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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这份由 60 多个国家
的 234 名科学家联手做出的气候报告，首
次以“红色警告”来评估气候危机，称地球
环境短短几百年内已经被人类大幅改变，
考虑到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即将于 11 月召开，这无疑是一
次公开警示，以号召更强有力、大范围、持
续的减排活动。

排放导致变暖不可逆转

该报告以“毫不含糊、史无前例、不可
逆转” 来形容当前的气候危机。 IPCC 指
出，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
造成全球变暖， 即使温度只上升 1.5 摄氏
度，一些史无前例的极端事件也会越来越
频繁地发生，而迄今经历的气候变暖已经
使许多地球得以生存的支撑体系发生了
变化，这些变化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
间范围内都是不可逆转的。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强
调：“我们既没有可以再延误的时间，也没
有再找借口的空间了。 ”他补充称，COP26
即将召开，希望 IPCC 的研究成果，可以让
与会各方在本届气候大会上拿出更为积
极的气候行动方案。

事实上，摆脱化石燃料的必要转型，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快速、深远和
前所未有的变革”。 美国 CNBC 新闻网
评论称，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最新的现
代气候科学黄金标准总结。 《华尔街日
报》则表示，这个最新、最大的一次警告
分量极重，为 COP26 制定了更为详尽的
行动纲领。

“每避免 1 摄氏度或 0.1 摄氏度的升
温，都能降低发生极端事件的风险，只有意
识到这一点，人类才可能不再把脑袋埋进
沙子里。 ”奥地利魏格纳气候与全球变化
中心科学家、IPCC 报告作者之一 Douglas
Maraun 坦言。

控温目标变得遥不可及

IPCC指出，1970年以来的 50年中，全
球地表温度的上升速度超过了过去 2000
年中的任何相同时间段，2011 至 2020 年的
地表温度比 1850 至 1900 年间高出 1.09 摄
氏度，过去 5 年是 1850 年有记录以来地球
最热的 5 年，与 1901 至 1971 年间相比，最
近的海平面上升速度几乎增加了两倍，如
果全球能够在 2020 年代大幅减少排放，并
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仍有希望完成控
制升温 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也就是说，从现在看，全球如果再不
“立即、快速和大规模地”减少排放，将升
温控制在 1.5-2 摄氏度的目标将变得遥

不可及。
根据 IPCC做出的 “极低排放情景”下

的全球变暖情况，到 2040年，地球将升温 1.5
摄氏度， 到 2060 年将升温 1.6 摄氏度；到
2050年，海平面将比 1900年上升约 0.35米，
到 2100年将上升约 5米。而在“高排放情景”
下，全球碳排放量将增加 3倍，到 2040年升
温 1.9摄氏度， 到 2060年升温 3摄氏度，到
2100年升温 5.7摄氏度。同时，到 2100年，海
平面将比 1900年上升约 100米。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上述哪种情景，
到 2050 年，每年 9 月北极地区都将至少出
现一次冰雪全部融化的现象。

根据行业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的预
测，如果要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
到 2050 年，需要有近 44%来自电气化和效
率提升的减排、33%来自原料变更和燃料
转换的减排、23%来自碳捕捉和封存等除
碳技术的减排。

减碳降温早已刻不容缓

对于这个“红色警告”，全球多国已经
有所意识，减碳降温刻不容缓。 中国气象
局气候变化中心几年 8 月初刚刚发布 《中
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其中就做出类
似警告，称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
键指标表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进一
步加剧，全球变暖趋势仍在持续。

无独有偶，欧洲经济委员会也于近期
发布了减排方面的报告，强调如果全球不
希望碳中和目标落空，就要将核能纳入其
中。核能在过去 50 年避免了约 740 亿吨的
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近两年全球能源相
关排放的总和，其应该被视为更广泛投资
组合的一部分，同时配合部署其他可持续
低碳或零碳技术，以实现全球能源系统和
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脱碳。

“我们不要悲观宿命论，实际上人类并
非死路一条， 而是必须即刻马上行动起
来。 ”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家、IPCC 报告
作者之一的 Friederike Otto 表示。

