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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11 国国际际能能源源变变革革对对话话””之之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建建设设分分论论坛坛成成功功举举行行——————

在在苏苏州州，，共共话话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大大发发展展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 碳碳达达峰峰、、 碳碳中中和和目目标标的的提提
出出，，正正在在揭揭开开中中国国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建建设设
的的新新篇篇章章。。 低低碳碳、、绿绿色色、、高高度度数数字字
化化与与深深度度电电气气化化，，必必将将成成为为未未来来
城城市市的的核核心心特特征征与与最最为为重重要要的的
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要要求求。。

作作为为中中国国首首个个致致力力于于推推动动城城
市市与与能能源源协协同同发发展展的的专专业业智智库库，，
国国网网（（苏苏州州））城城市市能能源源研研究究院院坚坚持持
在在地地方方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的的全全局局和和国国际际能能源源变变革革的的
大大局局中中，，认认识识和和定定位位城城市市能能源源变变革革的的目目标标、、任任务务
与与路路径径。。 坚坚持持在在加加速速推推动动城城市市产产业业转转型型升升级级和和
培培育育城城市市经经济济新新动动能能的的格格局局中中，， 积积极极参参与与和和布布
局局城城市市双双碳碳产产业业孵孵化化，， 示示范范推推广广新新型型社社会会用用能能

形形态态，， 以以城城市市低低品品位位热热能能高高
质质量量利利用用、、大大规规模模储储能能技技术术、、
绿绿色色数数据据中中心心能能源源系系统统、、智智
能能物物联联终终端端、、数数字字化化平平台台、、灵灵
活活性性资资源源聚聚合合商商等等赛赛道道为为突突
破破口口，， 推推动动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建建设设关关
键键技技术术研研发发和和科科研研成成果果转转
化化，， 助助力力绿绿色色低低碳碳产产业业蓬蓬勃勃
发发展展。。

加加强强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建建设设国国际际交交流流，， 对对我我国国实实现现
碳碳达达峰峰、、碳碳中中和和目目标标，，推推动动全全球球共共同同应应对对气气候候变变化化
至至关关重重要要。。希希望望以以本本次次论论坛坛为为契契机机，，搭搭建建更更多多更更好好
的的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建建设设国国际际交交流流平平台台，， 广广泛泛学学习习吸吸收收先先
进进国国际际经经验验，，传传递递低低碳碳城城市市建建设设的的““中中国国声声音音””。。

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产业体系和清洁、安全、高效的现
代能源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建设宜业、宜居的低碳城市，是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直以来， 国网江苏电力高
度重视和支持苏州城市能源变革
发展，“十四五” 期间将投资 392
亿元， 携手政府共同打造智慧能
源高效能的城市能源互联网，推动苏州城市能
源供应、配置、消费、服务全过程低碳高效转型
升级。 届时将力争本地清洁能源发电装机比重
达到 39%，助力苏州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7%，

并通过电网数字化转型，建
设基于能源云网的苏州城
市能源大数据中心等项目，
探索建立“电力大数据助力
生态环境精准治理”政企合
作模式， 建成多方参与、共
赢共享、创新创业的能源互
联网价值创造生态圈。

相信通过此次论坛，能
够进一步为苏州市创建国际能源变革发展典范
城市赋智赋能，为中国低碳城市建设和城市能
源转型带来新理念、新方法，以及更多可复制、
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 个个人人认认为为，，释释放放城城市市潜潜力力对对于于实实
现现全全球球 11..55 摄摄氏氏度度温温控控目目标标至至关关重重
要要，，这这需需要要靠靠当当地地的的行行动动来来实实现现。。 像像

本本次次会会议议这这样样的的讨讨论论，，不不仅仅在在中中国国，，
在在世世界界范范围围内内也也变变得得越越来来越越重重要要。。
它它们们为为探探索索和和创创新新城城市市能能源源新新解解决决
方方案案提提供供了了一一个个平平台台。。 我我很很高高兴兴地地
说说，，IIRREENNAA 与与中中国国在在国国家家和和地地方方两两
个个层层面面都都有有着着成成功功的的合合作作历历史史。。

城城市市终终端端用用能能部部门门脱脱碳碳，，太太阳阳
能能和和风风能能将将发发挥挥关关键键作作用用。。 IIRREE鄄鄄
NNAA 最最新新发发布布的的报报告告《《22002200 年年可可再再
生生能能源源发发电电成成本本》》显显示示，，过过去去十十年年

