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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碳碳””地地区区急急寻寻降降碳碳出出路路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朱朱妍妍

“全区钢铁 、建材 、化工等六大高耗能
行业碳排放占全区排放总量高达 80% ；能
源结构 ‘一煤独大 ’问题突出 ，煤炭消费占
比高出全国 25.2 个百分点， 导致单位能源
消费碳排放高达 2.29 吨。 产业和能源结构
短期内难有较大转变，高能耗、高碳化发展
路径依赖明显， 控温降碳面临较大结构性
压力 。 ”近日印发的 《内蒙古自治区 “十四

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下称《规划》）直指
严峻现实。

内蒙古是典型的化石能源大区，“倚能倚
重”的发展方式，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埋
下隐患。 截至 2020 年，其单位 GDP 碳排放和
人均碳排放已达全国平均水平近 4 倍。 为此，
该区率先拿出应对气候变化专项方案，力争实
现碳排放增量和强度双控制。

《规划》围绕构建绿色低碳产业
体系、清洁低碳现代能源体系、强化
能源节约源头控制等任务，分别明确
重点工作。

作为富煤大区，内蒙古“十四五”
期间将不再审批焦炭（兰炭）、甲醇、
乙二醇等新增产能项目，确有必要建
设的，也要按照“减量替代”原则，落
实压减产能和能耗指标要求。除国家
规划布局和自治区延链补链的现代
煤化工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
现代煤化工项目。到 2025 年，全区煤
炭消费比重要降至 75%以下。

“建设一批能源资源高效转化项

目，可发挥化石资源优势、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对于内蒙古这样的资源型
地区尤其必要。 问题在于，过于粗放
的发展方式、 过多低端产业项目，长
期浪费了能耗和排放指标。 ”李志坚
提出，应把产业要素尽量向高端方向
集中，在耗费同等能源资源的条件下
创造更多价值。对于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规划等要求的项目，则应坚决
停批、停建。

一手抓高碳项目减量，一手抓可
再生能源增量。 “目前，全区 1/3 左右
的电力装机来自新能源，‘十四五’期
间将最大限度以新能源来满足新增

用能需求。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
杭栓柱介绍，“新能源倍增工程”已列
入全区十大工程。光伏发电重点布局
在沙漠荒漠采煤沉陷区、露天煤矿排
土场，风电重点在资源条件较好的延
边地区推进连片开发。

按规划，内蒙古将建设包头市、乌
兰察布等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到
2025 年，新能源将成为电力装机增量
的主体能源， 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
过 45%，年减排二氧化碳 2 亿吨左右。
同时配套储能、氢能开发利用，力争储
能装备生产规模达到 1000万千瓦时，
绿氢生产能力达到 50万吨以上。

能耗刚性增长带动碳强度水涨船高
2020 年，内蒙古碳排放量居全国第四。 全

区碳排放强度较 2015 年不降反升 13.86%左
右，对标国家 2030 年碳强度下降 65%的目标任
务，面临着“还欠账、赶进度、控总量、降强度”
等多重压力。

在此背后，产业结构重型化、能源结构高
碳化的特征明显。 “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及高耗
能高排放行业存量大、比重高，可再生能源成
为主体基础仍待发展， 对冲降碳作用尚不充
分。 ”《规划》称，内蒙古碳排放总量大、能源供
给仍在增长、火电领域脱碳困难，“未来随着经
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推进，碳排放仍将呈
增长趋势。 ”

高碳并非一日累积。 一位熟悉情况的当地
人士告诉记者，“十三五”时期，国家给内蒙古
下达的目标为单位 GDP 能耗下降 14%，2020
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2.25 亿吨标准煤。 但

“十三五”前三年，上述两项指标就已超控制目
标，分别上升 4.7%、2.32 亿吨标煤。 “没有一个
盟市完成能耗强度下降目标， 能耗刚性增长，
必然导致碳强度水涨船高。 不可否认，内蒙古
承接了一批现代煤化工、 高水平煤电等项目，
为保障国家能源供应， 在客观上推高了排放。
但也不能回避‘两高’项目生产旺盛，导致存量
能耗集中反弹的现实。 ”