然而，也有部分国家对于减排仍然持
抵触情绪。比如澳大利亚，针对 IPCC 的严
厉警告，该国总理莫里森却公开表示，应对
气候变化，澳大利亚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据德国之声报道，莫里森对气候问题不以
为然的态度在澳国内引起强烈抗议，8 月
10 日一群抗议者聚集在首都堪培拉的莫
里森官邸外，并试图在墙壁上喷洒“气候关
怀责任”的字样。

据了解，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煤炭出
口国、大型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同时也是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二大的经合组织国
家，该国此前宣布争取“尽快”实现温室气
体中和，最理想目标是 2050 年前，但迄今
仍未做出任何进一步承诺，如具有约束力
的日期、碳交易机制等。

沙特阿美上半年净利猛增一倍有余
本报讯 沙特阿美日前发布第二季

度和上半年财报，其中第二季度实现净利
润 25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8%， 创下
2018 年底以来最高季度利润水平， 自由
现金流同比增长 207%至 226 亿美元，这
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该公司自由现金
流首次超过季度股息。

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 Amin Nasser
表示，良好业绩表现反映了全球能源需求
的强劲复苏，沙特阿美下半年将更具韧性
和灵活性。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存在
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可以迅速、有效
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 ”

据了解， 沙特阿美上半年盈利同比
增长 103%至 472 亿美元， 同时实现 409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在第二季度和上半
年利润猛增的背景下， 沙特阿美继续第
二季度延续第一季度的分红水平 ，即
188 亿美元/股。

但投行普遍认为沙特阿美的股息分

配较低，希望该公司上调股息率，以向同
行看齐， 目前沙特阿美股息率约 4%，而
bp、 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的股息率都在
5%以上。 美银指出，沙特阿美需要增加股
息以保持竞争力，油价上涨和“欧佩克+”
推动的逐步增产将支持未来几年自由现
金流的显著增加。

对此，Amin Nasser 表示， 将在今年
晚些时候， 对今年是否坚持普通股息分
红进行讨论。 实际上，沙特阿美每年 750
亿美元的股息是沙特重要的财政资金来
源，沙特政府拥有该公司 98%股份，同时
正试图缩小预算赤字， 去年疫情暴发导
致能源价格暴跌， 使得该国预算赤字急
剧上升。

值得关注的是，截至 6 月 30 日，沙特
阿美资产负债比率从去年底的 23%降至
19.4%， 不过仍高于管理层希望的 15%的
上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以及经营现金流的强劲增长，以及该公

司最近原油管道交易产生的相关收益。
同时， 沙特阿美第二季度实现了

100%的原油及其它产品交付可靠性，并
实现 1170 万桶/日石油当量的碳氢化合
物总产量。 《金融时报》指出，沙特阿美正
在利用油价上涨来降低杠杆率，同时打算
投资增加产能，第二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
维持在 70 美元/桶区间。

数据显示， 沙特阿美第二季度资本
支出为 75 亿美元， 上半年资本支出为
157 亿美元， 分别同比增长 20%和 15%。
该公司表示， 今年资本支出预计约为
350 亿美元，与此前的指导意见一致，其
中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将原油日产量提高
到 1300 万桶。

Amin Nasser 表示， 目前已经看到了
增产的利好市场时机， 预期是复苏将继
续。“随着更多经济体开放，石油供应不足
的苗头较为明显，预计到年底需求将达到
9900 万桶左右， 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很好

的机会。 ”他说，“距离完成公司产能目标
还有大约两年时间，目标是将石油产量从
1200 万桶/日增至 1300 万桶， 我们预计
明年全球石油需求能够恢复至疫前水平，
即 1 亿桶/日。 ”

与之相比，bp、 道达尔等西方能源巨
头都表示会在未来 10 年逐步下调产量，
这主要是受气候危机和环保压力所致，目
前这些公司都加大了清洁能源和绿色创
新技术的投资比例，同时努力降低自身碳
足迹。

此外，沙特阿美还打算继续收购印度
信实工业的石油化工炼油业务，沙特阿美
首席财务官 Ziad al-Murshed 透露， 目前
正在进行相关调研，目标年底前敲定这笔
交易。 2018 年，沙特阿美计划斥资 150 亿
美元收购这笔业务 20%股份，但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而被迫推迟，沙特阿美第二季度
财报发布前重新恢复与信实工业的收购
谈判。 （王林）