来来，，可可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发发电电成成本本一一直直持持续续
下下降降，，公公用用事事业业规规模模的的光光伏伏发发电电成成
本本同同比比下下降降 77%%，， 海海上上风风电电成成本本下下

降降 99%%，，陆陆上上风风电电成成本本下下降降 1133%%，，聚聚
光光太太阳阳能能发发电电成成本本下下降降 1166%%，， 这这表表
明明可可再再生生能能源源市市场场竞竞争争日日趋趋激激烈烈。。

与与此此同同时时，，不不断断增增长长的的可可再再生生能能
源源需需要要通通过过创创新新解解决决方方案案来来增增强强电电网网
的的灵灵活活性性。。 我我们们最最近近的的两两份份创创新新展展望望
报报告告，， 就就讨讨论论了了更更有有效效地地管管理理城城市市能能
源源系系统统中中波波动动的的可可再再生生电电能能接接入入的的新新
兴兴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这这是是在在城城市市中中消消纳纳更更高高
比比例例屋屋顶顶太太阳阳能能光光伏伏的的关关键键因因素素。。 我我
们们即即将将发发布布的的关关于于城城市市行行业业耦耦合合机机会会
的的报报告告将将为为以以可可再再生生能能源源为为动动力力的的净净
零零城城市市基基础础设设施施设设计计提提供供更更多多启启发发。。

苏州在过去 40 多年创造了令人
瞩目的奇迹，今年有望成为中国制造
业第一大城市。随着人才、资金、技术
等要素不断集聚， 呈现出产业基础

好、科技水平高、创新氛围浓、开放
力度大的特点，苏州在城市发展，产
业结构、 行业类型与能源变革方面
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在碳达峰、
碳中和方面的实践， 对中国具有重
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苏州自 2012 年积极申报成为
国家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以来，经
过不懈努力， 低碳城市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 目前，苏州产业结构还比
较偏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
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因地域有限、人
口密集、资源稀缺，经济发展需求和
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仍较

为突出。苏州所处的季风气候区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域，需不断提升
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管面临
诸多严峻挑战，但苏州将拿出抓铁有
痕的劲头，在低碳转型上努力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苏州已经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了碳
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研究，正在抓紧制
定全市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实施方案，
将以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生
活方式和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夏勇:

为苏州创建国际能源变革发展
典范城市赋智赋能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
院长李伟阳:

低碳城市建设需加强国际交流

苏州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伟强：

敢为人先、先行先试，苏州努力争当低碳转型表率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创新与技术中心主任道夫·吉伦：

释放城市潜力对实现 1.5℃温控目标至关重要

城市是二氧化碳减排当仁不让的先行
军、主阵地。 在我国，能源碳排放占到全国
排放总量的 80%， 而能源消费总量的 85%
就集中在城市。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城市可以
发挥哪些作用、承担哪些重任？ 能源变革
又将如何驱动低碳城市高质量发展？ 6 月
28-29 日,在苏州举行的“2021 国际能源变
革对话”期间，苏州市人民政府、国网（苏
州）城市能源研究院、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中国能源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联合承
办的低碳城市建设分论坛上， 来自烟台、
盐城及英国布里斯托、德国曼海姆等中外
城市代表，与能源行业权威组织、重量级
能源企业的专家共话低碳城市大发展。
100 余名嘉宾代表现场参会、 超过 110 万
人次线上参会。

迈向碳中和
城市成关键

在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城市
力量愈发不容忽视。 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
长、国网（苏州）城市能源研究院院长李伟
阳表示， 城市是实现双碳目标的焦点与主
场， 该目标也为低碳城市建设开启了新篇
章。 “低碳、绿色、高度数字化和深度电气
化， 必将成为未来城市的核心特征与重要
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

在“低碳化”已成国际共识的情况下，城
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城
市具有巨大减排潜力， 对于实现将全球温升
控制在 1.5摄氏度内的目标至关重要。 ”国际
可再生能源署创新与技术中心主任道夫·吉
仑举例，在城市，运输、建筑和工业等终端能
源部门占到全球减排潜力的 60%左右， 这些
能源利用环节若能实现脱碳，到 2050年有可
能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项目主管陈勇进一
步称，目前，城市能源消费占全球终端能源

