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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张金梦

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
占到全球化石能源碳排放总量的 1/4。 通
过交通领域电动化转型来减少化石能源碳
排放已成各国共识。

“中国提出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
就需要到 2050 年，中国卡车和汽车电气化
率要达到 80%， 届时电动车保有量预计达
3.5 亿辆。 ”bp 集团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
裁杨士旭在近日举办的 “出行科技链接未
来城市”研讨会上指出。

那么， 交通领域电气化率 80%的目标
何以实现？电动化出行又该如何参与绿色、
低碳城市建设？

电气化引领交通碳减排

我国最新提出，为应对气候变化，二氧
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在未
来 40 年内，我国要完成从达峰到净零排放
的升级，挑战空前。

交通领域是碳排放大户， 其能源消费
约占我国终端总能耗的约 10%。 随着国内
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加， 交通领域碳排
放亦呈较快增长趋势， 减排目标将进一步
“承压”。

“汽车产业的电动化转型对推动碳中
和目标实现至关重要。”远景 AESC 执行董
事、中国区总裁赵卫军指出。

数据显示， 每一辆燃油出租车换成纯
电出租车，每年能减少 5 吨碳排放，相当于
每年种植 15 棵树。 目前，全国有超过 110
万辆出租车， 若将其中 80%换成纯电出租
车，每年就能减少 440 万吨碳排放。

以北京为例，相关据显示，目前北京出
租车数量约 7 万辆， 若其中 80%实现电动
化，北京每年则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28
万吨。

对症施策
发力城市交通全域电动化

根据早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
据，截至今年 6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为 417 万辆，仅占机动车总量的 1.16%。

为进一步刺激电动车市场，去年 9 月
至今年 2 月，我国密集发布《交通强国建
设纲要 》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等政策文件，自上而下坚定发力交通领域
电动化转型。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更是
规划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时间表： 预计
到 202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2500 万辆，2030 年将超过 8000 万辆，2035
年，更有望达到 1.6 亿辆。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 2035 年，仅历时
十五年， 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将有望增长
近 40 倍，目标何以达成？

“城市要因地制宜确定各自汽车电动
化方案。”能源基金会交通项目主管陈建华
指出。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薛
思文亦认为， 实现汽车全域电动化要根据

电动化不同应用场景，确定实施路线。
当前， 城市公共领域进展速度相对

较快，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公交体
系电动化水平已达 60%。 “下一步，城市
应着重发展物流车、网约车、出租车体系
的电动化， 并同步发力私家车领域电动
化，最终实现城市交通全域电动化。 ”薛
思文说。

与此同时 ， 公开数据显示 ，2018、
2019 年 ， 我国电动重卡销量为 2771、
4446 辆，新能源渗透率仅为 0.2%、0.4%。
“因此，推动柴油车、中重型车的电动化
进程也应提上重要日程。 ”陈建华说。

多方协同
交通电动化要与低碳城市融合发展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日前表示，

当前，我国已开展了 3 批共 6 个省区 81 个
城市的低碳省市试点建设。其中，部分试点
城市的碳排放总量与人均碳排放增速较试
点前均有显著降低， 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也
呈持续下降趋势； 部分试点城市已实现或
基本实现其阶段性减排目标。

接下来，城市要进一步达成节能减排目
标任务，应以交通领域电气化为重要抓手。

从汽车产业发展层面看，当前，我国新
能源汽车正在由发展的初级阶段转向中高
级发展阶段，正着力于从解决三电技术、提
高安全性和破解续航短、充电难、买车贵、
不安全等电动汽车自身问题， 转向注重与
相关行业、 前沿技术与低碳城市发展的高
度协同。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

看来， 新能源
汽车发展涉及

能源结构调整、 智能电网建
设、交通基础设施升级、新一代移动通信
支持，产业链调整改造，标准法规建立和
调整等全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 “下一步，
要将汽车、能源、通信、交通、城市合为整
体，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与绿色低碳城市
发展的技术协同、规划协同、政策协同、法
规协同。 ”

