绿色发展的价格机制，制
定清洁取暖 、 “煤改电 ”、 “煤改
气”、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可再生能
源发电等价格政策。发布绿色产业
指导目录，完善绿色债券发行等金
融措施。

中电联：

前三季度全社会
用电量同比增长 1.3%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10
月 23 日， 中电联发布 2020 年 1-9
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 1-9 月，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第二产业
用电增速由负转正；发电量同比增
长， 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增长较
快； 核电和风电设备利用小时同
比增加， 水电和火电利用小时同
比降低； 全国跨区送出电量保持
较快增长； 发电基建新增装机同
比增加， 其中水电和火电增加较
多；电源完成投资同比增长，其中
水电、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完成投
资增长较快。

其中，在全社会用电方面，1-9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54134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1.3%，其中，9 月份
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6454 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7.2%。

分产业看，1-9 月，第一产业用
电量 637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9.6%，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2%；第二产业用电量 36025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0.5%，增速比上年
同期回落 2.5 个百分点， 占全社会
用电量的比重为 66.5%； 第三产业
用电量 8975 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
0.2%， 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8.9 个
百分点，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6.6%；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49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0%，增速比
上年同期回落 0.3 个百分点，占全
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 15.7%。 其
中，9 月份，第一产业用电量 85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1.6%；第二产
业用电量 4108 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 8.6%；第三产业用电量 1163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5.1%；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1099 亿千瓦时， 同比
增长 4.0%。

在电力生产方面， 截至 9 月
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0.9 亿千
瓦，同比增长 5.9%。 水电 3.7 亿千
瓦，同比增长 2.9%，其中，常规水电
3.3 亿千瓦， 同比增长 2.9%。 火电
12.3 亿千瓦，同比增长 3.9%，其中，
燃煤发电 10.7 亿千瓦， 同比增长
3.0%，燃气发电 9637 万千瓦，同比
增长 7.5%。核电 4989 万千瓦，同比
增长 2.4%。 风电 2.2 亿千瓦，同比
增长 13.2%。 太阳能发电 2.2 亿千
瓦，同比增长 17.3%。

在电力投资方面，1-9 月份，全
国主要发电企业电源工程完成投资
3082 亿元，同比增长 51.6%。 其中，
水电 666亿元， 同比增长 21.0%；火
电 330 亿元，同比下降 27.2%；核电
235亿元，同比下降 2.3%；风电 1619
亿元，同比增长 138.4%。水电、核电、
风电等清洁能源完成投资占电源完
成投资的 92.2%， 比上年同期提高
11.5个百分点。

港口大气污染治理缺少有力抓手
■本报记者 李玲

财政部“2020 年人大代表建议复文
公开”一栏日前发布了《财政部对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8605 号建议的
答复》（下称《答复》），就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 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温枢刚
对解决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欠费问题
的建议作出答复。 《答复》的核心内容
是什么？ 业界对《答复》又有怎样的反
应呢？

非重点项目压力陡增

“资金拨付优先保障重点项目。 今年
我们明确要求电网企业对光伏竞价项目、
光伏领跑基地等项目优先拨付补贴资金，
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 ”《答复》对于重点
项目做出了优先安排。

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
彭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优先’ 原则
对 2020 年建设的项目提供了非常强的保
障。 因为今年大家都在追捧竞价项目。 但
对以前完全能够正常领补贴的老项目来
说，则意味着补贴将可能延迟，业主将会
感到压力更大。 ”

另据了解，“优先”原则的出台，让那
些不享有资金拨付优先权的非重点项
目倍感压力山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今年
第一批至第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
里面生物质发电企业大概仅仅获得资
金补贴需求的 25%左右。 其实，生物质
能源项目之前属于重点项目，其补贴额
度很大。 如果生物质能源发电补贴足额
拨付，那么，拨付给光伏发电的钱就很
少。 因此，生物质能源发电补贴优先拨
付权在去年被取消了。 ”

