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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行业是落实碳减排的关键部门，也是运动式减碳苗头最为突出的领域，部分减碳行动推进过急过快，

非但难以达到预期减排效果，还有可能扰乱地方、行业总体减碳布局，给能源安全、经济增长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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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于近日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精准做好用能保障扩大有
效投资工作。 会议指出，在推进“两高”项
目清理整改和“双控”“碳达峰、碳中和”的
同时，个别地方在认识上存在偏差，对“两
高”项目以外的部分优质项目用能保障不
到位，要求尽快予以纠正解决。 要统筹处
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节能减碳的关系，既
要踩住能耗“双控”的“刹车”，也要加大转
型发展的“油门”。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能源行业是落实
碳减排的关键部门，也是运动式减碳苗头
最为突出的领域， 部分行动推进过急过
快，非但难以达到预期减排效果，还有可
能扰乱地方、行业总体减碳布局，给能源
安全、经济增长带来隐患。

部分地区片面叫停化石能源项目

“目前各方都在要求遏制 ‘两高’项
目盲目发展， 我们也已明显感觉到节能
审查越抓越严了。没有审批报告，项目就
拿不到能耗指标，建设运营寸步难行。但
不是我们不做本子、不递报告，而是提交
上去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评审， 因为整
个地区能耗指标有限， 干脆暂时都放一
放。 ” 记者在宁夏某大型能源企业走访
时， 相关负责人表达苦恼，“企业必须配
合减碳工作，但到底哪些项目能做、哪些
不能做，希望主管部门根据行业价值、企
业节能水平、万元产值能耗等作出评判。
我们有 10 余个新项目，目前只有 1 个通
过节能审查，其他手续都合法合规，就是
卡在了能耗上。 ”

“被卡住”的情况不是个案。 以石油化
工为例，由于以化石资源为原料，其被视
为典型的排放大户。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示，有的地区笼统

地将石化产业纳入“两高一资”领域，或是
把原料煤和燃料煤都计入能耗总量；有的
地区未能区分烧碱、电石等真正高耗能的
煤化工产品和高技术含量的化工新材料、
精细化学品， 而实际上二者有着本质区
别；还有的地区没有统筹经济发展，片面
强调能耗及碳排放量控制，所有新项目一
律不批。 上述现象不仅违背减碳初衷，也
不利于行业高质量发展。

傅向升坦言，石化产业碳排放量居于
工业领域前列， 必须尽快制定减碳路线
图、时间表，但也要正确认识其作为国民
经济重要支柱的作用。 “比如，没有聚丙烯
熔喷布、乳胶制品等化工产品，就没有高
性能的防疫口罩、防护服。 正是化学合成
材料及其改性材料的应用，实现了汽车轻
量化，从而节省大量汽柴油燃料、减少碳
排放。 有些地区在强调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中出现了不该发生的现象，一些已经过
论证的项目停建、个别已建成项目不能开
车，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造成人力物
力等损失。 ”

简单把减碳等同于建设新能源项目

记者了解到， 运动式减碳不止发生在
化石能源领域。

“‘运动式’ 的表现还有蜂拥而上追
热点，甚至不顾自身实际快跑、抢跑。”中
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庞军发现，有
些地区一谈到煤炭、油气项目就“如临大
敌”，对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又“一路开绿
灯”，缺乏条件也盲目上马。“这些地方并
无风、光资源优势，仍简单把减碳等同于
建设新能源项目， 没有充分考虑自身资
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后期并网、
投入产出等实际问题。同时，大把存量项
目握在手上， 又没有做好历史排放情况

测算分析，节能技改、转型升级等工作无
从谈起。 ”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
心能源环境政策研究部副主任冯相昭说：
“目前多地将氢能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减
排终极手段， 已有 20 多个省区、40 多个
地级市出台相关规划。 其中，部分地区并
未全面评估自身条件、市场需求及未来趋
势，还有地区忽视了产业趋同、产能过剩
的风险，一味蹭热度。在内蒙古、陕西等化
石资源富集地， 氢能主要来源仍是煤制
氢，短期内具备成本优势，长远来看却与
清洁低碳背道而驰。 部分地区甚至存在
‘漂绿’嫌疑，上一个高耗能项目搭配一
个风电、光伏发电项目。 表面上看，新能
源可为前者提供绿色电力， 实际供应与
用电需求却相差多个数量级， 更像在表
姿态、打幌子，究竟贡献多少减排力量要
打个问号。 ”