“城市交通电动化发展，并不仅是将
既有电动汽车完全电子化， 而是要基于
共享化，与多系统相互融合。 ”陈建华亦
认为。

比如，电动汽车要通过能源互联网与
可再生能源对接，实现出行零排放；要通
过与 5G、人工智能结合，实现自动驾驶的
不断升级。 此外，电动汽车作为移动智能
终端， 还要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车与人、
车与车、车与路实时连接、共享信息。

打开内燃机清洁能源利用新窗口

有机构预测，到 2030 年，大约 70%的
新乘用车仍将采用内燃机， 其中 30%为纯
内燃机车辆，40%为混合动力车。 这意味
着，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内燃机对于

推动交通领域碳减排重任在肩， 亟待寻求
多措并举解决之道。

“内燃机的节能减排对于推进我国绿
色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 据中国内燃机学
会副秘书长魏安力介绍， 我国每降低 1 克
燃油消耗， 就能减少 3.15 克二氧化碳排
放。 而氢能转子发动机的研发恰是拓展内

燃机燃料多元化应用、 实现内燃机清洁能
源利用的新路径。

所谓氢能转子发动机， 即用氢气代
替传统化石燃料作为内燃机转子发动机
的燃料。

记者了解到， 氢能转子发动机结构简
单、体积小、功率重量比大，工作平稳。与燃
料电池相比，对氢气纯度要求不高，适用范
围更宽。

“氢能转子发动机能够实现全转速范
围的高效进气和高功率输出、 可靠点火及
快速燃烧，实现燃料分层、消除燃烧室尾端
的未燃区，使燃料更完全燃烧，最终提高转
子发动机的热效率。”通辽氢驱动力科技研
究院院长纪常伟介绍。

技术获突破，进入样机试制期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有两家氢能发动
机研发企业，分别位于深圳与内蒙古，其中
通辽氢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氢能转
子发动机样机试制阶段。

但这并不是氢能在内燃机领域的首次
应用。 记者了解到，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德
国 BMW 公司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就开展
了氢燃料发动机的研发工作， 但由于控制
技术、 控制手段以及控制方向和氢的燃烧
速率过快难题都难以得到突破， 加之氢能
输配送体系建设、储备仍存短板，导致氢燃
料发动机工作一直处在实验室阶段。

从近期国内研发进展看， 现如今的氢

能转子发动机在控制技术、 控制手段和控
制方向均取得了全新突破。

与会专家认为， 随着氢能产业发展的
日渐成熟，未来，氢能转子发动机的研发应
用也将迈上新台阶。

多场景应用潜力凸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在
会上指出， 氢能利用是传统内燃机行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课题， 氢能转子发动机符合
国家能源战略方向， 将为内燃机领域的应
用开拓全新、可行视角和路径。

魏安力表示， 氢能转子发动机可使
现有内燃机工业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
用，延长生产装备生命期；其能够有效控
制内燃机产品排放，拓展产品应用范围；
有效减少商品燃油的消耗， 降低石油能
源对外依存度， 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具
有重要作用。

提及氢能转子发动机近期工作重心，
天津大学内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授姚春德认为，需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继
续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如进一步提升燃烧
效率、密封性能等，为氢能转子发动机产业
化应用打好扎实基础。

多位与会专家均认为，未来，随着氢能
转子发动机在应用领域、使用场景方面、试
点项目与商业模式进一步获得突破， 氢能
转子发动机在航空航天、船舶、特种装备和
汽车等领域的应用潜力会进一步凸显。

氢能转子发动机趟出内燃机减排“新路子”
■本报实习记者 张金梦

超 90亿元， 我国碳市场
成交量全球第二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
司司长李高介绍，截至 2019 年底，我国
碳强度较 2005 年降低约 48.1%， 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15.3%，已提
前完成 2020 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也为实现 2030 年前达峰目标、2060 年前
碳中和愿景奠定了基础。

我国试点碳市场已成长为全球配额
成交量第二大碳市场。 截至今年 8 月，试
点省市碳市场共覆盖钢铁、电力、水泥等
20 多个行业，近 3000 家企业，累计成交
量超过 4 亿吨，累计成交额超 90 亿元。

