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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前前五五年年碳碳达达峰峰，，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齐齐琛琛冏冏

电电动动重重卡卡万万亿亿级级蓝蓝海海市市场场已已现现
预预计计到到 22002255年年，，电电动动重重卡卡市市场场容容量量将将达达到到 1144万万辆辆

■本报记者 张金梦

关注

遍及 27个省市，
甲醇清洁燃料应用提速
■本报记者 仝晓波 张胜杰

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化工产品之
一， 近年来， 甲醇的能源属性日益凸
显。 甲醇被视为一种公认清洁低碳的
液体燃料， 在交通和热力领域的应用
日渐受到推崇。

记者从近日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醇醚燃料及醇醚清洁汽车专
业委员会（下称“中国石化联合会醇醚
专委会”）在京组织召开的《中国甲醇
燃料行业调研报告（2020）》发布会上
了解到，近两年，甲醇在供热锅炉与家
用采暖炉、工业窑炉、灶具等热力燃烧
领域的应用提速势头迅猛，截至目前，
甲醇在热力燃料领域的消费规模已经
远超获八部委力推的车用燃料。

以 2019 年数据为例， 根据报告，
该年度我国甲醇燃料消费量达到
569.8 万吨，其中热力燃烧领域消耗的
甲醇占比高达逾 87%。

中国石化联合会醇醚专委会副
会长马良在会上介绍，目前，甲醇在
热力燃烧领域的应用市场已遍及 27
个省份， 其中有 20 个省份年度使用
量超过 10 万吨， 位居全国前五的陕
西、山西、河南、安徽、广东五省合计
占比达到 40.8%。

热力领域之外， 交通领域也是甲
醇燃料的传统应用市场。“甲醇车用燃
料经过 40 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成熟，目
前正进入商业化市场拓展阶段。 从市
场情况看，当前，车用甲醇燃料使用量
已超过甲醇汽油使用量。 ”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投入运营的
甲醇出租车数量已达到约 2.5 万辆，
实际运营的甲醇燃料改装车辆超过 3
万辆。

“从甲醇燃料整体应用情况看，27
个省市的普及范围， 所涉地域之广超
乎想象。可以说，甲醇燃料已经展现出
良好发展前景。”中国石化联合会醇醚
专委会会长胡迁林在会上指出。

根据报告， 车用甲醇燃料有望成
为未来几年甲醇燃料消费最具潜力的
增量市场。 除出租车外，重型货车、船
用甲醇燃料将是甲醇燃料在交通领域
的重要应用市场；而在热力燃料方面，
甲醇燃料作为传统工业与采暖窑炉的
清洁替代燃料， 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
灶用清洁替代燃料， 都有很大的发展
潜力。

“我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 贫油、
少气， 煤炭仍占据能源消耗的一半以
上， 煤制甲醇一方面可将我国大量的
煤炭资源通过先进技术转化为清洁能
源使用；另一方面，可作为石油天然气
资源的重要补充， 一定程度上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 ”马良进一步说。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
甲醇作为清洁能源在使用规模上已
经位居世界第一，且无论是作为车用
燃料，还是作为热力用燃料，已经形
成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报告调
研的 400 余家企业中有约三分之二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应该说，我
国甲醇燃料行业引领了世界行业的
发展。

结合行业发展实际，胡迁林指出，
年使用量超过 40 万吨的市场主要集
中在陕西、山西、贵州、河南、安徽等甲
醇燃料生产和应用大省， 除资源禀赋
及市场需求外， 与当地政府政策支持
密不可分。

胡迁林同时坦言， 当前甲醇燃
料行业尚未形成上下游协同配套体
系， 加之企业规模小， 产业集中度
低， 尤其在热力用甲醇燃料领域标
准体系严重缺失等， 严重制约了行
业的进一步发展，“除部分地方政府
外， 很多地方尚未明确支持甲醇燃
料，导致企业项目审批难，行业发展
环境亟待改善。 ”

为此， 马良呼吁积极争取各级
政府部门支持， 确立甲醇燃料能源
属性，明确政府管理体系，建立协同
发展机制，同时要重视规范发展、加
强标准化体系建设， 夯实产业发展
基础。

