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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别凡报道：4 月 21 日，在济宁市
田黄镇白龙池村，随着钻井机的阵阵轰鸣，地下水
如蛟龙般喷薄而出，引发周围村民连声欢呼。这是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实施的重大公益性地质
调查项目———邹东水文地质调查与田黄镇示范项
目的一大成果。 该项目取得了贫水区找水的重大
突破，形成了花岗岩贫水山区“科学找水、精准打
井、优良施工、百姓受益”的找水新模式。

据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院长谭现锋
介绍，该项目共施工 51 眼水文地质探采结合孔，
总涌水量达 2.6 万方/天，可有效解决田黄镇 1.5
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成为济宁市探索资源型城
市转型升级、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马敬杰
对记者表示，除了水资源外，济宁市在清洁能源
的勘探方面也收获颇丰。 例如，近期查明了一处
大型地热田———济宁地热田， 面积达 1204 平方
公里，其中李营地热井深 1600 米，日流量超 1 万
立方米，流量位居山东省前 3 位。 济宁地热田供
暖期每年地热水可采资源量达 0.8 亿立方米，可
减少碳排放量 140 万吨。

此外，济宁市在战略性找矿方面也实现了多
项重大突破，近期新增煤炭资源量 3.52 亿吨、铁
矿石资源量 0.59 亿吨、 铜矿石量 36.74 万吨、轻
稀土矿石量千万吨。

为建设云南
省 昭 通 市 巧 家
县白鹤滩库区 ，
对 库 区 移 民 实
施易地安置。 图
为安置小区———
蒙姑镇文笔社区
移民新村。 该小
区 内 配 套 建 设
幼儿园 、 小学 、
社区卫生所 、商
场等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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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信用”推动氢源低碳化
■■本报记者 仲蕊

专家观点：

“电力行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行业， 不仅自己要达峰， 而且还要支撑全社会尽早达
峰，助力全社会低碳转型。 ”

电力是实现碳中和关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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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权交易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重要市场化手段。 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近日举办的首届 “中国碳市场机制与绿氢
评价”高级培训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碳交
易作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市场机
制，如果能够开发探索“碳信用”工具，将有
利于实现氢能及碳交易市场的联动， 并促
进低碳清洁氢能供应体系的建立。

制氢路线加速向“绿氢”倾斜

中国工程院院士衣宝廉将氢能在能源
转型中的作用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可
以实现大规模、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消纳，并
通过储运在不同行业和地区间进行能量分
配；其次，氢能可充当能源缓冲的载体，提
高能源系统韧性；再次，氢能对于降低交通
运输、工业用能、冶金工业、建筑采暖等领
域的碳排放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前我国的氢能来源主要为工业副
产氢及化石燃料制氢。 工业副产氢普遍纯
度不高，需要进一步去除杂质；化石燃料
制氢技术虽然较为成熟、成本较低，但需
要将产生的二氧化碳捕捉和封存，才能达

到碳减排目的。 ”衣宝廉强调，在低碳发展
和能源转型背景下，目前最值得发展和期
待的氢能制备途径还是可再生能源电解
水制氢。

值得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制取的“绿
氢”作为一种低排放的能源，未来将对我国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重要作用，但现
阶段，如何从生产“灰氢”过渡到“绿氢”缺
乏相应的政策引导。专家指出，碳交易市场
的建立与完善将使化石燃料制氢的碳排放
问题更加凸显。在政策影响下，制氢技术路
径和氢源将加速向“绿氢”倾斜。

“碳信用”连接碳、氢两个市场

据介绍，“碳信用” 是指温室气体减排
项目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认定程序确认减
排量化效果后， 由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机构

签发的碳减排指标。在碳交易机制中，控排
主体在履约过程中， 可以从碳市场购买一
定数量的“碳信用”来抵消自身碳排放的整
个过程。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高级经理聂利斌
表示，在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国家核证自愿
减排量(CCER)就是作为我国的“碳信用”
而存在的产品， 它由企业通过申报和实施
项目削减温室气体而获得， 可在自愿减排
交易市场流通， 并提供给需要强制控排的
企业在需要时用于抵消部分碳排放。

这意味着，CCER 可以看作是强制减
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之间的 “桥梁”，能
在两个市场参与者之间建立联系。

“今年是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关键之年，国家统一碳市场运行后，将有
更多企业被纳入到控排体系中。 就氢能产
业而言， 通过碳减排或绿色认证体系确定

CCER 后，即可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可以
为氢能产业带来额外的市场化补贴和收
益，也有利于引导产业低碳化发展。 ”相关
业内人士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4 月，我国自
愿减排平台交易信息公示平台 CCER 项
目备案量达 1047 个， 预计年减排量 13957
万吨，主要分布在风电、光伏、水电和农村
沼气项目，其中风电项目最多。在聂利斌看
来， 我国自愿性碳市场将有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

事实上，已有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开始关
注如何实现氢能与碳市场交易体系的互联
互通。 4 月 7 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对
外发布了 《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 提出建设碳
交易中心氢能产业板块交易平台，建立较为
完善的清洁氢认证、 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

碳交易机制等创新制度体系，搭建能源互联
网交易平台，服务绿色氢能产业发展。

量化氢能碳排放数据是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碳减排量的精确核算是
氢气定价的重要基础， 未来的 CCER 以及
碳排放配额价格也将对氢价形成重要参考。

对此，聂利斌指出，现阶段，量化氢能
项目的碳排放数据， 可以为打通氢能市场
和碳排放市场奠定基础。例如，氢能企业可
以通过精确测算减排量开发氢能 CCER
项目，从而获取“碳信用”，并进入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进行交易。

