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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分布式能源迎发展良机
专家指出，作为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形式，分布式能源应当得到更多重视，迫切需要以

制度创新补短板、促发展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胜杰

城城市市摆摆脱脱““高高碳碳锁锁定定””路路在在何何方方？？

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与能
源管理“双控”要求趋严，能源转型绿色、
低碳、高效已成大势所趋。 特别是随着城
市能源管理向精细化、 终端化方向发展，
以及可再生能源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以天
然气为基础的分布式能源将迎来新的发
展良机。

“国内二十年发展实践表明， 分布式
能源可控可操作、启动快速、灵活布控，是
解决城市能源供应与管理痛点和难点的
重要‘抓手’，是我国能源转型与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保障， 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在
12 月 10 日举办的第三届（2020）中国城
市能源变革峰会暨第二届分布式能源生
态论坛 “如何构建分布式能源生态圈”专
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破除当前分
布式能源发展的诸多掣肘，不仅要鼓励技
术创新，更要注重制度创新。“只有通过解
放思想，尽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分布式
能源预期成效才能真正得以发挥。 ”

城市能源管理低碳化、终端化
分布式能源迎良机

“当前， 我国能源保障体系已基本
建成 ， 但碳

减排目

标日益紧迫、 政策要求正逐渐趋严，多
样化的能源供应需求及技术装备的不
断进步，将推动我国未来城市能源管理
向精细化、终端化方向发展。 ”中国城市
燃气协会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主任、
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方
建平说。

“分布式能源是为特定终端用户量身
打造的能源服务系统，规模可大可小。 分
布式能源项目建设需要预先对特定终端
用户进行负荷分析，在精准把握用户负荷
变化曲线基础上，匹配项目解决方案。”全
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原主任、国务院参事
室原特约调研员徐晓东表示。

随着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理念逐渐
提升改进，分布式能源系统的用户服务属
性将进一步得以强化，而这正迎合当前城
市终端用能的个性化、多样化大势。 方建
平对此指出，在此背景下，能源系统由集
中式向分布式转变已成大势所趋，从而为
分布式能源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在上海市节能协会会长王坚看来，可
控可靠、启动快速等是分布式能源的突出
优势。 经过多年实践，其在进一步提高清
洁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推进节能减排和能
源转型发展方面已经展现出显著成效。

以上海为例，王坚介绍，截至 2019 年
底，上海市分布式能源项目共 62 个，累计

装机容量约 21 万千瓦。经评估测算，所有
项目节能率均超 30%，二氧化碳减排率均
超 40%；每年可节约标煤 9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23 万吨。

短板诸多
大发展呼吁制度创新

党的十九大明确我国经济发展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分
布式能源是为提高能效而诞生的能源利
用模式，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形
式，应当得到更多重视。 ” 徐晓东说。

据测算，未来十年，我国能源结构向
低碳化演变，低碳技术催生的绿色能源投
资有望达 4 万亿。 这意味着高能效、绿色
低碳、调控灵活，以及可望解决城市能源
供应与管理痛点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将迎
来发展“风口”。

但记者了解到，当前，分布式能源价
格机制未理顺、能源体制改革滞后、条块
分割森严，造成分布式能源发展艰难。

“能源转型需要解放思想， 不仅要鼓
励技术创新，更要注重制度创新。 只有尽
快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分布式能源才能
得到真正发展，也才能助推能源产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徐晓东强调，当前，无论在

城市，还是在园区，有必要成立统一的管
理机构，如此资源配置效率与管理效率就
会大幅提升，分布式能源的优势将进一步
得以凸显。

把握“新基建”核心
智能化、数字化成大势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新一代分布式能源
应建立在智能信息网络基础之上，是智能
化的、有生命的能源系统。 它可以实现多
种能源高效组合利用，天然气、电力、可再
生能源、热泵、储能等都可以融入其中，各
展其长、协同出力，为终端用户提供最佳
的服务。 ”方建平进一步指出，未来，分布
式能源应把握“新基建”数字化、智能化核
心，向综合智慧能源演进，为能源转型提
供有力保障，同时为城市能源能源大脑建
设中提供基础应急安全保障。