据胡迁林介绍，2021 年， 中国石
化联合会醇醚专委会将组织开展甲
醇燃料团体标准制定工作，重点推进
灶用甲醇燃料标准化工作。 目前已初
步确定开展 《灶用甲醇燃料钢瓶》和
《灶用甲醇燃料器具设置技术要求》
等团体标准编制。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迎合各地对于重卡治污的迫切需求，重卡
电动化正成为交通领域大气治污与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2020 年中国电动车换电市场运
营模式及经济性分析报告》， 每 1000 辆换
电重卡每年可以减少 14 万吨二氧化碳和
1.25 万吨污染物排放， 能耗费用较燃油车
节省 5—10%，节能降碳成效显著。

由于换电重卡具有换电时间短、运营
效率高、换电站建设难度小、电池寿命长的
显著特点，尤其在“碳达峰、碳中和”愿景
下， 换电模式作为重卡电动化的重要突破
口，日渐受推崇。

近日，在“重卡换电模式创新与前景展
望专题论坛”上，有专家测算指出，当前，重
卡换电技术路线已被视为电动重卡的主导
技术路线，万亿级蓝海市场现已浮现。

■■电动重卡销量持续走高

“重卡电动化现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
势。 ”四川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常务副总
经理、中国电动重卡换电产业促进联盟秘
书长李立国在会上指出，当前“碳中和、碳
达峰”已成为我国“十四五”打赢污染治理
攻坚战的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
交通领域公认的大气治污重点对象，重型
商用车推进节能减碳愈发刻不容缓，“重卡
电动化迫在眉睫。 ”

国网商用电动汽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研发部主任曹曦举例指出，“目前我国
重卡保有量已超 850 万辆， 工程机械保有
量也超过了 800 万辆，如果将这 1650 万辆
重卡和工程机械全部电动化，在全部应用

清洁能源的前提下，可直接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 9 亿吨/年， 占全国二氧化碳放的近
9%，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

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 累计销售重
卡 162.3 万辆。 其中， 电动重卡累计销售
2308 辆。

从地域角度来看，广东、河南、北京
电动重卡销量居全国前三 ， 分别占比
29.43%、16.87%和 11.70%；从重卡车型
来看，新能源牵引车增幅最大 ，同比增
长 875%。

据李立国介绍，在政策引导下，目前部
分城市已经推出了重卡电动化试点行动。

2018 年， 深圳在重卡电动化领域就
已得重大突破；2019—2020 年， 广州、长
沙、西安、郑州、南京等地也纷纷推出了
针对渣土车和城市建设车辆电动化的政
策， 为我国重卡的电动化技术路线指明
了方向。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产品主
管孟海认为， 受长期政策推动， 预计到
2025 年， 电动重卡将呈现井喷式发展，市
场容量将达到 14 万辆，其中，短途重卡将
达 5 万辆， 城市物流车和城市轻卡预计将
突破 9 万辆。

有专家结合 2018 年，我国纯电动重卡
7 亿元的市场规模以及近期电动重卡的综
合发展态势推算认为，目前，国内电动重卡
行业已形成万亿级蓝海市场。

■■重卡换电获力推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曾公开表
示， 换电作为国家力推的新能源汽车能量
补给路线，其最佳商用化场景就集中在电

动重卡领域。
四川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副总经理戴

峰亦强调：“推广重卡电动化， 换电模式是
最佳选择。 ”

“相较于充电模式，换电模式具有换电
时间短、运营效率高、电池寿命长、充换电
站建设难度低等特点， 且针对重卡重资产
属性、高出行率等属性，换电模式在能量补
给、出行率方面都具优势。 ”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高级经理熊演峰进一
步说。

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 我国市场销
售的电动重卡中，有近 90%都是换电重卡。

记者了解到，目前，换电重卡主要应用
于城市渣土、港口运输以及特殊区域，比如
沙石土料、水泥物流、钢铁、矿山等的运输。

“城市内的渣土车，尤其是省会城市
的渣土车，基本上每天的运营时间在 12
小时左右，且运营时间多集中在晚上，若
选择充电模式， 充满电需花费 1—2 小
时，运营一晚上需充电 2—3 次，这无疑
增加了渣土车的运营成本， 所以针对城
市内的渣土车和水泥搅拌车， 更适宜的
场景还是换电。”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乔凡指出，目前，徐
州、 郑州等多地的电动渣土车辆采用的
均为换电技术。