国际煤市

本报讯 日前，韩国“2050 碳中和委
员会”发布了《韩国 2050 年碳中和实施方
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计划在征
求韩国各界意见后， 于今年 10 月出台最
终实施方案。 然而，该草案一经公布即在
相关产业中引发争议，为草案的最终实施
带来巨大不确定性。

据行业机构标普全球普氏报道，草案
根据韩国的碳中和目标，提出了三种可能
的碳中和路线图，重点是限制燃煤发电和
LNG 的消费。

第一种方案的目标是， 通过削减煤
炭、石油和 LNG 的需求，同时促进可再
生能源和氢能发展，到 2025 年，实现韩国
的碳排放在 2018 年 6.863 亿吨的基础上
减少 96.3%， 至 2540 万吨。 根据这一方
案，到 2050 年，韩国将把 LNG 发电在总
发电量中的份额， 从 2018 年的 26.8%降
至 8%，并将煤电的发电份额从 2018 年的

41.9%降至 1.5%。 但是，根据这种方案，到
2050 年， 韩国仍将保留 7 座运行中的燃
煤电厂。

第二种方案旨在通过关闭所有燃
煤电厂，但保留几台 LNG 发电机，将韩
国的碳排放量减少 97.3%，至 1870 万吨。
根据这一方案，到 2050 年，韩国 LNG 在
电力生产中的比例将降至 7.6%，而可再
生能源的比例将从 2018 年的 6.2%跃升
至 58.8%。

最激进的是第三种方案， 将通过关闭
所有燃煤电厂和 LNG发电厂 100%削减碳
排放，这些电厂预计将被可再生能源和氢能
发电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将占
韩国电力结构的 70.8%，核能占 6.1%，而绿
氢等其他清洁能源将占其余部分。

韩国 “2050 碳中和委员会” 委员
Lee Jin-won 表示：“政府计划以上述 3
种方案为基础， 在 10 月最终确定发展

蓝图之前，广泛收集产业界、国民等相
关方的意见。 ”

然而， 上述这份草案一经公布就被韩
国业界广泛质疑。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业
界普遍认为，“2050碳中和委员会” 于 5月
29日刚刚成立， 不到 3个月就推出了碳中
和实施方案，而且 10月就要确定下来，时间
过于仓促，方案的可行性令人怀疑。

根据该草案，韩国碳中和计划实施的
主要方向是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减少核
电和煤电。 但业内人士认为，以韩国的气
候特点和自然条件，可再生能源不可能帮
助韩国完全实现碳中和目标。 与此同时，
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效率低、具有间歇性
和不稳定性特点，如将可再生能源占比提
高到 70%，可能会引发“常态化停电”。 此
外， 可再生能源设备前期投资相对较高，
有行业人士计算， 如果到 2050 年韩国完
全关停燃煤发电和 LNG 发电产能，可再

生能源电力占总发电比重的 70.8%、核电
占 6.1%， 那么届时韩国的总发电成本将
比现在增加约 884.9 亿美元，韩国终端用
户需要承担的电费价格也将翻倍。

代表炼油和电力行业的韩国全国经
济人联合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韩国
“2050 碳中和委员会” 提议的方案根本
“不切实际”，并将对韩国相关的能源产业
“构成威胁”。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一位高
级负责人表示：“要求企业大幅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的‘发展蓝图’会损害以制
造业为中心的韩国经济，削弱相关企业
的竞争力。 ”

韩国环境运动联合等环保团体表示：
“草案中关于实现碳减排在执行方式上，
过于牵强和模糊。 ”大韩商工会议所也表
示，韩国政府需要拿出更现实可行的减碳
方案。 （仲蕊）

气温每升高“一点”，环境会恶劣“许多”。 联合国最新发布的评估报告再次拉响了气候变化的“警报”：
即便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的最佳情况下，地球也可能在 20 年内升温 1.5 摄氏度。

资讯

韩国碳中和路线图引争议

沙特
首个风电场并网运行

本报讯 据能源信息网站“可再生能
源世界”报道，日前，沙特首个风电场日
前实现并网发现。 该风电场位于沙特焦
夫省北部杜地区， 总装机规模达 400 兆
瓦，是沙特首个大型风电项目，也是目前
中东海湾地区最大的风电项目。

