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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行行业业碳碳达达峰峰时时间间表表不不应应““一一刀刀切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行行业业
观观察察

为确保如期实现“30·60”双碳目标，
国家发改委于近期密集召开多场会议，研
究制定顶层设计方案。 记者了解到，针对
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相关部门还开展
了专题研讨， 以求加速产业低碳转型、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 目前，部分行业已提出
在 2025 年前率先达峰的目标， 并将相关
方案上报国家发改委。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也在近日表
示， 当前距离实现碳达峰目标不足 10 年，
正在推动制定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其中，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率先达峰”。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的
必由之路。 但目前，我国能源需求尚未达
峰，工业、交通、建筑等终端用能仍在攀
升。 而受到用能方式、技术路线、产品性
能等因素影响， 各行业在碳达峰中的作
用有别、进程不一。 如何把握不同行业的
降碳路径？

工业、建筑等行业减排难度大

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统计， 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占全国总终
端能耗的 65%，是最主要的碳排放部门。 其
次分别为建筑、 交通部门， 能耗比重各占
20%、10%左右。

诸如钢铁、石化等行业，既是排放大
户，也属于难以减排的领域。 国家发改
委能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符冠云举例，
钢铁生产需要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石
化、化工行业需要来自化石能源的氢气
作为原料。 “这些领域一年排放二氧化
碳近 15 亿吨， 占到全国能源碳排放量
的 15%左右。 而且，化石能源用作工业
原料产生的碳排放，很难利用可再生能
源电力来替代。 ”

再如，在目前备受关注的氢能领域，
石化、化工也占据绝对比重。 石油和化学
工业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韩红梅表示，从
生产来看，煤制氢比重约为 58%，加上近
20%的焦炭和兰炭副产氢，以煤为基础的
氢源是主力。 相比每年 4000 万吨级的工
业副产氢量，我国电解水制氢的产量，目
前仅在 10 万-20 万吨。 “越重质的能源
制氢，碳排放量越高。 从使用来看，氢能
目前主要用在以石化、 化工为主的工业
领域。 预计未来 10 年，工业氢气需求依
然呈增长趋势， 如何实现深度脱碳意义
重大。 ”

多位专家表示， 加速终端部门电气
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化石能源的直接
燃烧和利用，但电气化并不能解决全部排
放问题。 “交通部门碳排放尚未达峰，商用
车、民航等领域脱碳面临技术瓶颈。 比如，
重卡的碳排放量约占道路交通排放的
40%-55%，但目前，我国电动汽车主要用
在乘用车领域，对于排放大户，恰恰缺乏
商业化量产的电动化技术。 ”一位来自发改
系统的专家告诉记者。

各行业不可一哄而上、层层加码

时间紧、任务重，多行业纷纷制定达
峰计划。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化集
团副总工程师谢在库看来，其过程不可一
哄而上、层层加码。 脱离资源禀赋实际、过
分追求碳达峰，将大幅增加减排成本。

“实现碳达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统筹考虑各行业投入产出效率、 发展迫
切程度、产业国际竞争力、治理成本及难度
等多种因素。 ”谢在库认为，对于充分参与
国际竞争的行业和产品、“卡脖子” 关键技
术，在其发展突破初期，可结合实际情况，
在碳排放空间中预留部分容量， 避免丧失
机遇。

以乙烯工业为例 ，谢在库称 ，过去
10 年， 我国乙烯当量消费均保持在 8%
以上的高速增长 ，2020 年达到 5800 多
万吨 。 作为重要的工业品 ，其在 “十四
五”期间仍将保持 5%以上的增长水平，

此后才能逐步放缓。 “要不要发展乙烯？
答案是肯定的。 但乙烯又是含碳的，除
了产业自身向高端化发展，建议在顶层
设计时 ，对这类基础石化产品 ，充分考
虑达峰时间余量。 ”

谢在库还称，受碳排基数、用能方式、
技术路线、产品性质等因素影响，不同行业
在碳减排进程中的作用存在很大区别，把
握好降碳节奏很关键。 “应在总量达峰最优
框架下，测算哪个行业率先达峰、哪个行业
正常达峰、 哪个行业减排对社会的影响最
大、哪个行业减排成本最低，进而制定最经
济有效的降碳顺序和路径。 ”

对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
主任何建坤也称，我国尚处工业化和城
镇化发展中后期，对未来经济增长仍有
较高预期 。 尽管不断加大节能降碳力
度，能源总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持续
增长，碳排放也将呈缓慢增长趋势。 “要
根据自身情况，研究确定各自战略重点
和实施路径，实现差别化和包容式低碳
转型。 ”

不同行业碳达峰时间各有不同

行业碳达峰， 什么样的节奏更为合
理？ 何建坤表示，工业碳排放占到全国排
放总量的 40%左右， 因此是重点所在，力
争到 2025 年左右实现总体达峰。 尤其是
部分重化工业，应争取在“十四五”期间更
早达峰。

“通过发展绿色建筑、建筑节能及能源
替代，建筑部门争取在‘十五五’期间达到
峰值。由于消费仍在增长，交通部门达峰困
难一些，通过提高车辆燃油经济性、发展电
动汽车等方式， 争取 2030 年左右达到峰
值。 ”何建坤认为，由此，可保证在全国范围
内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谢在库表示，可推进钢铁、冶金、炼
油等高耗能行业率先达峰。 期间，既要
考虑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 ， 避免简单
“一刀切”，也要对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
一视同仁，在同一标准和尺度下开展碳
减排工作。

“事实上， 这些行业在节能管理上仍
有空间。 现在很多数据库建设还没有跟
上，可通过应用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科
技， 提高全行业能耗监测和能源管理水
平，推动能源效率提升。 同时，工业过程和
装备的节能也有很大空间，要积极推广节
能减排技术，加快全行业高能耗设备的升
级换代。 ”谢在库称。

上述来自发改系统的专家提醒 ，低
碳指标就像产品质量、价格、服务指标一
样，已成为行业核心竞争力之一。 若不能
有效采用低碳、零碳技术进行改造，排放
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难免下降， 市场份
额将逐渐被低碳产品所取代。 低碳转型
还伴随着大量新增投资及就业机会，“取
代”过程或大幅提速，排放大户还可能面
临失业问题、资产减值损失等。 在此背景
下，制定合理的减排路径，才能充分享受
绿色转型带来的效益。

核心阅读

受用能方式、技术路线、产品性能等因素影响，各行业在碳达峰中的作用有别、进程不一。 可推进钢铁、冶金、炼油等
高耗能行业率先达峰。 期间，既要考虑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避免简单“一刀切”，也要对同一行业的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在
同一标准和尺度下开展碳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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