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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啤酒、饮料、矿泉水，
还是花生、瓜子、八宝粥，无论是
线上网购还是商场采购， 只要消
费者有需求， 正规商家都会为买
家提供发票。 负责任的还会问上
一句：“您是开明细还是开大类？ ”

在采写本次报道的过程中 ，
记者尝试通过绿证认购平台购买
绿证。一番挑选下来，记者突然心
生一问：买绿证，能开发票吗？

“能开，你去联系具体发证的
项目公司，交易页面上有电话，他
们负责开票。 ”按照绿证认购平台
客服的回复，记者尝试去开发票。

“可以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
13%的税点， 企业和个人都可以
开，企业需要营业执照副本，个人
需要身份证号码。 ”甘肃中电瓜州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很
快给了记者一个确认答复 。 付
款———确认———开票，一气呵成，
销售人员负责任地把发票先行拍
照发给记者，随后进行快递邮寄。
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
一栏里清楚地印着“发电·绿色电
力”，“数量”1、“单位” 千千瓦时。
换言之，这是一张购电发票。 “我
买了 1000 千瓦时绿色电力？ 那
电呢？被谁用了？我的电呢？不对，
我买的是证不是电啊！ ”

一连串的问号下， 记者开始
拨打不同地域、 不同类型的发电
项目询问发票事宜。

华润新能源（日照）风能有限
公司莒县东宏风电场：“绿证只是

使用绿电的荣誉， 购买绿证不能
开具发票。 也不能通过我们找电
网或者售电公司开票。 ”

中节能张北单晶河一期特许
权风力发电项目：“可以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13%的税点，就是购电
的电费发票。 ”

中电集团泗洪天岗湖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100MW 渔光互补水
面光伏项目：“个人不能开票，企
业可以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其实
之前也有人咨询过， 但是我们公
司也不知道怎么定税点。 ”

能开票的开的是电费， 可我
买的不是电啊。 电不是已经卖出
去了吗？ 可以再开一遍发票？

不能开票的说他们卖的是荣
誉。可你卖的不是绿证吗？卖电交
税，卖荣誉还交税吗？

一本糊涂账。
记者也咨询了相熟的发电企

业财务人员。 “我们集团还真讨论
过这个问题， 大家也没有统一意
见。 其实，这应该属于一种债权转
移，把本该国家补贴支付的部分转
移给了购买绿证的个人或者企业，
应该开无形资产，税点 5%。 不过我
们最后还是决定等补贴， 不卖绿
证，所以也就没再深究。 ”

除了专业财务人员， 普通消
费者并不清楚绿证交易应该怎样
入账、怎样计税，但我买的是证、
是电还是荣誉？ 大家还是想图个
心里明白。 毕竟如何开具发票事
关国家税收，糊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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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即将将被被纳纳入入全全国国碳碳市市场场——————

石石化化企企业业减减碳碳迫迫在在眉眉睫睫
■本报记者 李玲

行行业业
观观察察

核心阅读
目前大多数石油炼化企业已经具备较高节能降耗水平，再通过改进生产工艺、缩短流程来减少

碳排放的话，投资将比较大；若使用清洁能源，则会进一步提高成本。 同时，炼化领域整体产能处于

过剩状态，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各企业要做很多工作。

日前，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背景
下，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2225 家发电行业的
重点排放单位已率先被纳入碳排放市场。

据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
步将加快推进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
统和交易系统建设，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行
业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十四
五”期间，包括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
色金属、造纸等在内的八大行业将全部被
纳入全国碳市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控制
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业内看来，作为传统能源生产商和
碳排放大户， 面对即将到来的碳市场，石
油企业任务艰巨。

碳减排压力很大

据了解， 油气行业的碳排放贯穿于
上、中、下游全产业链，主要包括二氧化碳
与甲烷两类。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生
产过程中的供热与供能需求，甲烷主要来
自油气开采、运输过程中的气体逃逸。 虽
然甲烷的排放量比二氧化碳少得多，但每
千克甲烷的暖化效应却是二氧化碳的 84
倍。 近年来，甲烷排放问题已在油气行业
引起重视。

