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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不会限制经济社会
发展，还会推动新兴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发展方式的出现，会带来
新投资、新技术、新交通、新建筑、新能源，将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
的新型发展方式。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会长兼首
席政策专家骆建华表示，气候变化是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议题。 碳中和是未来三十
年大国博弈的新焦点。 “零碳经济是未来经
济发展的新风口。 谁占领潮头，谁就能拿到
通向未来的钥匙。 ”

据了解， 目前全球有 54 个国家实现了
碳达峰，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德
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其排放总量占到
了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36%左右。 从实现碳达
峰到实现碳中和，欧美发达国家基本都经历
了 50—70 年。 而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较大，导致我国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将承受较大压力。

“按照计划，我国将在 2030 年实现碳
达峰、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期
限仅为 40 年， 考虑到我国现有的以高碳

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超 100 亿吨的年碳
排放量、 高耗能产业去产能的艰巨任务
等现实情况， 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增长
需求与减排降碳压力将同时存在。 ”骆建
华表示，“对我国来说，碳达峰、碳中和是
一场硬仗。 ”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
院院长林翎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量大、
发展速度快、用能需求高，能源结构以煤
为主， 使得我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
高”。 加之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
化发展阶段， 具有高碳的能源结构和产
业结构，发展惯性大、路径依赖强。 用不
到 10 年时间实现碳达峰，再用 30 年时间
实现碳中和，意味着碳排放要快速下降，
几乎没有缓冲期， 实现减碳目标需要付
出艰苦努力。

碳减排既是气候、环境问题，也是
发展问题，涉及能源、经济、社会、环境
方方方面，需要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
济增长、社会发展、成本投入等诸多因
素， 对我国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

“如今， 碳减排已经成为各经济
体之间博弈的重要战场。 ”骆建华表
示，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仍然
没有实现碳达峰。 碳拐点的出现，与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产业结构
和能源结构密切相关。从经济发展水
平看，欧洲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的人均

GDP 为 2 万美元左右， 美日的这一
数据为 4-5 万美元。 而中国目前的
人均 GDP 仅为 1 万美元 ， 在人均
GDP 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未来我国
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速。

骆建华介绍，从城市化率来看，无
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碳拐
点基本出现在城市化率超 70%阶段。
欧美国家碳达峰时城市化率已达到
70%， 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是 60%，
城市化水平不高， 意味着我国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仍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
设，这对碳减排颇具挑战。 从产业结构

来看，欧美国家实现碳达峰时，第二产
业已经下降到 27%以下， 而目前我国
第二产业占比仍高达 39%， 从产业结
构来说， 碳达峰目标对我国经济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来，
“降碳与发展并不相悖”。 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不仅不会限制经济
社会的发展，还会推动新兴经济的发
展，促进新发展方式的出现，会带来
新投资、新技术、新交通、新建筑、新
能源，将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型
发展方式。

杜祥琬认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 就要重新认识我国的能源资
源禀赋，在认识到富煤、缺油、少气的
同时， 也要认识到我国拥有丰富的可
再生能源可供开发， 逐步建成以非化
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

“碳达峰是瞄准碳中和的。 ”杜祥
琬表示， 节能提效是降低碳排放的一
大举措。2019 年，我国的能源强度是世
界平均水平的 1.3 倍， 远高于发达国
家。 如果将能源强度降到世界平均水
平，意味着获得同样的 GDP，我们将少

用近 10 亿吨标准煤。 在当前消费水平
下，能耗每降低 1%，可减少 0.5 亿吨标
准煤、减排 1 亿多吨二氧化碳。

在骆建华看来，碳达峰、碳中和本
身是一个环境目标，或将对环保行业带
来新的变革。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环保产业将迎来 3 个转变：从末端治理
向源头控制转变，从二氧化碳、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单因子控制向协同控制转
变，从环保产业常规污染物控制向特殊
污染物控制转变。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存量和增

量、减排与碳汇三个关系，抓住电力、工
业和交通运输三个关键领域，建好碳交
易和电力两个市场。 ”

“碳中和投资高达百万亿元级，要
刺激投资， 需要建立市场机制和商业
模式，其核心和关键就是碳价格。 ”骆
建华表示，碳价格的制定有两种，一是
通过市场交易定价， 二是通过碳税来
定价。 目前我国已有 7 个碳交易所，但
在没有二氧化碳总量控制的情况下，
很难形成真实的碳价格， 未来如何发
现碳价格，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发现真实碳价是关键

降降碳碳与与发发展展并并不不相相悖悖
■■本报记者 苏南

降碳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梓报道：近日，生
态环境部对辽宁省一些地方高耗能、 高排
放（以下简称“两高”）项目管控不到位问题
予以通报。

生态环境部指出， 辽宁省主要存在部
分“两高”项目违法建设和节能审查审批监
管不到位两大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
位在报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前， 需取得
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企业
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得节
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生态环
境部指出， 辽宁省各市上报的拟投产达产
重点用能项目中有 37 个项目没有取得节
能审查意见就擅自开工建设或建成投产。

记者了解到，在国家节能减排要求下，
辽宁已出台多项涉及能耗“双控”的文件，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落实到监管层面。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
办法》要求，新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 万吨

（含）标准煤以上的高耗能项目应实施能耗
替代，但该项规定落实不到位。 2019 年，省
级节能审查批复的项目中， 有 9 个能耗为
5 万吨标准煤以上的高耗能项目未落实能
耗替代要求， 设计新增能耗达 177 万吨标
准煤。《辽宁省“十三五”能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考核体系实施方案》要求，对未完
成能耗强度降低目标的市政府实行问责，
对未完成能耗总量控制目标的市实行高耗
能项目缓批限批。但 2018 年抚顺和本溪等
7 个城市、2019 年丹东和铁岭等 4 个城市
能耗强度降低目标未完成， 辽宁省一直未
实行问责；2018 年营口、盘锦等 10 个城市
能耗总量控制目标未完成， 应实行高耗能
项目缓批限批，2019 年辽宁省又先后通过
了上述有关城市申报的 5 个高耗能项目节
能审查，设计新增能耗 142 万吨标准煤。