据悉， 该项目是沙特可再生能源项
目开发办公室在 2018 年举行的首次公
共事业级可再生能源招标项目之一。 当
时，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法国电力
公司、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等全球多家
知名能源企业均参与了投标。 最后法国
电力公司成功中标。

据了解， 该项目投资金额超 4 亿欧
元，安装风机总量达 99 台。 项目于 2019
年开始建设，原本计划在 2022 年第一季
度前实现并网发电， 而目前进度较原先
计划大幅提前。

近年来， 沙特正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 需求新的能源供应来源以促使其减
少对石油的依赖。 （董梓童）

英国
最大潮汐涡轮机并网发电

本报讯 据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
一台重达 680 吨、被称为“最强大”的潮
汐涡轮机， 日前在英国苏格兰东北海岸
并网发电。 这台名为“Orbital O2”的涡轮
机， 预计未来 15 年可满足 2000 户英国
家庭的电力需求，每年可抵消 2200 吨二
氧化碳排放。

Orbital Marine Power 公司首席执行
官 Andrew Scott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激发全球对潮汐能利用
的热情，开辟一个新的低碳发电领域。 ”

苏格兰政府负责净零、 能源和运输
的内阁大臣 Michael Matheson 表示，苏
格兰地区潮汐能资源丰富，“Orbital O2”
的投运是苏格兰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过程
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欧洲海洋能源公司的数据显示 ，
2020 年， 欧洲仅增加了 260 千瓦的潮汐
发电装机容量，相比之下，根据行业机构
Wind Europe 的数据，2020 年欧洲新增
风电装机容量为 14.7 吉瓦。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 Research
Future 的一份综合研究报告， 预计到
2027 年， 全球的潮汐能市场规模将以
7.02% 的复合年增长率发展。 （仲蕊）

美国
煤炭出口量创新高

本报讯 日前，美国统计部门发布最新数
据称， 今年 6 月， 美国煤炭出口量达到 784
万吨， 创下自 2019 年 6 月以来的单月出口
量最高纪录。 印度、日本等国为美国煤炭出
口的主要目的地。

数据同时显示，今年 1-6 月期间，美国
煤炭总出口量为 4280 万吨， 同样创下了近
两年来的最高值。 其中， 动力煤出口量为
2080 万吨， 较 2020 年同期上涨幅度达到
46%，冶金煤出口量为 2210 万吨，较去年同
期上涨 10%左右。

其中，印度、日本两国的需求成为美国
煤炭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美国官方数据
显示，6 月，美国出口至印度的动力煤增幅创
历史新高，出口量达 94.09 万吨，较去年同期
翻了三倍以上。 与此同时，美国出口至日本
动力煤总量也上涨明显，达到 57.52 万吨，较
2020 年同期翻了两倍以上， 创下近 25 年来
的新高。

另外，今年 6 月，美国出口至欧洲的煤炭
总量也明显增加， 动力煤出口量涨幅尤为明
显，达到 167万吨。 市场研究机构阿格斯预测
认为，由于欧洲天然气价持续上涨，美国出口
至欧洲煤炭量可能持续上涨。 （李丽旻）

西欧四国
上半年燃煤发电量大增

本报讯 据市场研究机构阿格斯报道，今
年 7 月，德国、西班牙、英国、法国四个西欧
国家的燃煤发电量高达 4 太瓦时， 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1.9 太瓦时， 这也是西欧国家连
续第 8 个月燃煤发电量上涨。

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期间，上述四个
西欧国家煤炭发电量总计达到 30.2 太瓦
时，同比上涨 30%左右，相当于较去年同期
多燃烧了 240 万吨动力煤。 今年以来，上述
国家电力需求均出现上涨，带动煤炭需求持
续走高。

分析认为，此轮欧洲煤炭消费量上涨主
要是因为天然气价快速增长，直接导致天然
气电竞争力降低。 另外，今年上半年，西欧地
区风电发电量不及预期。 数据显示， 今年 7
月，上述四个国家的风力发电量约为 13.3 太
瓦时，同比下降幅度达到 20%。 这也进一步
推高了煤电的需求。 （李丽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