暂不提高基金征收标准

《答复》指出，国家发改委从 2006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 已先后 6 次调整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 由 0.1
分/千瓦时提升至 1.9 分/千瓦时， 提高
了 19 倍。

据了解，可再生能源行业近年来一直
呼吁将基金征收标准再次上调，但《答复》
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减税
降费力度和规模不断加大，暂不具备通过

提高基金征收标准来解决缺口的时机和
条件。 ”

上述人士对此表示：“可再生能源将
发展成为国家主流能源。 现阶段中国
能源结构还是以化石能源为主。 在能
源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前， 国家应该持
续推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政策。征收
标准应该从每千瓦时 1.9 分提高至每千
瓦时 2.5 分甚至 3 分。 另外，对企业自备
电厂和居民消费用电征收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 也会大大缓解可再生能源补贴
资金的缺口。 ”

“资产证券化”不适用于民企

《答复》还指出：“补贴确权后，金融机
构可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合理安排信贷
资金规模或进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对发
电项目给予融资支持，从而解决企业现金
流紧张的问题。 ”

彭澎认为， 这种方式存在着发电项
目什么时候才能领到补贴的问题。 因为
光伏电站、 风力电站建造成本较高，现
有现金流不足以覆盖整个资产进行证

券化本息支付，所以，单一企业或者某
个项目本身采取资产证券化方式是行
不通的。 “只有国有大型企业，才能实现
资产证券化，民营企业实现资产证券化
的希望不大。 ”

上述人士也认为，此办法不具备可操
作性。 “因为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在进行商
业化运作，很多民营企业达不到‘安排信
贷资金规模’的条件。 最好由国家统一发
行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债券。 ”

彭澎表示：“财政部应当统一发行债
券或者实现补贴的资产证券化，用未来的
钱解决现实问题。 在这方面，财政部比企
业有优势。 ”

财政部回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欠费问题：

资金拨付优先保障重点项目
今年将优先落实光伏竞价项目、光伏领跑基地等项目补贴资金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我国船舶港口近年来发展迅猛，港口
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港
口船舶、 机械等污染排放随之成为继机
动车尾气污染、 工业企业排放之后的第
三大大气污染源， 港口城市大气污染问
题日益严峻。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 《长三角地
区 2020-2021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指出，
当前我国长三角地区秋冬季 PM2.5 平
均浓度比其他季节高 50%—70%，重污
染天气占全年 95%以上，苏北、皖北主
要城市 PM2.5 浓度仍处于高位。 为确保
如期完成打赢蓝天保卫战既定目标任
务，要持续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有
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深入推进一体化
协作机制，强化区域联防联控。 其中，
船舶排放控制区和绿色港口建设被重
点提及。

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

据记者了解， 港口大气污染主要包
括以柴油为主要燃料的靠港船舶、 港口
作业机械、进港运输车辆等的尾气排放，
以及一些干散货码头、 液散货码头货物
产生的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

根据 《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
（2020）》，2019 年我国非道路移动源排放
二氧化硫 15.9 万吨， 碳氢化合物 43.5 万
吨， 氮氧化物 493.3 万吨， 颗粒物（PM）
24.0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几乎与道路机
动车相当。 其中，船舶排放的氮氧化物和
颗粒物占比分别达 28.2%、24.2%， 呈逐年

上升态势。
这在港口城市的大气污染来源中有

较为明显的体现。 来自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的数据显示，在深圳、上海等港口城市，船
舶所排放的颗粒物、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
约占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 20%-
40%。主要典型港口城市 PM2.5 年均浓度达
标比例为 30%，典型内河港口城市的达标
比例仅为 11%。

“港口处在船舶、机械、进港车辆以及
货物扬尘和挥发等污染源较为集中的区
域，面临很大的环境压力，这导致港口城
市的污染也更为严重，对城市环境和居民
健康都将产生一定影响，所以港口污染的
有效治理非常必要。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
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彭传圣说。

“花了很大力气，效果却不好”