庞军进一步称， 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
上，各地所处的发展阶段、实际需求、减排
潜力等各不相同，减碳节奏理应有别。 “各
地纷纷拿出方案，其中不乏提前达峰、提前
中和的口号。诸如北京等地，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已经脱钩，具备低碳发展基础，提前完
成任务是有可能的。 但在很多产业结构偏
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地区，产业基础不可同
日而语，没有必要操之过急，应尊重地区差
异、实事求是。 ”

先立后破，避免一刀切、齐步走

“我们需要稳态的碳中和，即社会经济
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之后的中和。 不是在
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是靠单一措施、
几项技术就能实现。 ”冯相昭表示，既要坚
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也要先立后
破，摸清排放家底、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

条件，统筹考虑、多点发力，同时保证经济
平稳运行。

傅向升也称，要避免“达峰、中和一把
抓”， 在达峰路径还没研究清楚的情况下，
没有具体措施、方案盲目谈中和。 各地区、
各行业在制定行动方案时，决不能一刀切、
齐步走，更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攀比。

“同时， 要妥善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
关系。 正常运行的存量应以减排为主，对
装置加大升级改造和节能减排力度，实现
排放最小化。 增量应科学核定，除论证项
目的技术、 市场可行性等传统内容外，还
要突出原料消耗量、能耗总量、废弃物及
碳排量，及其如何捕集、提纯和利用。已审
批完成、尚未开工的项目，应在重点评估
其能耗水平和能耗量后，视具体情况再确
定是否开工。 ”傅向升称。

据悉，宁夏已率先提出纠正措施。 具
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区别对待，对“两
高” 项目将严格按照规定分类处置 ；对
“两高 ”范围以外的项目 ，加大各项要
素保障力度 。 由自治区统筹设立能耗
强度下降激励目标 ， 对达到激励目标
的地区，考虑可不进行能耗总量考核 ；
二是把挖掘能耗潜力 、 腾出能耗空间
作为强化用能保障的主攻方向 。 将督
促各地加快节能诊断工作进度 ，“一企
一策”制定方案 ，挖潜用能指标优先用
于保障“两高”以外的优质项目，把能耗
指标向能耗低 、产值高 、效益好且能够
明显拉低全区能耗强度水平的优质项
目倾斜配置。 拟审批的项目应符合能耗
“双控” 目标要求， 防止出现 “一放就
乱、一管就死”的被动局面；三是要求各
级节能审查部门严格履行职责，按照节
能审查管理权限受理项目能评审查，不
得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理， 拖延项目能评
办理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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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发改委：

今年煤电交易价格
最多可上浮 10%

本报讯 记者卢彬报道：8 月
4 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委发
布 《关于调整 2021 年电力直接
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宁夏
今年 8-12 月电力直接交易有
关事项予以调整， 并提出允许
煤电交易价格在基准价（0.2595
元/千瓦时） 的基础上上浮不超
过 10%。

《通知 》指出 ，针对今年已
经成交的煤电年度交易电量
价格，经发电、用电（含售电公
司 ）双方协商同意 ，可以在基
准价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10%，
由交易双方报交易机构调整
交易价格。

《通知》明确，将有序放开煤
电企业优先发电计划，区内统调
燃煤电厂优先发电计划全部进
入市场， 以市场化方式确定上
网电价。 执行供热电价补贴的
热电联产机组优先发电计划保
持不变。

针对新能源企业参与电力
交易问题 ， 《通知 》指出 ，在月
度交易中，优先组织新能源企
业与电力用户直接交易，交易
规模占月度电力直接交易预
测规模的 25%，交易价格原则
上在与火电年度转让均价的
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5%。

《通知 》还提出 ，要调整正
偏差结算价格。 将根据电力供
需平衡需要， 由调度机构调用
的煤电（含银东配套电源）超发
电量，电价按基准价结算，其他
超发电量按基准价的 90%结算。
新能源超发电价按基准价的
70%结算。 全电量用户超用电量
电价全部按照“基准电价+上浮
10%”结算。 非全电量用户基数
电量由月度实际总用电量×基
数电量比例确定， 月度超用电
量电价按照 “基准电价+上浮
8%”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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