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煤炭与煤层气本为伴生、共生
资源， 但我国煤层气和煤炭开采系
统却相互分离。 ”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近日对记者表
示，目前，煤层气开采以钻井降压排
采方式为主；煤炭开采则以欧美 121
工法（开采 1 个工作面，掘进 2 条巷
道，留设 1 个煤柱）为主，煤层气经
通风系统直接排放。 这种共生资源
分离开采模式，在经济、资源、环境、
安全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煤炭和煤层气开采均需提前进
行大量巷道掘进工程或钻井工程。据
统计， 我国平均每开采 1 万吨煤炭
需掘进巷道长度 34 米， 按照 2020
年煤炭产量 38.4 亿吨计算，掘进巷
道量约 1.3 万公里。 对此，何满潮指
出：“每年巷道掘进投资费用高达千

亿元， 但煤层气开采并未充分利用
采煤通道，而是重新开展钻井、完井
和压裂等复杂流程作业， 投资超千
亿元，重复投资大、准备时间长，开
采成本高居不下。 ”

“共生资源分离开采也无法有效
解决煤层气出采率低的问题， 造成
资源严重浪费。 ” 何满潮进一步指
出， 按全国煤层平均含气量约每吨
10 立方米计算，2020 年我国煤层气
储量约 384 亿立方米， 但统计数据
显示，2020 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只有
100.8 亿立方米， 采出率仅为 26%，
大部分煤层气未能利用被直接排
放。 煤层气直接排放也会对环境造
成极大危害， 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
氧化碳的 20 倍，对臭氧层的破坏力
是二氧化碳的 7 倍。

如果采煤体系不能将煤层气
资源及时有效采出 ， 还容易使煤
层气资源变成煤矿瓦斯灾害 。 据
统计 ，自 1949 年以来，全国共发生
25 起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特别重
大事故中，瓦斯事故 19 起，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76%
和 79%。

何满潮介绍， 目前我国自主研
发的智能化 N00 矿井成套技术及装
备，真正取消了矿井巷道掘进，使全

矿井智能化成为可能， 并使煤炭采
出 率 从 不 到 50% 提 高 到 理 论 上
100%可采。 “智能化 N00 矿井实现
以后，矿井通风将取消，可实现煤气
同采，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节
能减排、尽早实现‘30·60’双碳目标
等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为此，何满潮给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将智能化煤气同采 N00

工法列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
部重大科技计划， 专项推进智能化煤
气同采 N00 工法基础理论及关键技
术创新与研究。

另一方面，构建煤气同采智能
化矿井开拓布局新模式，形成采煤
采气综合系统。 初步形成智能化煤
气同采行业规范，在提高煤炭和煤
层气采出率的同时，减少煤炭行业
碳排放 ， 努力实现煤炭行业碳达
峰、碳中和。

此外， 国税局等相关部门制定
出配套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税收政
策， 鼓励我国煤炭企业在保证安全
的前提下 ， 使用智能化煤气同采
N00 工法，开展先导性工程试验。 将
煤炭和煤层气采出率与税收政策挂
钩，按照目前采出率，对于多采出来
的煤炭和煤层气资源给予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支持 。

加快氢能产业发展 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国网电动汽车服务公司董事长 全生明：

聚焦“双碳”目标 推进能源互联网建设
■本报记者 李文华

氢能具有来源多样、 终端零排、 用途广泛等优
势。据国际氢能理事会预测，到 2050 年，氢能将满足
全球 18%的终端用能需求， 减排二氧化碳 60 亿吨。
据中国氢能联盟预计，到 2050 年，我国氢气需求量
接近 6000 万吨，可减排 7 亿吨二氧化碳。 2020 年以
来，国家先后印发《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的通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各地积极出台配套规划和政策， 推动氢能研
发、制备、储运和应用链不断完善。 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 7352 辆，建成加氢站 128
座，投入运营 101 座，仅次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

目前，我国在副产氢纯化等技术上取得一些进
展，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供氢规模和燃料电池汽
车总量仍很小。 同时，我国氢能产业长远发展还面
临一些问题：缺乏国家层面总体统筹和顶层设计，

已出现产业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苗头；在液态
储氢等核心技术、 高端材料、 装备制造方面存在
“卡脖子”风险；氢能管理体系尚未建立，行业标
准、技术路线需进一步探索研究；当前“绿氢”（风
光水核电等非化石能源制氢）成本高，经济性利用
较困难。