“碳交易市场的逐步建立，能够为低碳
行业提供更好的商业机遇， 也为氢能切入
这一市场提供了机会。 ”聂利斌认为，未来
几年，交通、工业和能源领域将会是氢能市
场的主要增长点，也将是氢能 CCER 项目
开发的主要着力点，在开发氢能 CCER 项
目时，应加强碳排放数据管理，通过化石能
源制氢、工业副产氢、可再生能源制氢等不
同制氢路径进行碳排放核算，确定基准值，
为 CCER 提供核算标准。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让电力行
业处在了“聚光灯”之下。 在近日
举办的 “2021 中国国际清洁能源
博览会暨综合能源服务产业博览
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上，与会

专家一致表示， 能源行业是我国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行
业，发展清洁能源是重要路径，其
中， 传统电力转型清洁电力是重
中之重。

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智表
示，我国清洁能源产业开发利用规
模稳居世界第一。 截至 2020 年底，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 9.34
亿千瓦， 占总装机比重的 24.4%。
清洁能源对我国减污降碳贡献不
断增大。 仅 2020 年，我国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规模就达到 6.8 亿吨标
煤，相当于替代了 10 亿吨煤炭，减
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别为 17.9 亿吨 、86.4 万
吨和 79.8 万吨。

专家普遍认为 ， 电力行业是
碳排放的重点领域， 也是实现碳
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主要 “责任
人”。 电力工业碳排放量占我国碳
排放总量比例较高。 控制电力行
业碳排放量是推动我国碳排放尽
早达峰的重要措施。

在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境资
源部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中心
主任潘荔看来 ，实现 “碳达峰 、碳
中和”目标，意味着我国将完成全
球最高碳排放强度的降幅， 用全

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实现从碳达
峰到碳中和 。 “电力行业是我国
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行业 ，不仅自己要达峰 ，而且还
要支撑全社会尽早达峰 ，助力全
社会低碳转型。 ”

“电力在整个碳排放过程中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每个
国家的资源禀赋不一样， 碳减排
技术路线也不一样。 ”国网能源研
究院副总工程师马莉提醒， 比如
欧盟是多管齐下， 既依靠扩大清
洁能源的规模， 也通过各行各业
提高能效来实现。 日本则特别重
视发展氢能等新兴的清洁能源来
摆脱能源困境。

“从技术路线来看，国际社会
对碳减排的普遍共识是发电侧减
碳脱碳， 加上提高消费侧的电气
化和高效化。 目前我国的发电侧
清洁化 、低碳化 ，消费侧电气化 、
高效化路径还需进一步细化 ，包
括时间表、路线图、减碳空间等。 ”
马莉进一步表示。

众所周知， 保障供电安全是电力系统
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 1978
年到 2020 年，我国发电量增长了 25 倍。 虽
然目前我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电力系
统，但整个电力系统的调节性、灵活性电源
只有 6%左右， 远低于美英韩 30%-40%左
右的水平。

“电源灵活性偏低是我国低碳转型面临的
关键问题。 在目前的电力结构下，煤电既发挥

着灵活性作用，又是减排的压力所在。 ”中电联
环保与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张晶杰表示。

中电联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直言，我国
煤电机组平均运行年龄约为 12 年， 煤电承
担着托底保供和重要负荷中心支撑性电源
的作用，在促进新能源发展的同时，要发挥
煤电灵活调节的主力电源作用，现在大规模
淘汰煤电还为时尚早。 “发达国家关停的煤
电平均运行年龄在 50 岁以上， 即便按照煤

电机组运行 30 年计算，还有 10 多年的服役
期。 煤电灵活性改造也不要仅局限于锅炉、
气机，可以和储能相结合，也可以和制氢相
结合。 ”

IEA 数据显示，我国运行年龄为 20 年以
下的年轻煤电机组占比高达 85%， 而美国、
欧盟只有 10%、20%左右。 这意味着，我国煤
电与发达国家在低碳转型中面临着巨大差
异，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措施。

目前， 发电行业的碳市场相关规则已明
确，年排放 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年消
耗 1 万吨标煤以上的企业将被纳入重点排放
单位。 2019年、2020年发布的碳市场配额分配
对相关技术给予了正向激励：燃气机组不要求
强制履约，燃煤机组设计了“履约天花板”，即
配额履约缺口上限值为企业碳排放量的 20%。

张晶杰表示， 目前全国碳市场整体机制

已基本到位。 为完善全国碳市场的基础设施
建设， 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
统的建设方案还将进一步修订完善， 目前碳
市场建设正按时间倒排推动相关工作。

“对于 2021 年配额目标的设计，要考虑
各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合理分配不同行
业的控排指标。 碳市场配额发放不宜过紧，
要给相关企业一定生存空间， 逐步淘汰碳

排放过高的企业。 ”张晶杰表示，配额发放
后 ，对于碳市场来说 ，下一步就需要在生
态目标下，考虑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所
处发展阶段进行政策设计， 然后合理分配
不同行业的空白指标。 “建议进一步加强电
力市场和碳市场机制联动， 扩大碳市场的
覆盖范围， 争取纳入更多行业和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 ”

全国碳市场实施条件已具备

电源灵活性偏低制约低碳转型

电电力力行行业业成成碳碳减减排排““主主力力军军””
专专家家建建议议，，进进一一步步加加强强电电力力市市场场和和碳碳市市场场联联动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苏苏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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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清洁能源，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