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城市区域能源，有利于推动我
国能源转型，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下称，“30·60”双碳目标）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城市能源规划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两会期间，多位代
表委员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远景下，
良好的城市区域能源规划和高效节能措
施，对于绿色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愈
发重要。

然而， 多种能源融合发展存在较高的
体制机制和市场壁垒， 导致大规模推广区
域能源进展缓慢。

国际经验已成熟

全国政协常委、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
辉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城市消耗的能源占
比超过 70%。 尤其是在我国， 随着城市扩
张，城市供热和供冷需求日益增长，但供能
基础设施建设尚未能及时跟进， 亟需合理
的区域能源提高能效。

所谓城市区域能源规划， 即为整合电

力、热力、燃气等能源专项规划方案的综合
能源系统规划， 内容包括区域能源系统资
源分布、 区域发展能源目标、 能源消耗预
算、区域能源发展路线图等。

近年来， 区域能源作为成熟的能源解
决方案已经在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城市中
得到应用。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全球 45 个
区域能源应用示范城市的总结和归纳，发
展现代城市区域能源，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
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整合冷、热、电、气等
多种能源资源， 推动打破传统单一能源发
展的技术壁垒、市场壁垒和体制壁垒，实现
多能源的协同互补， 可以有效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促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发展仍存多重阻碍

随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及储能技术的
普及，业内专家认为，城市将从单纯的能源
消费节点转换为能源产消中心。

全国人大代表、乐山太阳能研究院院

长姜希猛指出，在碳中和愿景下，以燃煤
电厂以及燃气电厂为枢纽的传统能源将
逐步退役。 城市生产生活的能源供给将面
临极大的挑战。 各城市的供热规划、交通
能源规划也随着碳中和的要求面临严峻
挑战。

南存辉指出，纵观当前发展实际，我国
区域能源的发展仍存在多方面阻碍。

其中， 当前我国各类能源在供给 、
传输和应用等环节均较为割裂，实现融
合发展存在较高的体制机制壁垒和市
场壁垒，是大规模推广区域能源的主要
障碍。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香
港恒基兆业集团主席、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
公司主席李家杰也表示， 城市能源系统各
自运行，对电、水、气、热等能源缺少统一规
划， 尚无完整的智慧能源数字化管理平台
等三大挑战。

城市区域能源的生产与利用都离不
开数据与监管，然而据记者了解，当前区
域能源缺乏完善的市政供热和供冷数据，

缺乏统一的能源节约和环境效益标准，且
并网政策不完善，并网限制较多，导致弃
电弃能问题严峻。 此外，我国能源定价制
度不完善，市场供需结构不平衡，如燃气
供应限制及价格约束，使区域能源系统相
对于其它技术处于劣势，从而制约了其快
速发展。

建议纳入“十四五”能源规划

多位代表委员均认为，在“30·60”双碳
目标背景下， 良好的能源规划和高效节能
措施， 对于绿色低碳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
愈发重要。

在技术路线层面，姜希猛认为，首先，
城市区域能源专项规划制定应基于城市
总体规划，统筹城市发展、区域能源资源
和需求，保障城市能源系统和城市发展同
步进行，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政工程管网
规划结合起来，为进一步制定城市修建性
详细规划和能源基础设施安装规划提供
指导。

其次，应预测区域能源消耗，将碳中和
目标融入到区域能源规划中。 对各类用途
的终端能耗进行细分和计算， 结合城市发
展目标进行区域能源消耗的预算， 同时将
碳排放纳入能源规划， 使其与能源供需平
衡和成本最优等已有目标具有同等地位，
为碳中和目标提供支持。

在政策层面，南存辉建议，将区域能源
发展列入“十四五”能源规划，研究制定我
国区域能源发展专项政策， 鼓励支持城市
分布式发电、 热电冷联供和可再生能源创
新模式的开发、建设和应用。鼓励地方政府
出台城市区域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完善能
源、土地利用与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鼓励
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区域能源开
发、建设和运营。

“应鼓励多种主体参与区域智慧能源
运营管理。 如开放零碳示范城市分布式能
源市场化交易、建立市场化输配电价体系，
并鼓励多种主体参与区域配电网投资，并
结合分布式能源、储能等开展智慧运营。 ”
李家杰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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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双碳目标兑现，城市区域能源潜力待挖
■本报记者 齐琛冏

代表委员热议“碳中和”：城市面临低碳大考
专家建议，在全国选择低碳转型迫切、工业能耗高、能源供给压力大的 100个城市、1000个园区、

10000个乡村，开展中国碳中和绿色发展“百千万”示范工程，同时支持有条件的省市提前实现碳达峰
■本报记者 张胜杰

作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
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碳达
峰、碳中和”相关表述几乎无一例外出现在
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地强调以降碳减排为总抓手， 推进全面
绿色转型。两会期间，更成为能源领域代表
委员们的热议话题。

城市，作为碳排放的最主要场所，以不
足全球 2%的土地面积，消耗了全球 78%的
能源， 同时产生了超过 60%的温室气体的
总排放量。毫无疑问，城市将成为各地落实
“30·60”双碳目标的关键与难点所在。 这意
味着，在我国城镇化仍在快速推进的当下，
城市能源消耗总量与强度控制、 碳排放总
量与强度控制“攻坚战”大幕即将拉开。