建议加强氢能产业顶层设计，坚持“绿氢”原则，
重点围绕氢能交通、“绿氢”化工产业，超前加大高纯
氢制备、加氢站、氢气储运设施、氢燃料电池等基础设
施布局力度；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围绕氢能全产
业链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尽快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加强标准体系制定，氢能全产业链管理涉
及国家 11 个部委，需统筹推动。此外，还需加强产业
政策扶持，明确财政、税收等多方面政策支持标准和
时限。 （吴莉 /整理）

储气库建设是主要的天然气调峰方式 ，面
对每年天然气消费巨大的峰谷差，迫切需进一
步加大储气能力建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温暖
过冬。

目前全球共有 715 座储气库，近 70%分布在欧
美国家。我国地下储气库自“十二五”以来进入大规
模建设阶段， 截至 2020 年底， 共建成地下储气库
20 多座, 为我国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地下储气库建设面临投资大、投资回收期
长等挑战，因此，建议低油价下继续对地下储气库
建设给予专项财政资金支持。

近年来，国内各油田企业全面落实大力提升
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七年行动计划，勘探开发投入
强度持续加大，部分企业在目前中低位油价下现
金流入不敷出，如再增大储气库建设投入，各企

业现金流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因此，从维持油田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十四五” 期间，国
家应继续对地下储气库建设投资给予专项财政
资金支持。

同时，应加快研究出台储气库垫底气支持政
策。 目前，地下储气库垫底气量占总库容的一半
以上，在储气库运行期间无法销售，造成垫底气
对应的增值税长期留抵，占用企业资金。因此，建
议国家对储气库垫底气形成的增值税进项税在
核定后全额退还， 或将垫底气作为国家战略储
备，由财政直接出资。

此外， 建议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
革，适时全面放开天然气价格；适当降低天然气管
输价格，以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油气行业
高质量发展。 （吴莉 /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总经理 马永生：

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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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 碳中和承诺展现了我
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和
大国担当， 也为我国能源转型指明
了前进方向。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
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生明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在能源供给侧推进清洁替
代，在能源消费侧推进电能替代，加
快建设以电为中心、 电网为基础平
台的能源互联网， 推动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实现这
一目标的必然选择。 ”

全生明建议，应以推动新能源汽

车规模化应用为重点，加快推动交
通运输领域电能替代进程，持续提
升消费侧电气化水平， 主要包括：
大力推动货车、 私家车电动化，突
破应用领域限制；大力提高城镇乡
村新能源汽车比例，突破地域范围
限制； 大力应用新型充换电技术，
突破基础设施限制。

其中，在技术上，应加快推广有
序充电技术， 将 80%充电负荷转移到
用电低谷时段，缓解配电网运行与投
资压力；积极推进充换结合，推动充
电功率达到 3C， 实现 15 分钟内为私
家车补充 50%电量， 使充电接近加油
体验；针对纯电动货车、重卡，通过换
电，在 4 分钟内完成能量补给，满足
运营效率需要。 在基础设施上，应加
大充电桩建设力度，加强地产、物业、
停车场、 充电运营商间的协同合作，
推进电动汽车在小区、写字楼等目的
地充电，着力解决充电难问题。

电网是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
置的基础平台，电网发展在保障能源
安全、高效、清洁发展中面临新要求。
对此，全生明表示，随着能源供给侧
清洁替代和消费侧电能替代深入推

进，电网的枢纽平台作用将更加凸显，
同时也对电网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
求：我国能源资源与能源需求逆向分
布， 客观上需要提高电网远距离 、
大规模配置能力， 推进西电东送、
北电南供， 实现能源电力资源全国
范围优化配置；风电、太阳能等新能
源发电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波动性，
大规模高比例并网后给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带来极大挑战， 需要电网具
备强大的灵活调节能力； 新能源汽
车等交互式新型能源设施快速发展，
电网负荷预测和潮流控制更为复杂，
要求电网从单向的传统用电方式向
互动灵活的智能化方式转变，更好地
满足多样化、互动化用电需求。

