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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
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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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对国际社
会作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为对抗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人类可
持续发展而下达的动员令。 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
工作， 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
案”，“碳达峰、碳中和”成为两会关键词。

能源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 面对
减排“硬指标”，能源产业如何才能顺利实
现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中和”愿景？在采
访中，多位代表委员给出了他们的观点。

“我国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这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实
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等义务，为
保护人类共同家园、 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
的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

灿表示， 基于碳减排的重要性及迫切性，
“推动低碳转型，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石化茂名石化执
行董事尹兆林坦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提出，让能源化工产业面临成本、技术、
工艺及替代能源竞争等多重挑战。 尽管如
此，减排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必须克难
而进。

“我们坚持‘不是低碳的效益一分不要、
不是低碳的项目一个不上、不是低碳的装置
加快淘汰’， 力争实现从能源资源生产到化
工产品制造等各个环节的低碳化。 ”尹兆林
举例，在生产用能上，茂名石化将从源头严
控新建项目的能耗物耗及碳排放，加快节能
降碳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应用；在产品结构
上，全力开发生产环境友好产品，加快提升
高端石化产品供给水平，确保“十四五”氢能
产业形成规模。 “目前正在加紧推进氢能纯
化项目，计划年底投产，每年可为加氢站提
供 2200吨 99.999%的高纯氢气。 ”

在非化石能源领域， 减碳路线图同样
清晰。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 实现 “碳中
和” 目标， 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加快构建绿
色、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 “作
为更安全、 更环保、 更便宜和更方便的能
源，光伏将成为主力。随着产业从依赖政策
支持过渡到具备成本竞争优势， 商业投资
将是推动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需
持续推进能源格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 ”

“到 2030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将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新能源+
储能’ 模式能够为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
和并网提供有力支撑。 储能系统作为能源

存储转换的关键， 可以提高多元能源系统
的安全性、 灵活性和可调性， 必将大有作
为。 ”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称。

在迎来新机遇的同时， 低碳转型的过
程也充满挑战。

“能源是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
础，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依然
达到 80%以上。 ”李灿表示，面对艰巨的减
排任务，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尤
其是可再生能源发展， 既有待提高转化效
率、降低成本，下一步也需要颠覆性集成技
术，尽早实现规模化应用。

全国人大代表、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
贤提出， 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
化石能源要实现平稳过渡。 “替代化石能
源是大势所趋， 未来将逐渐退出主力地
位，承担调峰、备用等功能。 这些设备如何
完成角色转换？ 高碳产能提前退役的搁浅
成本如何核算？ 能否兼顾职工就业、股东
利益等现实问题？ 对此，亟需建立配套机
制，确保化石能源逐步减少、有序退出，谨
防产生新的问题。 ”

曹仁贤还注意到，部分地区对“碳达峰”
存在误解，目前仍在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
量。 “有种模糊的认识，认为 2030 年前还可
以大规模上马高碳项目，先达到峰值、再考

虑下降。然而，‘碳达峰’不是攀高峰，达峰之
后如何减少碳排放才是关键。排放若长期处
于高位，将给‘碳中和’带来巨大压力。 ”

在全国政协委员、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看来， 可再生能源将
迎来倍速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以风电为例， 随着服务业务迅猛发展，配
套性服务增长潜力巨大。 伴随着传统能源
转型进程加速， 部分从火电等产业转移而
来的从业者， 职业培训需求日益增长。 此
外，‘年轻’的风电产业尚处发展期，各大工
厂和风电场的技术管理和应用人才存在严
重不足， 前瞻性和多元化人才培养需求越
来越迫切。 ”

武钢表示，目前，高校资源未得到充分
释放、专业评定标准缺乏、专业人才培养持
续性不足等问题突出。 “只有加大风电工程
专业人才培训及学科建设力度、 建立风电
产业任职岗位工作技能标准、 建立各类各
级风电技术培训及人才培养基地， 才能满
足新能源产业需求。 ”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电网产业发展部
主任奚国富提出， 以推动终端用能电气化
为抓手， 构建以电为中心的终端能源消费
格局，在支持政策、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等
方面系统布局，可将电气化作为落实“碳达
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 “建议结合数字化

转型、产业转型，深入推进工业生产、建筑
供冷供热、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域电能
替代， 构建以电为中心的终端能源消费格
局。 同时，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将电价与
碳排放成本有机结合， 缓解清洁发展与电
价成本之间的矛盾， 实现碳减排与电气化
提升协同推进。 ”

全国人大代表、远景科技集团 CEO 张
雷认为，把握“碳中和”这一历史机遇，应加
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 “当前，整个工业
体系都面临革命性挑战。 不仅在于工业所
需能源开发与使用方式的变化，还有‘碳中
和’带来的工业生产工艺、技术革新、产业
布局的变化。 ”

张雷呼吁，及早进行顶层设计，加快工
业使用能源的零碳转化， 在规划产业空间
布局时重视可再生能源丰富、 低成本的区
域， 重点研究相关产业必需的零碳生产工
艺并产业化。 “建立零碳新工业体系的关键
基础，在于足够充分的零碳能源。建议继续
推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发展， 不仅可以确
保‘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还能加快可再
生能源成本降低， 为我国构建零碳新工业
体系提供廉价的零碳能源。 ”

农工党中央团体提案称， 在化石能源
领域，应严控新建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
目迫在眉睫。对此，提案建议相关部门抓紧
指导地方，对拟上马“两高”项目系统梳理、
分类处置；对尚未开工的项目，分行业逐一
论证其必要性，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
规划等要求，坚决停批、停建；对已开工或
确定建设的项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
落实环评、能耗、产能置换、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等要求。

�� 能能源源产产业业是是碳碳排排放放大大户户，，减减排排任任务务十十分分艰艰巨巨。。 面面对对““22003300 年年碳碳达达峰峰、、22006600 年年碳碳中中和和””的的
目目标标愿愿景景，，能能源源领领域域全全国国两两会会代代表表委委员员积积极极建建言言献献策策——————

能能源源产产业业按按下下减减碳碳““加加速速键键””
■本报记者 朱妍

“推动低碳转型，再怎么
强调也不为过”

“亟需建立配套机制，确
保化石能源逐步减少、 有序
退出，谨防产生新的问题”

“将电价与碳排放成本
有机结合， 缓解清洁发展与
电价成本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