那么， 各地该如何因地制宜做好城市
的碳减排分解工作？在此过程中，如何选择
试点，并总结经验，以推动更大规模的城市
碳达峰行动？ 带着一系列疑问，近日，记者
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能源
领域专家学者。

城市面临低碳发展大考

当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能源与环境的平衡矛盾日益突出。 坚
持生态原则发展绿色城市， 更好地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
高度。

为此， 两会期间， 有代表委员提出了
“以‘30·60’双碳目标为指引，以‘能源+环
境’为路径，将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深
度融合，建设绿色城市示范工程、构建绿色
城市发展体系”的建议。

“碳达峰表面上是约束碳排放强度问
题， 本质上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事关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
电力技术市场协会储能设备技术专委会秘
书长郭云高认为， 对绿色城市发展体系构
建而言，应着力扩大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供
给占比， 提高能源效率、 降低单位用能排
放， 降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记者注意到，事实上，我国很多城市已
经开始将低碳发展指标纳入到提升城市竞
争力的考量。 国家发改委从 2010 年开始，
共推出三批低碳城市试点， 目前已涵盖北
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杭州、武汉、成
都等 6 个省份、81 个城市， 率先开展碳达
峰路径及绿色发展新模式的探索。 其中提
出在 2020 年和 2025 年前达峰的各有 18
个和 42 个。

有专家指出，总体而言，试点在碳排放
交易、绿色建筑监管、低碳城市建设、低碳

脱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但在缺乏有效激励和严格考核的情况下，
进展仍显不足。

“在‘30·60’双碳目标指引下，对城市
而言，实际上将面临一次新的大考。 ”中国
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
克分析认为，未来二十年内，挑战与机遇并
存，城市可能会迎来再次洗牌的机会。

应力争更多省市在“十四五”达峰

“我国应力争更多省市在 “十四五”达
峰，支持有条件的省市提前达峰。 ”国家发
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 观澜湖集团主席兼
行政总裁朱鼎健建议， 我国应选取粤港
澳大湾区、 长三角城市群等经济发达地
区部署试点工作，尽快出台碳达峰、碳中
和方案，并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碳
达峰， 进而为全国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
法和经验。

全国政协常委、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
辉亦指出，在“30·60”双碳目标指引下，东
部沿海较发达地区、 西南及西北可再生能
源资源富集区在“十四五”期间将有可能率
先达峰， 进而为全国范围的达峰创造有利
条件。

在周大地看来，“十四五”期间，我国要
找准方向，在实践中调整措施，系统设计、
全面规划。

全国人大代表、 乐山太阳能研究院院
长姜希猛亦强调， 政府需要积极做好顶层
设计，明确指标、线路图是首要。 他进一步
分析称，兑现“30·60”双碳目标，政府需要
在积极做好规划的基础上，从行业、区域协
同等角度， 全方位做好碳减排任务的分解
工作。 之后在执行层面，也应从省级政府，
到城市决策层等各级层面， 与产业应用端
携手，协同推进。

“建议国家健全能效激励约束机制，进
一步提高对各省区市碳排放强度的考核权
重，制定目标分解和考核机制，督促各地提
高能效水平。 ”南存辉进一步建议，我国应
鼓励各地开展“零碳”试点示范，结合各地
资源禀赋和用能需求， 建设一批 “零碳建
筑、零碳社区、零碳工厂、零碳园区”试点工
程，并由政府组织专家制定建设导则规范，
并为建设方提供减税降费、 财政补贴与绿
色金融扶持等政策。

从一栋建筑或一个园区做起

全国政协委员、 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
强调，对城市而言，兑现“30·60”双碳目标，

实现绿色发展， 首先要从一栋建筑或者一
个园区做起。 园区和建筑是城市的最小细
胞。如果城市的每一栋建筑、每一个园区都
能实现绿色、符合“碳中和”目标的发展，整
体而言这个城市就实现了“碳中和”。

以金风科技为例，该企业在 10 年前就
开始了此方面的探索， 金风科技亦庄智慧
园区以风电、光伏、储能和微燃机组成的综
合能源供给，依托“网源储荷”的有机协调，
可靠、智能地满足了园区不同负荷的需求，
也实现了园区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 50%。

“希望能在全国范围遴选出 100 个城
市、1000 个园区、10000 个村庄试点率先探
索碳达峰、碳中和，在试点过程当中不断总
结经验， 来推动更大规模的碳达峰和碳中
和行动。 ”武钢说。

与此同时，“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
全国碳市场体系建设，建议尽快将石化、建
材、钢铁、造纸和民航等高能耗、高排放的
行业企业纳入到全国碳交易市场中来。 ”朱
鼎健建议，在试点城市，要继续降低企业进
入碳市场门槛， 例如广东目前将控排企业
设定为年排放量 10000 吨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深圳设定为年排放量 3000 吨以上的企
业， 试点地区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排放门
槛，将更多企业纳入到碳交易市场，扩大控
排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