消费的比重约在 67%-76%，对应二氧化碳
排放比重 71%-76%。 “随着全球城镇化进
程加速， 上述比重还将继续增加。 反过来
看，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影响日益显著，居民
健康、气候环境等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城市是减碳的关键一环。 ”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胡
润青看来， 已具备建设低碳城市的基础。
“从 2012 年起， 我国先后开展新能源示范
城市、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城市、低碳及零碳
城市建设等工作， 大批城市参与其中。 如
今，在‘低碳’定位下，城市所扮演的角色正
在由能源需求者转向能源生产和消费相结
合的主体， 战略定位与发展思路也将发生
重大调整。 ”

内生动力增强
城市提速发展可再生能源

记者了解到，部分城市先行先试，积极

探索有效的减排路径及绿色发展新模式。
截至目前，全国确定了 3 批、87 个低碳试点
城市， 根据资源禀赋、 产业结构等不同特
征，各地减排路径也各具特色。会上，苏州、
烟台、 盐城分别分享了各自所在城市的低
碳建设经验。

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
先进制造业中心， 苏州于 2012 年成功申
报国家第二批低碳试点城市，近年来高端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大幅
提高，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成为支柱产业。
“苏州是工业强市，工业企业量大面广。 以
碳减排为核心， 我们积极推动源头治理，
连续 5 年对碳排放量超过 1.3 万吨的企业
进行排查， 并量身制定减碳目标。 ‘十三
五’期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
降 81.5%，超额完成减排目标。 ”苏州政府
副秘书长蒋华表示。

作为第三批低碳试点城市， 烟台正大
力培育低碳经济， 探索独具特色的减碳之

路。 “超过 900 公里的海岸线承载着烟台乃
至山东省的减排动力，核电、海上风电等优
势产业应运而生。 ”据烟台市新兴产业发展
推进中心（核电办）主任张洁非介绍，目前
在烟台 1870 万千瓦的电力装机容量中，清
洁能源占比已达 45.5%， 下一步规划建成
2000 万千瓦核电装机。 在此基础上，还将
重点围绕核能综合利用，发展核能供暖、核
能海水淡化、核能工业蒸汽等相关产业。

据盐城发改委二级调研员万宏介绍，盐
城也已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首个“千万千瓦
新能源发电城市”， 尤其是海上风电装机规
模占到江苏全省的 60%。目前盐城正致力于
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产业制造基地、国际绿
色能源之城，以及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

“新形势下，城市对于推动可再生能源
应用的意愿越来越强烈。既有产业转型与经
济发展的需要，又有考核指标要求的外在压
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胡润青指出。
她建议，对于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西北城

市，既要实现充分开发，又要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对于中东部
发达城市，资源、土地通常存在局限，则更多
需要综合的政策体系予以推动。

能源与城市协同
低碳解决方案渐行渐近

低碳城市如何建设？ 与会嘉宾纷纷给
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胡润青认为，城市更适合发展分布式光
伏、分散式风电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且已
具备规模化应用的条件。“目前，技术不存在
大的问题，但城市土地、屋顶等空间资源却
普遍面临不足，科学、灵活用地是一大考验。
出于资源局限，部分地区还存在可再生能源
装机与负荷不匹配的情况，做好储能、调峰
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此，做好顶层
设计与政策支撑是当务之急。 ”

陈勇指出， 未来城市是电能的世界，终
端能源利用将持续趋于电气化。 “随着装机
持续增长、成本屡创新低，城市可再生能源
替代化石能源电力的潜力无限。电能占终端
用能比重的年增量， 若由目前的 0.25 个百
分点/年增至 1 个百分点/年，则建筑、交通
和工业部门的深度电能替代可分别减少碳
排放量 25%、54%和 16%。 城市用能的电气
化、智能化，反过来还能促进需求侧灵活性
的提升，支持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进一
步消纳和应用，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

李伟阳表示， 构建现代化城市能源体
系需与低碳城市建设协同推进。 “以苏州为
样本，我们将持续探索可落地、可复制、可
推广的协同推进路径。目前，已初步建立包
括城市级、区县级、园区级、用户级在内的
综合能源规划方法模型，逐步形成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指引下的城市能源互联网规
划，城市和园区发展碳达峰、碳中和路径，
以及能源变革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战略框
架等系列产品。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仝仝晓晓波波//整整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