事实上， 随着环保力度的不断加
大，港口大气污染问题日益受到主管部
门重视。

以船舶污染治理为例，作为绿色港口
建设的重要抓手，相关部门的治理力度不
可谓不大。 交通运输部在船舶大气污染物
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中要求，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海船进入内河控制区，应使用
硫含量不大于 0. 1%m/m 的船用燃油。 与
此同时，还发布了多个文件要求各港口推
动船舶靠港使用岸电。

“虽然政策上一直强调，港口也建设
了很多工业设施，但由于多种因素导致实
际使用的比较少，花了很大力气，效果却
不好。 ”彭传圣指出。

根据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已建成港口岸电设施
5400 多套，但目前具有受电设施的船舶较
少、船东使用岸电意愿不高，纳入统计的
29 个沿海港口、19 个内河港口，去年共使
用岸电约 6 万次， 总接电时间约 74 万小
时。 照此计算，岸电设施年均使用次数仅
11 次、时长不足 140 小时。

对于使用低硫油的要求，在具体执行
上也存在一定问题。 据悉，由于上游燃油
供应端的监管漏洞， 船主仍能在市场上
买到不合规的燃油， 而现阶段港口污染
的检测技术和设备都处于探索阶段，在进
行港口空气污染监管时，更是缺乏有效的
手段。

“我们对船舶排放的监管以抽查为
主，执法人员在船舶靠岸后上船对油样进
行抽检，超标严重的要进行处罚，沿江也
有几个大桥装了遥感监测，但这个受到天
气和各方因素影响较大，并不能作为处罚
依据，即使检测到了排放超标，也还得通
过执法人员上船抽检确认。 相对来说效率
较低，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江苏省水上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的调研显示，
当前港口机械的电、气化比例整体较低。
表现较好的港口机械电、气化比重也只有
20%，一些内河港口则只有 0.25%—1%。

有必要采取强制性措施

针对目前港口城市污染形势严峻的
现状， 生态环境部在征求意见稿中指出，
要深化船舶排放控制区和绿色港口建设，

加强船舶排放跟踪监管， 加大对加油船、
水上加油站等监督检查力度，确保船舶使
用符合标准的燃油。 同时要推动长三角地
区率先对大型客船实施靠港强制使用岸
电措施。

在彭传圣看来，港口污染治理要抓主
要矛盾。 “船舶是最大的污染源，首先把这
个大的关键来源控制住，就会减少大量的
污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船舶靠港使用岸
电。 排放控制区船舶要使用低硫油，这样
就从氮氧化物、颗粒物的角度把最大的来
源控制住了。 ”

“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岸电的使用更
多的是鼓励，而非强制，才导致目前的
现状。 ”彭传圣说，“另外，每个省市对大
气污染认识的程度也不一样，一些地方
没有意识到船舶污染治理的重要性。 要
想办法把岸电推行起来，我认为，需要采
取强制的措施， 地方政府都可以通过自
己制定条例和惩罚条款， 来强制推动岸
电使用。 ”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研究员成慧慧对
此也表达了相似看法：“港口排放源在过
去三年的减排计划中都有提及，但减排措
施大多都是鼓励性措施， 没有明确的目
标，需要提出更加具体的目标和强制性要
求，提高治理进度。 ”

“另外，地方政府和港口应一起做好
港口治理的科研支撑，包括尽快更新城市
污染物排放清单、 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站
等。 这一方面可以实时跟踪港口排放对空
气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港口
不同减排措施的减排效果， 便于精准施
策。 ”成慧慧说。

�� 港港口口船船舶舶近近年年来来成成为为继继机机动动车车、、工工业业企企业业之之后后的的第第三三大大大大气气污污染染源源，，
虽虽然然相相关关针针对对性性措措施施不不断断出出台台，，但但治治理理效效果果并并不不理理想想——————

10 月 22 日 ，位
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
区册子岛桃夭门区域
的输电高塔上， 电力
工人在薄薄的海雾中
进行消缺检查。当天，
检修人员对 500 千伏
舟山-大陆联网输电
线路桃夭门大跨越段
进行走线消缺检修 ，
以保障供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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