“油气行业既是能源生产者， 同时也
是产生大量碳排放的行业，从开采、运输、
储存到终端应用环节，都会产生碳排放。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研究员董秀成说，“比如，上游油田开采过
程中需要加压、加热、注水、注剂，这些措
施本身就是碳排放的过程。炼化行业同样

如此，从燃烧供能、供热，到油气产品的终
端使用，如发电、交通领域，也都会产生碳
排放。 ”

根据生态环境部相关部署，“十四
五”期间石化行业将被纳入全国碳市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
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看来， 石化行业被
纳入碳市场后会带来三方面挑战：“首先
是节能减排的挑战， 现在大多石油炼化
企业的能耗水平较高， 若通过改进生产
工艺、 缩短流程来减排， 投资是比较大
的；若使用清洁能源，也会进一步提高成
本。 另一方面，目前炼化领域整体产能比
较过剩，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助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各企业要做很多工
作。此外，除了用能方面的碳排放外，石化
行业生产流程本身也会有气体的排放，增
加减排措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 ”

基本具备碳资产管理能力

过去几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的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一些大型石化企业
积累了一定的碳交易经验，比如中石化上
海高桥分公司、中石化上海石化分公司等
大型石化企业。

另据介绍，以“三桶油”为代表的石
油公司在碳资产管理上也做了不少努
力。 早在 2013 年，中国石化就成立了能
源管理与环境保护部， 负责能源管理、
节能减排、碳资产管理等规章制度与流
程的制定，并印发《中国石化碳资产管
理办法（试行）》，将公司碳资产管理规
范化。 中石油、中海油也均有各自的碳
资产管理机构和团队。

“目前来看，石化企业的碳资产管理、
碳排放核算能力已基本具备。随着全国碳
市场的建设和运行，以及将来与国际碳市
场的对标和接轨，主要的石油企业应该进
一步加强碳市场、碳资产以及碳减排等方
面工作的力度。 ”郭焦锋表示。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咨
询顾问陈志斌指出：“上海、北京等大部分
试点都涉及石化企业，期间石化企业均能
履行相关职责。 但石化行业除了炼油外，
还涉及更复杂的后端产品， 流程比较多，

工序比较复杂。 它不像电力那么简单，一
度电对应多少碳排放。 石化链条长，情况
也较为复杂，能不能分产品、分工序地把
能耗、排放数据统计出来，对石化行业来
说也是一种挑战。 ”

在陈志斌看来，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国
家相关主管部门以相对合理、科学的方法
制定全国石化行业的碳排放相关标准，包
括配额制定、总量设定等。

转型综合能源服务商

当前，不管是国际大型石油公司还是
国内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等大型央企，都
提出了各自的碳减排目标和具体实现措
施。比如，通过提高燃料使用效率，加强炼
油化工过程中的能耗管理，加大低碳清洁
能源的投资与生产力度；采用先进手段减
少泄漏排放，逐步熄灭非应急状态的火炬
排放等。

此外，各大企业还广泛开展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技术（CCUS）的应用，将尾气中
的二氧化碳收集后注入地下，用于提升油
气采收率，或永久封存于地下，以达到碳
中和目的。比如中石油吉林油田二氧化碳
驱油示范工程已稳定运行多年，累计封存
二氧化碳 150 余万吨， 并在新疆油田、长
庆油田等推广应用。

但在多位专家看来，除了需要做好自
身的碳减排工作外， 在碳中和目标下，石
油企业还将面对化石能源逐渐被新能源
替代的压力。

“碳中和愿景将促使用油领域出现替
代的倾向。 电动汽车、氢燃料汽车的出现
都会导致用油减少，导致我国炼化产能更
加过剩，炼厂的经营压力也将因此愈发增
大。 ”郭焦锋指出，“除了发展原有的石油
化工业务外，石油公司也在往光伏、氢能
等方向发展，争取形成有油、氢、电综合的
能源新业态，由传统石油公司向综合能源
公司转型。 ”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也指出：“碳
中和目标下， 化石能源需求逐渐萎缩，随
着进口大幅下降，油价长期会处于较低的
状态，油公司将来会面临很大困难，必须
向综合能源公司转型。 ”