“从我们公司分布式能源项目的运行
实践来看，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耦
合地热、光伏、风电、生物质等多种能源，
采用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一体化，系统
综合能效可提升 10%，用能成本同时降低
20%。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永康说。

““如如何何构构建建分分布布式式能能源源生生态态圈圈””专专场场研研讨讨会会现现场场

““‘‘碳碳中中和和’’为为城城市市能能源源带带来来哪哪些些新新机机遇遇和和新新挑挑战战””专专场场研研讨讨会会现现场场

为致敬行业创新先锋、弘扬
榜样力量，“引领城市高质量发
展·清洁高效供能项目100 强”发
布及颁奖典礼同期举行。10 家企
业、25 个项目因表现突出获重点
表彰，分别被评为“引领城市高
质量发展·清洁高效供能十大最
佳运维企业”，以及“引领城市高
质量发展·清洁高效供能最具复
制推广性典型案例”。

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
院数据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能源
变革产业发展联盟副秘书长王
林钰在会上进行了榜单发布和
解读。

王林钰指出，在大批优秀项
目涌现的同时，城市清洁高效功
能项目的具体落地还面临着诸
多障碍。 普遍缺乏顶层设计规划
支撑、缺乏商业模式创新等均成
为项目实施掣肘。

对此，刘贺明建议，融合协
作、 打造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
“生态”实现共赢。 从技术角度
看， 需要突破未来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瓶颈， 坚定加大科研投
入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培
育， 做好未来能源技术的融合
攻关；在市场领域，应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建立 “能
源+”基本格局，融合多种供能
方式和需求响应的能源服务创
新模式，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产
业生态方面，应以资源合作、能
源互联互通、 前瞻技术研发联
盟、产业国际合作等方式，打造
能源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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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构构建建分分布布式式能能源源生生态态圈圈””专专场场研研讨讨会会现现场场

第第三三届届（（22002200））中中国国城城市市能能源源变变革革峰峰会会圆圆桌桌论论坛坛

城市作为第二三产业的空间载体和居
民高度密集区，经济产出占比超过 90%，能
源电力占比甚至逼近 95%。 作为一个国家
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牵引力量， 城市约占地
球陆地面积的 3%， 然而， 却产生了全球
72%的温室气体排放。这意味着“碳中和”的
重点就在城市。

国家“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兑现，不仅
事关经济社会转型， 也将成为城市用能文
明、低碳文明和绿色文明的重要指引。换言
之，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势必要与“脱
碳”行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那么，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今天，城市
“降碳”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各方应如何开
展工作？ 近日，在第三届（2020）中国城市能
源变革峰会暨第二届分布式能源生态论坛
上，多位与会专家围绕此话题展开了分享、
讨论。

■■城市“+光伏”蓝图已现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王凡指出，
我国要完成 2030 年“碳达峰”、 2060 年“碳
中和”的既定目标，预计电力需求会增至目
前的三倍以上， 届时需 100 亿千瓦左右的
新能源装机量， 可再生能源市场规模将大
幅扩大。

以光伏为例， 乐观预计，“十四五”期
间，光伏年均新增装机容量将较“十三五”
翻倍。

“‘3060’国家战略目标的提出，大大拓

展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未来
25 年，68%的电力将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光
伏产业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浪潮。 ”澳大利亚
国家技术科学和工程院院士、 上海电力大
学教授施正荣说。

施正荣认为，在国家“碳中和”战略目
标框架下，光伏可在建设城市能源“心脏”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对城市而言，要大力推进‘+光伏’，而
非‘光伏+’，从而实现各行各业与人民生活
与光伏融合发展。 ”在施正荣看来，未来，光
伏在城市中的应用包括，建筑+光伏、工商
业屋顶+光伏、居民屋顶+光伏、光伏幕墙、

