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持续
提高 ， 电力在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逐
渐凸显 ， 分布式电力资源将得到大规模
开发 ， 对电网提出革命性升级换代的迫
切要求。 4

配电网
需要一场“革命”

近期几股寒潮，让北方地区进入“速
冻”模式，采暖需求骤增。

在山东海阳丰源热力公司临港分公
司的热电厂房中，往年马力全开的燃煤锅
炉如今却变得“静悄悄”。 “现在不烧煤了，
改用核能供热。 70 万平方米、7000 多户居
民都能享受清洁热源，这些炉子统统可以
退休了。 ”该厂负责人指着一旁表面漆黑
的锅炉告诉记者。

海阳核能供热项目的投运，让核能供
暖首次走进千家万户，每年供暖季可节约
2.32 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 6 万吨。 该
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已于去年底启动，建成
后可满足 450 万平方米供热需求，预计每
个采暖季实现碳减排 18 万吨， 届时 “零
碳”供暖模式将覆盖海阳全城区。

当前，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引
领下，低碳转型已成为各行各业不可逆的
大势， 供热领域也不例外。 但据记者了
解，先行先试的海阳只是凤毛麟角，目前
在我国北方地区， 占比长期超过 70%的
燃煤仍是“雷打不动”的主力热源，由此
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惊人。 由此观之，
以煤为主的供热方式能否改变？ 民生与
降碳需求如何兼顾？ 未来应该采取何种
供热模式？ ……供暖行业正面临重重严峻
考验。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北方城镇、
农村供热面积分别约为 147 亿、70 亿平
方米。

“北方城镇采暖热源， 主要来自热电
联产和各类燃煤、 燃气锅炉生产的热力。
换句话说，烧煤比重高达 70%-80%，采暖
消耗的一次能源依然以煤为主。 ”清华大

学教授付林表示，这些方式虽然实现了燃
煤的清洁高效利用，但不可避免会产生大
量二氧化碳， 居民采暖急需低碳转型、尽
早碳达峰。

北方采暖碳排放究竟有多高？ 据清
华大学建筑节能中心测算，2018 年我国
建筑运行碳排放在 21 亿吨左右，约占全
社会排放总量的 20%。 其中，北方城镇供
暖能耗为 2.12 亿吨标煤、 碳排放量约为
5.5 亿吨。

一位来自国家住建系统的专家称，近
年来我国每年都有大量建筑竣工，带动了
新增供暖面积持续增长，碳排放量也随之
增加。 “近几年，每年新增的城镇集中供热
面积均在 3-5 亿平方米，其中一半以上新
增热源与煤相关。 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 使得南方供暖越来越受关注。
有研究显示，到 2030 年，我国南方地区分
户、区域供暖用户数量分别有望达到 6500
万户、3200 万户左右， 碳排放潜力分别在
2500 万吨、4500 万吨以上。 可以说，在建

筑运行领域，供暖行业碳减排的增长空间
最大，减排形势也最急迫。 ”

除了城镇 ， 农村碳减排也不容忽
视 。 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统计 ，
2016-2019 年，京津冀及周边“2+26”城
市累计实现清洁取暖 1500 万户，减少煤
炭消费 2505 万吨，仅此区域就净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1749 万吨。 “根据 《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截
至 2016 年底，采暖消耗散烧煤约 2 亿吨
标煤，主要分布在北方农村。 若按规划
实现全面替代，对减排是一大利好。 ”上
述专家称。

以煤为主的结构，让供暖行业碳减排

势在必行。 但记者发现，其受重视程度、实
际进展与减排诉求极不匹配。

“暂未考虑碳减排计划， 地方政府也
没有给我们下达相关要求”“目前已淘汰燃
煤锅炉，使用工业余热作为热源。但主要不
是出于减排目的，而是因为供热有缺口，买
热成本又过高， 我们才另寻出路”“碳减排
很重要，但究竟怎么做、要花多少钱，现在
还是一头雾水” ……这是记者日前在随机
采访河南、 山东等地供热企业时听到的答
案。与电力、石化等企业争相“表态”全力减
排相比，供暖行业的动作明显慢了。

令人忧心的是，上述专家坦言：“住建部
正在积极制定碳达峰规划。 但据我了解，
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建筑节能标准、 房屋
保温改造等方面， 供暖碳排放及结构调
整等问题很少涉及。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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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定峰值、哪些热
源可以大规模替代燃煤等关
键问题，官方暂未给出系统
全面的分析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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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官宣两大氢能合作： 一是阿布
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两大主权基金组建氢
能联盟，助推氢气在阿联酋交通运输和工
业领域的应用；二是阿布扎比可再生能源
开发商马斯达尔与西门子等公司携手推进
“绿氢”示范应用。