李高说，“十三五” 时期是为全国碳
市场打基础，“十四五”时期，将实现从试
点先行到建立全国统一市场， 实现从单
一市场、单一行业突破到多行业纳入，从
启动交易到持续平稳运行等。 “十四五”
时期还将严控能耗强度， 尤其是化石能
源消费强度，实施更严格的控煤措施，推
进以电代煤和代气，加大散煤治理力度，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 （李禾）

交通运输业新能源汽车
今年将达120万辆

本报讯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
蔡团结在 11 月 3 日的国务院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截至 2019 年底， 交通运
输行业已经推广应用了接近 100 万辆
的新能源汽车， 约占同期全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的 1/4， 提前超额实现了
“十三五”的规划目标。 预计今年底，交
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新能源汽车将
达到 120 万辆 ，约是 “十三五 ”初保有
量的 8 倍。

目前 ，北京 、山西 、上海 、湖南等 7
个省份新增及更换的新能源公交车比
重达 100%。 同时，在机场、港口、铁路货
场等封闭区域新能源汽车也得到了快
速推广应用。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还将
结合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战略部署，引入
社会资本共同布局交通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王博宇）

国内首个“源网荷储”
示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本报讯 近日， 乌兰察布源网荷储示
范项目暨三峡现代能源产业园在察哈尔
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国内首个
“源网荷储” 示范项目落户内蒙古乌兰察
布市。

乌兰察布“源网荷储”示范项目总装
机容量 310 万千瓦， 其中风电 280 万千
瓦、光伏 30 万千瓦，配套储能设施 88 万
千瓦×2 小时，是国内首个“源网荷储”示
范项目。

据介绍，项目建成投运后，可有效提
升电力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率， 合理解决
各类电源互补互济能力不足的问题，大
幅提高清洁能源消纳水平， 提升地区电
力电网尖峰负荷保障能力。 同时，有效解
决电力系统综合效率不高、“源网荷”等
环节协调不够、 各类电源互补互济不足
等问题。 （陈立庚）

上海燃气与港华燃气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日前， 上海燃气与港华燃
气在上海与香港两地同步举行合资合
作“云签约”仪式，上海燃气通过“混改”
增资的方式，引入港华燃气作为其战略
合作伙伴。 增资后，港华燃气将持有上
海燃气 25%股权。 未来双方将按照对等
投资原则，推进“交叉持股、双向进入”，
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 随后，港华燃气
将向上海燃气定向发股，上海燃气也将
持有港华燃气 25%股份。 （仝晓波）

““碳碳中中和和””城城市市需需要要啥啥样样的的交交通通电电气气化化 资讯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LNG 应急气源站举行投用仪式。该站总投资近 1 亿元，占地面积约 33.95
亩，共设 8 台 150 立方米立式低温 LNG 储罐，设计供气规模 2.5 万方/时，储气能力约为 72 万立方米，可
应急保障吴江区 20 万居民一周的用气量。 图为 11 月 2 日，工作人员在检查气源站运行参数。 李奕昕/摄

江江苏苏省省苏苏州州市市吴吴江江区区投投用用首首座座 LLNNGG应应急急气气源源站站

资资料料图图

当前， 我国明确提出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交通与工业、建筑并列为兑现此目标的三大主力部门。

作为主流动力机械与石油消耗的最大主体，内燃机被视为交通领域最具节能减排
潜力的产品。记者注意到，内燃机现已突破了仅用传统化石燃料的局限，并正积极探索
创新使用氢能作为燃料，为节能减排拓展新的技术途径。就在前不久，一种创新型内燃
机清洁能源应用技术———氢能转子发动机，在北京通过了专家论证。

论证会上，专家一致认为，氢能转子发动机技术的提出和研制，对于加快推进
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从续航 100 公里到如今超过
400 公里， 电动汽车用了短短数年
时间。 接下来还能“跑”多远？ 《规
划》也已提出：到 2025 年，纯电动
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 12 千瓦
时/百公里。 这也意味着，相比较于
目前约 15 千瓦时/百公里的平均
电耗，提高近 20%。

“未来，电动汽车与 5G、大数
据融合，走向智能化、网联化是必
然趋势，车网协同、V2G 车网互动、
储能等更多应用场景潜力待挖。 相
信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以用户体
验为中心的电动汽车发展 ‘春天’
将很快到来。 ”张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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