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议会于 3 月初正式通过了 “碳边
境调节机制”原则性框架议案。近日欧洲多
个行业发声反对实施该政策， 国际社会也
纷纷批评欧盟 “借碳减排名义实施贸易保
护主义”，不利于全球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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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沁水盆地东南边缘， 装机容
量 120 兆瓦的寺河电厂连日来高速运
转。 与大多数电厂不同，其所用燃料并非
燃煤， 而是来自附近寺河煤矿、 浓度在
30%-50%的煤层气。 作为亚洲单厂规模
最大的瓦斯发电厂， 该厂年可消耗井下
抽放瓦斯 3.85 亿立方米， 折合纯甲烷
1.79 亿立方米。

“以甲烷为主要成分， 每利用 1 亿立
方米煤层气，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50 万
吨。 若不加以科学抽采，其温室效应比二
氧化碳强 23 倍。 除了生产过程，矿井开采
之后遗留的采空区也蕴藏大量煤层气，久
而久之很容易释放到空气中。 仅山西一
省，大约就有 3000 平方公里采空区。 ”华
新燃气集团蓝焰煤层气公司执行董事田
永东告诉记者。

甲烷减排，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近期发布的“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明确，要
“加大甲烷等温室气体控制力度”。生态环
境部气候司司长李高于近日透露，“十四
五”期间，生态环境部将制定相关行动方
案，推动油气、煤炭等领域的甲烷控排工
作。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
室气体， 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已达到 20%。
未来 30 年，甲烷排放若能减少 50%，对全
球温升的控制接近 0.2 摄氏度。 看起来不
起眼， 但现在温升已经超过 1.25 摄氏度，
减少 0.2 度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 ”

我国有一半左右甲烷排放来自能源
生产活动，这意味着油气、煤炭领域的甲
烷减排行动箭在弦上。

企业缺乏加大减排投入的主动性

在大气中，每千克甲烷的气候暖化效

应是等量二氧化碳的 120 倍，且排放 20
年后，该数值仍高达 84 倍。 国际能源署
（IEA） 发布的 《世界能源展望 2019》显
示， 以泄漏最严重的 10%煤矿来算，甲
烷暖化效果与其开采出来的煤炭全部
燃烧相当。

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能源安全研
究所所长韩甲业告诉记者， 即便停止生
产，废弃矿井仍会持续排放甲烷。 “以井
工开采为主的方式， 遗留下大量瓦斯资
源。 在生产过程中、矿井关闭后，采空区
产生裂隙，井下瓦斯由此散发到地表，这
就是一种甲烷排放。 目前，我国对废弃矿
井瓦斯利用尚处于摸索阶段，研究表明，
到 2030 年， 我国废弃矿井数量将达到

1.5 万处，若不加以控制，排放将随之大
大增加。 ”

记者了解到，煤炭行业的甲烷减排潜
力巨大。 “近年来，我国在煤矿瓦斯及煤层
气抽采方面取得很多进展。 但与其他领域
有一个很大区别就是，抽采的首要目的是
保障煤矿生产安全，对减排的认识则是一
个逐渐提高的过程。 ”一位不愿具名的煤
企人士坦言，从开采、加工、运输到使用，
煤炭全生命周期均有甲烷排放，而减排就
伴随着一定成本，“若不是出于安全生产
要求， 或采出有经济效益的煤层气资源，
企业很难主动加大减排投入。 ”

类似情况，也存在于油气领域。 目前，
油气行业甲烷控制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作为资源利用，企业主动回收；二是
在污染防治要求下，协同控制甲烷。 “甲
烷是天然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油企更多
将其视为一种资源，即便回收利用，第一
也是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 ”中国环境与
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张建宇直
言，尤其在“30·60”双碳目标提出之前，
甲烷减排还未上升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高
度，“未来，随着回收利用成本逐步提高，
若不加严要求， 企业进一步减排的积极
性难免下降。 ”