居民供暖“高碳模式”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 朱妍

5

阿联酋全方位
布局氢能产业

当前北方冬季居民供暖以煤为主
的局面，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趋势格
格不入。 低碳、零碳改造刻不容缓。

一直以来，煤炭消费比重过高导致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长期居高不下。虽
然自 2011 年以来， 煤炭消费占比已由
2011 的 70.2% 快 速 降 至 2020 年 的
56.7%左右， 但期间煤炭总消费量并未
随之下降， 而是长期稳定在 40 亿吨左
右的高位。 在此背景下，煤炭消费量的
压减力度是否到位， 直接关系着“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承诺
能否兑现。

但与电力、 石化等领域 “全力减
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民供暖领域
在减排方面行动迟缓， 乃至缺失主动
减排的意识。 主管部门非但未就减少
供热燃煤消耗给出明确态度， 甚至还
在为如何保证巨量煤炭供应绞尽脑
汁。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举动，主要是
因为居民供暖在广大北方地方属于刚

需， 是涉及数亿群众能否温暖过冬的
民生工程， 因此历来受到各方的高度
关注和优先考虑。

事实上，在煤炭去产能持续走向深
入的当下，如何保障数亿吨取暖用煤的
安全供应，一直是能源生产、交通运输
等主管部门的棘手问题。尤其是在气候
寒冷、供暖期长的东北地区，连年浮现
的供暖用煤供应吃紧，更是让相关各方
头痛不已。 民生无小事，保供既然是第
一要务， 那么碳减排问题就只能靠边
站。 但放眼长远，清洁供暖是更大的民
生。因为怕出问题而在减排行动上畏手
畏脚，也与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要求
背道而驰，必须尽快扭转。

回顾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居民供暖
领域大动作不断。 从大面积推广煤改
气、煤改电，到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
煤则煤，居民供暖的发展路径、模式在
探索中不断得到优化。 期间，新能源供
暖、 核能供暖等全新技术持续进化，为

供暖的低碳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思路。但
必须认识到，这些举措的出发点更多落
于“清洁”，而非“低碳”或“零碳”；更大
的现实意义在于治理雾霾、打赢蓝天保
卫战，而非兑现碳减排承诺、应对气候
变化。

不可否认的是，此前大规模的煤改
电、煤改气，确实大幅削减了局部地区
的煤炭消费量，有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
放，但这更多是治理雾霾的“副产品”。
换言之，要想真正推动碳减排，必须将
居民采暖的工作重心从“清洁”转向“低
碳”甚至“零碳”。

业界普遍认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的
难度并不大，难的是达峰之后如何让碳
排放量快速降下来。 要知道，欧美发达
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长
达 60 年以上， 我国的时间却只有短短
的 30 年，仅为前者的一半。 时间紧、任
务重、挑战大，这意味着我国碳减排的
速度和力度都要超越他国。在这个过程

中， 年碳排放量高达 10 亿吨的居民取
暖领域， 将成为 “碳排放量能否降下
来”、实现碳中和的关键。

人无压力轻飘飘， 井无压力不喷
油。 对居民供暖来讲， 碳减排既是挑
战，更是相关企业的重大战略机遇。 清
洁低碳能源逐步替代煤炭等化石能源
是历史必然，碳达峰、碳中和承诺的提
出，则是这一进程的“加速剂”。 因此，
煤炭热源占比越高，其留给低碳、零碳
能源的发展空间就越大、 市场机遇就
越多。

可喜的是，现有实践案例已经充分
证明， 无论是从资源储备的角度看，还
是从技术成熟度的维度考虑， 风电、光
伏、核能、生物质能、工业余热利用等都
已成为低碳热源的有力竞争者。实现低
碳或零碳取暖，缺的不是技术，而是主
管部门低碳转型的意识、科学合理的规
划以及敢于向低碳或零碳供暖迈出第
一步的决心。

低碳供暖改造刻不容缓
■本报评论员

冬季居民取暖是北方地区刚需。 但目前供暖以燃煤为主，每年排放
二氧化碳约 10 亿吨，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

“在建筑运行领域，供
暖行业碳减排的增长空间
最大，减排形势也最急迫”

1 月初，寒潮来袭，北京地区各供热单位开足马力确保供热。 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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