天天津津：：接接卸卸天天然然气气 保保供供采采暖暖季季
日前，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克服海面强风、港口大面积浮冰等极端天气影

响，成功接卸来自俄罗斯的天鹅座号 LNG 船。 近期，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迎来极寒天气，中国石
化在努力增产天然气的同时，积极增加海外 LNG 进口，确保天然气充足供应。 进入供暖季以来，已
向市场供应天然气 120 亿立方米，比上个供应季同期增长约 20%。 人民图片

买绿证，能开发票吗？
■姚金楠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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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电力证书为何少人问津

“卖了绿证就不能拿补贴，在高强度
的补贴下，发电企业很难去给绿证降价”

“首先要让绿证价格和补贴脱钩 。
同时，要让绿证和消纳保障机制挂钩”

既然价格太高阻碍了绿证
的交易，为何企业不降价？ 国家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
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指出 ，绿
证价格居高不下， 最直接的原
因是目前绿证和度电补贴高度
相关。 “按照现行政策，绿证和
电价补贴是替代关系， 卖了绿
证就不能拿补贴。 在高强度的
电价补贴下， 发电企业很难去
给绿证降价。 ”

“绿证弥补的是国家补贴的
缺口， 这就相当于让个人或者企
业为国家补贴买单， 这在逻辑上
就不成立。”何继江坦言，“既然都
是捐赠， 我把买绿证的钱捐给希
望小学，岂不是更有意义？ ”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绿证交
易均属于自愿认购范畴，缺乏强
制性。 那么，一度被认为是利好
消息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

保障机制”，为何也未能盘活绿证
交易？

根据消纳保障机制的相关
规定，即便没有实际完成消纳任
务， 绿证也并非唯一的替代方
式。 相关市场主体还可以选择
“完成量交易”， 即向超额完成
年度消纳量的市场主体购买其
超额完成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量，双方自主确定转让（或交
易）价格。 “完成量交易和绿证
交易都可以作为备选方案。 完
成量交易对应的电量是真实被
消纳后计入各市场主体名下
的，即便发生流转，也不存在重
复计量等技术性问题。 ”陶冶透
露， 针对 2020 年各省完成消纳
责任权重的情况，有关方面计划
在 2021 年统一安排完成量交
易，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也在组织
相关工作。

绿证之路如何才能走得下去？
根据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

局 2019 年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
风电、 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
有关工作的通知》，风电、光伏发
电平价上网项目和低价上网项
目，可按国家可再生能源绿色电
力证书管理政策获得可交易的
绿证， 并通过出售绿证获得收
益。 同时，2020 年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关
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
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
的补充通知》也指出，纳入可再
生能源发电补贴清单范围的项
目， 所发电量超过全生命周期
补贴电量的部分， 不再享受中
央财政补贴资金， 将为其核发
绿证， 准许参与绿证交易。 此
外，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自并网
之日起满 20 年后，生物质发电
项目自并网之日起满 15 年后，
无论项目是否达到全生命周期
补贴电量， 均不再享受中央财
政补贴资金， 核发绿证准许参
与绿证交易。

“随着可再生能源平价上网
的推进， 绿证也将进入平价时
代。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高
级工程师邱辰指出 ， “针对平
价、 低价和超出全生命周期或
规定年限的项目电量， 低价绿
证就是给发电企业的补充收
益。 基于此理念核发的绿证售
价预计在 50 元/张左右甚至更
低。 同时，除现有交易平台外，
可能还将组织电力交易中心或
其他合规第三方进行分销。 ”

“把绿证放在解决补贴缺
口的轨道上去运行， 是很难提
高交易量的。 补贴的问题其实
应该专项专议， 让金融市场去
创造新产品， 比如国有企业把
应收账款做成 ABS （资产支持
证券化融资 ）， 类似的路径都
是可行的。 ”陶冶说，“所以，首
先要让绿证价格和补贴脱钩 。
同时， 要让绿证和消纳保障机
制挂钩， 即让绿证成为唯一计
量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指标 ，这
才能提高绿证的含金量、 推动
绿证交易量的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