能源
视

甲烷减排箭在弦上
■■本报记者 朱妍

下转 3 版

甲烷的暖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120 倍， 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
体。 我国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明确了甲烷减
排要求。 而目前国内一半左右甲烷排放来自能源生产活动，这意味着煤
炭、油气等领域将成为甲烷控排主战场———

在在构构建建以以新新能能源源为为主主体体的的新新型型电电力力
系系统统的的大大背背景景下下 ，，山山西西 、、湖湖南南缘缘何何废废止止大大
量量分分散散式式风风电电项项目目 ，， 分分散散式式风风电电将将何何去去
何何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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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首次提出的甲烷排放控制，给甲烷
排放大户———煤炭、油气企业提出了全
新挑战。

甲烷是天然气 、页岩气 、煤层气 、
煤矿瓦斯的主要成分， 因此甲烷减排
任务的确立，对于煤炭、油气等能源企
业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但作为第二
大温室气体，甲烷减排势在必行。 面对
绿色发展这一不可逆的大趋势， 企业
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顺势而为，及早
部署甲烷减排工作才是务实之选 、明
智之举。

可喜的是， 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
有效的甲烷治理经验 ，相关成功案例
也不在少数 。 例如 ，在整治一度让煤
炭生产成为高危行业代名词的 “瓦
斯事故 ”方面 ，我国于 2005 年成立了
“煤矿瓦斯防治部际协调领导小组 ”，
此后 16 年间瓦斯防治工作交出高分

答卷，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更是取得历
史最佳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实
现全年未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的
重大煤矿瓦斯事故；全国 24 个产煤省
区市中有 18 个实现瓦斯“零事故”，全
国煤矿瓦斯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比领
导小组成立之初的 2005 年分别下降
98.3%、98.6%。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工作的核心
目标在于提升生产安全，而甲烷减排工
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清洁低碳。 纵向
来看，后者更像是前者的“升级版”，是
新的发展阶段提出的全新目标。 如果对
这一巨大变化没有新认识、 新对策，企
业就将“逆水行舟”，不仅不利于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的达成，更无助于企业培育
市场竞争力。

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30·60”双碳
目标下，化石能源生产企业面临的生存
发展压力必将越来越大，这对于实现甲

烷减排的技术创新、项目建设等，既是
巨大挑战，也是动力之源。 在此背景下，
企业的认真准备、提前谋划就显得尤为
重要。

事实上， 部分企业已经宣布了颇
具雄心的甲烷减排目标 。 例如 ，3 月
29 日 ，中国石化作出承诺 ，到 2025 年
将甲烷排放强度降低 50%；中国石油
也在此前表示 ，2025 年甲烷排放强度
比 2017 年降低 62.3%，实现油气行业
气候倡议组织提出的甲烷排放强度
控制在 0.2%的目标。甲烷排放强度的
大幅下降 ，不仅表明了企业减排的决
心之大 ，也从侧面反映出甲烷减排的
空间之大。

需要强调的是，甲烷减排不是相关
企业的独角戏， 主管部门绝不能缺位。
像二氧化碳减排一样，甲烷减排行动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企业自发的市
场行为；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政府主管

部门的重要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
过。 如何设定总量目标、减排节奏，如
何构建政策体系、市场机制，如何确定
奖惩措施、 督促执行……这一系高难
度的重要工作事关减排成败， 都离不
开相关主管部门的积极作为。 参考全
球范围内二氧化碳减排的先行经验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良好政
策体系的保驾护航， 按期完成甲烷减
排目标绝无可能。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十四五”规
划已经为甲烷减排提出了要求、 指明
了方向。 抓紧落实、落细，是行业企业、
主管部门的职责所在。 尤为值得一提
的是 ， 目前距离碳达峰只有 10 年时
间；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间隔也
只有 30 年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时
间间隔短则 40 年，长则 70 年。 碳减排
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部署甲烷减排，
宜早不宜迟。

部署甲烷减排拖延不得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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