光伏车棚和充电桩、移动光伏能源、城市户
外家具+光伏、储能+光伏、光伏制氢，乃至
全球可再生能源互联等诸多方面。

在不占用城市土地的情况下， 可充分
利用城市空间， 通过对光伏产品与技术的
创新应用，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能源。

测算显示， 如果沿着高速公路布局光
伏发电，在不占用一亩土地的情况下，可实
现“每年节约 20%的柴油消费”目标。

■■各方跃跃欲试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能源行业的“减

碳”实践早已开始。
据施正荣介绍，围绕城市“零碳光源”

建设，目前上海、南通等十多个城市已经进
行了实践探索，如将光伏作为室外家具，不
仅可推动“碳中和”未来城市建设，还可为
城市景观“增色”。

在本届峰会的“‘碳中和’为城市能源
带来哪些新机遇和新挑战”圆桌论坛上，陕
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贾亚妮， 广州珠江新城能源有限公司总
经理滕林， 远大能源利用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曹亮与中国金茂绿建公司工程技术
部部门经理张向荣分别向与会者分享了各
自在绿色低碳智慧能源方面的项目实践。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碳中和” 国家战
略目标的提出，势必将倒逼能源产业“减碳
行动”加速。

“在去碳和减碳方面， 陕鼓一直在
行动。 ”据贾亚妮介绍，陕鼓集团自 1971
年开始研发工业领域的能量回收，截至
目前 ， 实施能量回收的机组累计达到
20.5GW， 相当于 90%的三峡水电站装
机，累计节约 4500 万吨标煤，减排二氧
化碳达到 1 亿吨。 2016 年以来，聚焦智
慧城市建设， 陕鼓集团又开始布局冷、
热、电、风、水等“九联供”能源互联岛项
目，并成功打造了全球同行业万元产值
能耗最低、排放最少的绿色低碳智能制
造基地。

“我们正与相关方合作共同参与中国
‘零碳行动’，包括零碳工厂、医院、学校建
设， 目前已经在陕西敲定了数个医院作为
零碳的示范项目。 陕鼓致力于搭建一个开
放式的合作平台，希望能够结合市场需求，
与在座有志之士达成紧密合作， 共同践行
‘零碳行动’。 ”贾亚妮在圆桌论坛上向与会
人士抛出了合作“橄榄枝”。

■■呼唤加强顶层设计

如前述，“碳中和”的重点和难点在城市。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公开数据显
示， 到 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还要再新增 15
个百分点。有专家指出，城市由于人和经济活
动密集，仅在城市空间范围内实现“碳中和”
几乎不可能。 “一方面未来城市发展必须要摆
脱‘高碳锁定’；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区域空间
协同，为‘碳中和’提供‘零碳’能源保障。 ”

为此，专家建议，我国应在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实现“碳排
放达峰”的要求，且要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路线图。 这是城市走向“碳中和”的第一步
和关键一步。

“顶层设计必不可少。 ”结合自身多年
的实践感受，谈及此话题时，滕林直言，在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政
策目标指引下，地方政府决策者们更需要
提升城市能源体系建设理念，通过建立和
完善地方综合能源规划、 区域能源规划，
引领并推动城市能源体系的变革与升级。
“只有这样， 行业才能更好服务于 ‘碳中
和’目标实现。 ”

与此同时，从技术层面讲，由于新旧能源
体系的转换刚刚开始成规模落地， 作为新兴
业态， 致力于践行绿色低碳的区域能源项目
和综合能源项目价值潜力仍有待深度挖掘。

“区域能源项目和综合能源项目后期
运行管理对最终实现设计效果非常重要，
由于二者的建设和运用模式介于民用与工
业之间， 但在管理方面要基本达到工业用
户级别， 这就要求从项目设计规范开始就
需要做出有序调整， 在解决方案和系统管
控方面不断优化升级， 从而达成预期成
效。 ” 滕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