资料显示，辽宁省能源结构偏重，经济
增长对能源消费依赖性较强。 2020 年，辽
宁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就高达

1.62 亿吨标准煤， 较 2018 年增长 22.7%。
其中， 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
1.47 亿吨标准煤， 较 2018 年上升 27%；六
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占规模以上
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重高达 91%，较
2018 年增加 3.1 个百分点。 而国家发改委
发布各地区 2019 年度能源消费总量和强
度双控目标考核结果公告显示， 在 10 省
（市）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18 省（区）
考核结果为完成等级的情况下， 辽宁考核
结果为基本完成等级。 能耗“双控”工作仍
面临较大压力。

对于此次通报， 辽宁省政府随后召开
专题约谈会议和党组会议。 专题约谈会议
明确，要全面排查整治违建项目，从严管控
审批拟建项目，完善加强能耗排放执法，大
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省
政府成能源消费“双控”工作专班，采取强
有力措施， 严格落实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双控”及碳排放强度控制要求，对违建“两

高”项目坚决叫停、坚决问责。
强大压力之下，辽宁省未来的能耗“双

控”又能否达标？ 记者注意到，此前颁布的
《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指出，要
强力推进能耗“双控”。 坚决实施能耗强度
控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能行为，严禁违
法违规新上高耗能项目。 完善能耗“双控”
目标引领倒逼机制， 重点控制以煤炭为主
的化石能源消费。严格实施节能审查制度，
加强节能监察， 加大节能标准法规等落实
情况监察力度，严格执行差别电价、惩罚性
电价、阶梯电价政策，重点产业应严格实行
能耗等量和减量替代。推行用能预算管理，
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现代服务业、 高技术
产业、先进制造业发展，对能耗强度下降目
标形势严峻、 用能空间不足地区的高耗能
项目依法实行缓批限批。 但这些措施究竟
能否有效落实，辽宁在能耗“双控”工作中
能否迎头赶上，仍是未知数。

二氧化碳工业固定
利用技术获突破

本报讯 记者别凡报道 ：碳
减排目标时间紧 、任务重 ，社会
各界开足马力出实招。在以绿色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外 ， “用碳
不排碳”的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技
术也成为业内探讨的热点。山东
大学教授朱维群日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将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产
生的二氧化碳直接转化为三嗪
醇，是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一条
可行之路。

山东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
任周勇认为， 目前权威机构列出
的碳中和技术高达一百多种，但
其中的成熟技术不足 20%， 我国
进行减碳技术开发并取得知识产
权的时间窗口仅为 5 年左右，亟
需在低碳技术方面联合攻关，并
取得知识产权。

据介绍，固碳利用是指二氧化
碳在生态系统中的固定利用。以二
氧化碳为主要原料，做成稳定的固
碳产品，实现二氧化碳的工业固定
利用，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
途径。

“与其它二氧化碳固定或封存
产品相比，生成 1 吨三嗪醇需要消
耗 1 吨二氧化碳，是目前二氧化碳
利用率和固定量最高的产品；同
时，三嗪醇也是目前能量消耗最少
的一种二氧化碳固定产物，可实现
长期固碳，二氧化碳一旦被以此形
式‘封印’，便很难再释放返回大气
中。 ”朱维群表示。

据了解， 三嗪醇用途广泛，可
用于生产高分子材料，如通过三嗪
醇合成的三嗪胺比现有三嗪胺生
产方法可减少 1 倍的原料消耗，具
有低成本、低碳排放、低内能等优
点，目前三嗪胺的市场容量高达千
万吨级，且正以每年 10%左右的速
度增长；同时，三嗪醇还可应用于
燃煤烟气脱硫脱硝治理，且无需再
进行废水和烟气“消白”二次治理，
预计市场容量也高达千万吨；此
外，三嗪醇还可用作漂白剂、杀菌
剂等精细化工产品及缓释肥，市场
需求为百万吨级。

据介绍，该二氧化碳工业固定
利用技术已有实验项目开展中试，
打通了工艺流程，得到纯白色固体
三嗪醇， 且三嗪醇纯度高于 85%。
如果大规模工业化应用，预计可封
存二氧化碳数亿吨，有望成为减少
碳排放的一条新路径。

能源增长需求与减排降碳压力同在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碳达峰、
碳中和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
赋， 正确认识本国国情要素”“要在 40 年后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挑战巨大”……这
是记者在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产业联
盟近日举办的“2021 能源环境服务产业年度

峰会”上听到的最多话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碳达峰 、碳中和

是对我国的一场大考 。 要完成碳达峰 、
碳中和目标， 除了要重新认识我国能源
资源禀赋外， 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统筹多方因素。

辽宁能耗“双控”不力被通报

山东省昌邑市充分利用沿海风能资源优势，积极引进新能源开发企业在开阔滩涂盐田开发建设风力发电项目，输出运用绿色清洁
能源，造福一方群众。 图为日前昌邑市下营镇华能风电场，庞大的风车群在滩涂盐田上运行转动，场面壮观。 人民图片

山山东东昌昌邑邑：：滩滩涂涂盐盐田田风风电电““强强劲劲””

环环保保前前沿沿

在在““22002211 能能源源环环境境服服务务产产业业年年度度峰峰会会””上上，，多多位位专专家家一一致致认认为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