■■标准体系亟待建立

记者了解到，当前，电动重卡以及换电
的产业发展大势已成， 但行业创新发展仍
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

如换电重卡虽因采用换电技术，有
效解决了重卡的续航问题， 但仍然面临

电池系统超重的难题， 整车有效载荷仍
需降低 1—2 吨，否则将影响运输效率与
运营成本。

不仅如此，在李立国看来，未来的重卡
换电最大价值空间或者形态一定是互通互
联覆盖全国的重卡能源供给网络， 任何一
个用户可以开着任何一辆车、 用着任意一
块电池，去任何一地换电站换电，这种情况
下，“车、用户、电池和换电用应商才能够将
业务发展得到最大化， 整个重卡换电市场
才能充分活跃。 ”

但从实际情况看，“因重卡换电产业链
条长，每个环节专业化要求高，仍需进一步
加强资源共享与协同。”招商国网绿色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窦安平指出。

据国网智慧能源交通技术创新中心
（苏州）有限公司贺宏胜介绍，当前，从部委
到地方，支持重卡换电的政策还较少，换电
重卡在电池工程标准、认证标准、运维标准
方面的体制机制仍有待建立， 从而制约了
换电重卡的推广普及。

如在重卡电池的工程标准领域， 各车
企的整车与电池的连接结构、 电池的外形
等都有差异；在认证标准方面，电池寿命和
车企的寿命也尚未同步； 而在电池运维标
准方面， 电池使用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
电池替换手段和机制， 以致电池的维修规
范无法有效建立， 进一步影响了电池共享
机制的建立。

对此，曹曦建议，下一步换电重卡发展
应主要集中在换电解决方案方面， 着力加
强充电功率的灵活匹配，对电池温控系统、
消费系统进行升级，与此同时，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制定电池准入标准， 积极探索应用
移动式灵活的换电装置。

记者 4 月 6 日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获悉，最近，国家有关部门研究了《有色
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正在征求行业
协会和企业的意见，初步提出，到 2025 有
色金属行业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2040 年
力争实现减碳 40%。

无独有偶，同为工业重点排放领域的
建材、钢铁、石化等领域，均提出在 2025 年
实现碳达峰，比国家目标提前 5 年。

在能源生产侧，电力系统已勾画出清
晰的“碳达峰、碳中和”主要途径，即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那么在能
源消费侧，工业部门作为 2050 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最大的终端能源消费部门，减碳之
路将如何走？

力争提前五年碳达峰成共识

工业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据统计，
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 70%左右。 专
家分析，在能源消费侧，能源总量和强度
“双控”将加强，降低高耗能制造业碳排放
量、实现“绿色制造”是我国实现碳中和目
标的关键一步。

“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国家发改委
提出要求———研究制定钢铁、有色金属、建
材等行业碳达峰方案。

石油石化行业于今年初打响了工业碳
达峰目标的“第一枪”。 1 月 15 日，中国石
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与 12 家主要石油化
工企业、5 家化工园区联合签署并共同发
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
宣言》。之后，中国石油宣布力争 2025 年左
右实现碳达峰。

作为建材的水泥行业是制造业中碳排
放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 据估算，2019 年，
中国水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高达 13.7 亿
吨（含消耗电力的碳排放），每生产一吨水

泥就要排放约为 0.6 吨二氧化碳。
为推动水泥等领域碳达峰，1 月 16

日，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发出《推进建筑材
料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倡议书》，提出
我国建筑材料行业要在 2025 年前全面实
现碳达峰，水泥等行业要提前在 2023 年前
率先实现碳达峰。

钢铁行业是中国工业领域第一大碳排
放行业。 我国钢铁行业每年可消费 5.5 亿
吨标准煤，约占全国总能耗的 11%，碳排放
量贡献全球钢铁碳排总量的 60%以上。

记者了解到，《钢铁行业碳达峰及降碳
行动方案》已形成修改完善稿，行业碳达峰
目标初步定为：2025 年前实现碳排放达
峰；到 2030 年，碳排放量较峰值降低 30%，
预计将实现碳减排量 4.2 亿吨。