“下一步，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将以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为统领，以客户为中心、以市
场为导向、以桩为基础、以平台为主
导， 做强做优做大充换电与能源业
务，加强科技与模式创新，进一步提
升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服务保障
能力，引领充换电行业发展趋势，促
进新能源汽车与能源互联网融合发
展。 ”全生明说。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换，也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 全国两会期
间， 全国人大代表、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永莱就上述话题接受了本报记
者采访。

李永莱表示，黑龙江是全国农业大省，是
国家粮食安全 “压舱石”。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龙江具有重
大深远意义。 为此， 国网黑龙江电力将开展
以下工作：

科学规划建设农村电网，实现电网规划
建设与乡村建设行动有机衔接， 农村电网
供电可靠率、 综合电压合格率分别提升到
99.85%和 98.5%；大力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
升工程，着力打造与现代化农业、美丽宜居
乡村、 农村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电
网。 优先支持原国家级扶贫县、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和分散林区电网补齐发展短板，高
压农村电网重点改善多级串供结构， 解决
季节性重载问题； 中压农村电网重点解决
“低电压”问题。

同时，加快提升农村电网自动化、智能
化水平，加快实施 35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光
纤全覆盖工程， 积极推动建设智慧能源系

统，加快农村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
全面提升农村电力普遍服务水平，2021 年
底前农村地区 100 千瓦及以下 、2022 年底
前农村地区 160 千瓦及以下小微企业用电
报装全面实现“三零”（零上门、零审批、零
投资）服务，有效降低农村用能成本；优化
“网上国网”功能应用，打造适应“三农”用
电需求的线上服务新模式； 持续推进 “全
能+星级”供电所建设。

此外，国网黑龙江电力还将全力推动农村
地区清洁低碳用能；深入开展“供电+能效服
务”，推广电能替代；加快农村充电设施建设，
满足新能源汽车下乡需要。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公司董事长李永莱：

科学规建农网 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李文华

应给予储气库建设更大政策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首席专家 张明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何满潮：

加强煤气同采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本报记者 武晓娟

3 月 1 日，《国家电网公司碳达峰、 碳中
和行动方案》 发布， 如何实现该方案在湖北
更好地落地？ 全国人大代表、 国网湖北省电
力有限公司董事长肖黎春近日接受了本报记
者采访。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加快发展新能源
是持续优化湖北省能源结构、 保障能源供应
安全、转变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促进生态文
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
施。 肖黎春指出，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亟待超前研究谋划新能源消纳工作， 在全社
会形成新能源消纳合力， 避免出现弃风弃光
现象，促进电力结构调整，最大限度以清洁和
绿色方式保障电力充足供应。

他建议， 构建统筹协调的规划体系，由
政府主导制定能源行业促进碳达峰、 碳中
和目标路线图，强化顶层设计，明确新能源
发展的总体方案和具体措施； 提升新能源
消纳技术水平；开展“风光水火储一体化”
“源网荷储一体化”研究，推动电力系统各
环节技术水平升级； 发挥政策和市场导向
作用，一方面完善新能源消纳机制，另一方
面加快建设全国范围的中长期市场、 现货
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 充分发挥市场的资
源配置作用。

下一步，国网湖北电力将着力提升重要断
面输送能力，加快推进 500 千伏汉水输变电工
程、道鄢双回 220 千伏线路改造、编钟 500 千
伏第 3 台主变扩建等工程；加强随州、黄冈、
十堰、襄阳、孝感北部、荆门、恩施、宜昌等新
能源资源禀赋较好地区的配套电网建设。

对于部分城区公共充电站无序发展、高
速公路充换电设施运营较为艰难、住宅小区
充电桩建设落地难等问题， 肖黎春表示，应
推动公共充电设施有序发展，建议由国家能
源部门牵头，建立“省级统筹指导、地市具
体实施”的布局规划责任体系，地市政府以
区县为基本单位编制公共充换电设施布局
规划，并纳入国土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

同时，支持高速公路充电站建设和运营，
建议由国家交通部门主导，加快制、修订高速
公路服务区相关设计标准与建设管理规范，
将充换电设施纳入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套基础
设施范围， 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建设运营给
予专项补贴，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高速充
换电设施建设。推动住宅小区充电桩“统建统
管”，建议落实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街道办
事处和居委会主体责任， 鼓励由社会运营商
开展住宅小区充电桩统一规划设计、 统一建
设改造、统一运营运维。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董事长 肖黎春：

新能源消纳需要超前谋划
■本报记者 李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