全球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
商之一———河钢集团，更是宣布 2022 年实
现碳达峰。

需求减量、能效提高、
能源零碳化齐发力

工业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并非一蹴而
就， 而是关乎全行业永续发展的一场持久
战，需要总体谋划。

“总体来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核心
是把握四个要点：控总量，即提升效率，减
少能耗与浪费；调结构，即加强非化石能源
开发与利用；碳市场，即以市场化方式降低
减排成本；碳技术，即固碳、吸碳等。 ”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能源首席研究
员左前明介绍。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张杰分析，工业领域实现碳达峰，需从
需求减量、能效提高、能源零碳化三个“赛
道”重点发力。

在张杰看来，需求减量方面，再生资

源利用是源头减量的关键驱动力。 再生
资源利用的碳减排和市场潜力就集中高
耗能的工业领域，如钢铁、水泥、铝和塑
料产品再生等。 在 2020—2050 年需达成
的超 1200 亿吨碳减排量中，循环经济可
实现近 400 亿吨碳减排， 对零碳转型贡
献率超 30%。

“节流”的同时，能效提高必不可少。能
效作为公认的“第一能源”，巨大的潜力和
理想的成本效益使其成为能源政策的重点
青睐领域。根据国际能源署分析，要实现温
升控制在 2℃的目标，能效在中期内（2050
年前）的贡献率需高达 48%。

那么，如何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张杰介
绍，以节能服务产业为主的能效领域，近年
来在政策的强力驱动下， 经过高速发展已
形成较为成熟的市场。对工业部门而言，能
效提升最主要的潜力来自余热余压利用，
通用设备的能效提升以及基于数字化技术
的流程和系统优化。

终端消费电气化， 是高品质能源利用
的蓝海。在全球范围内，约 10%的温室气体
排放来自为工业生产供热的过程， 因此工
业领域“煤改电”———电加热技术将助力工
业加快脱碳。

“工业用热的电气化主要手段包括微
波加热、红外加热、电弧加热等新兴技术，
发展还处在技术萌芽期， 产业发展取决于
政府所要求的生产流程改造和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的推动。 ”张杰介绍。

河钢集团就是上述“三个赛道”齐头
并进企业之一。 其通过大比例“废钢+直
还铁”炼钢、高炉渣余热回收、高炉喷吹氢
气等技术，利用再生资源，推进能源利用
高效化。 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该集团
实现自发电量 93.56 亿千瓦时，相当于一
座拥有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居民一年的
用电量。

数十万亿元蓝海待挖

“双碳”目标对工业领域产生影响的同
时，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和机遇。

根据 2020年 11月发布的 《零碳中国·
绿色投资蓝皮书》执行摘要（下称《蓝皮书》），
碳中和将带来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效益，预计
可带动 70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其中，再生资源利用、能效、终端消费
电力、零碳发电技术、储能、氢能、数字化七大
投资领域最为重要。预计到 2050年，上述七大
领域市场规模将达到近 15万亿元， 并有望为
中国实现零碳排放贡献累计减排量的 80%。

《蓝皮书》显示，未来 5—10 年是再生
资源规模化利用和投资价值变现的井喷
期， 其中高耗能行业的产品再生利用处于
稳步复苏期。 预计到 2050 年，高能耗行业
产品再生、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电动汽车动
力电池回收三大终端领域再生资源利用将
形成 2.8 万亿元市场。

“对于高耗能行业的产品再生，应从政
策上把握进出口形势对国内外回收产品价
格竞争形势的影响， 关注地方资源回收政
策目标带来的示范市场机会， 从技术上处
理解决降级回收问题， 保证回收产品仍具
有原产品的性能； 从商业模式上鼓励原料
生产企业、回收企业、废物处理企业等上下
游价值链整合， 通过简化业务流程提升成
本竞争力。 ”张杰建议。

根据《蓝皮书》，能效提升方面也蕴含着
1.3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张杰表示，目前，国内
大部分节能服务公司，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企
业为主，行业集中度较低，缺乏提供整体深
度节能服务的资质和能力。在由政策主导向
市场主导转变的新时期，能效产业需要新的
发展动力。 “未来，革命性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将是工业能效投资的一大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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