煤炭等能源产品具有价格优势， 进一步
导致粗放用能现象突出。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
划院副院长李志坚举例，近几年大批量上马
的焦化、烧碱、合成氨等传统项目，不但占用
了当地过多的能耗指标，且部分项目的能效
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有不少
产品，实际消费量已出现稳中有降。 也就是
说，项目上得多，需求并无大幅增长，由此留
下大量排放更是得不偿失。 ”

神东电力一热力厂
违反排污许可规定被罚

本报讯 日前， 生态环境部
公布了各地排污许可违法违规
典型案例（第一批）（下称“典型
案例”），内蒙古自治区神华神东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中旗
热力厂因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
提交执行报告被列其中。

典型案例显示，2021 年 7 月
5 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生态环境局乌拉特中旗分局通过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
行排污许可执行报告提交情况检
查时发现， 神华神东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乌拉特中旗热力厂未按照
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 2020 年度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随即执法
人员通过微信工作群提醒该企
业。 截至 7 月 12 日，工作人员先
后累计通过电话、 监管平台催促
企业提交执行报告 8 次。 7 月 13
日，执法人员向该企业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 要求 7 月 15 日前提
交 2020 年度执行报告。 7 月 19
日，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
企业仍未按要求提交执行报告。

典型案例称 ，神华神东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中旗
热力厂上述行为 ，违反了 《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二十二条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
证规定的内容 、频次和时间要
求 ，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
证执行报告 ，如实报告污染物
排放行为 、排放浓度 、排放量
等”的规定。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
境局乌拉特中旗分局依据 《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
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该企业改
正上述环境违法行为 ，并处罚
款 2 万元。

据悉， 目前该企业已完成整
改，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在全国
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提交
了 2020 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
告， 并于 8 月 13 日缴纳了行政
罚款。 (别凡)

内蒙古经历的困与纾，也是多个
化石能源富集地的缩影。 尤其是产
业、能源结构相似的宁夏、山西、陕西
等地，探寻降碳出路迫在眉睫。

“宁夏积极开展煤炭等量、减量
替代，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但因宁
东基地近年来投资持续增长，能源与
产业结构高碳排放特征持续显现。 ”
一位来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的专家举例，碳排
放强度目标既受“分子”二氧化碳排
放影响，也受到“分母”GDP 总量影
响。宁夏经济总量较小、增速较缓，同
时又承担着国家能源战略储备、西部

生态安全屏障等重任。 “重点发展的
煤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导致分子不断
扩大，分母小且增长慢，对碳排放的
拉动远远大于对 GDP 和工业增加值
的拉动，从而加大碳强度下降难度。 ”

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陕西省
榆林市发改委能化中心副主任胡滨
坦言，榆林作为一个成长型的资源城
市，如何实现低碳化发展是当前面临
的最大苦恼。 “以现代煤化工产业为
例，既要让项目能耗降至全省平均水
平，还要把分母做大，产品必须走高
端化路线。 在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腾
笼换鸟的同时， 下一步还能怎么做，

我们仍在探索。 ”
在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

员潘家华看来，基于化石能源在我国
能源消费中的主体地位，转型过程难
免存在巨大惯性，遇到各种“磕磕绊
绊”也属正常。因此，改变所需的推动
力量很大，改变的速度也会较慢。 “一
是提高能效，通过改良型技术，在提
供同等能源服务的情况下走向低碳。
二是颠覆性转型，如风电、光伏和水
电等提供了同品质的电力，但彻底与
碳无关。 实现降碳需要 ‘两条腿’走
路，同时要意识到各个行业和地区存
在差异，没有必要齐步走。 ”

“工业园区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场
景之一，对全国经济贡献占到 30%，但能
源消耗也占全国的 66% ， 碳排放占
67%。 ”远景智能零碳业务发展总经理邢
戈向记者表示， 在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
下，工业园区的低碳、零碳转型极为重要
且十分迫切。

11 月 5 日， 远景科技集团旗下远景
智能与无锡星洲工业园共同发布了《无锡
星洲工业园“碳达峰、碳中和”规划报告》，
基于后者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63.25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盘查结果，
明确提出， 星洲工业园将于 2026 年实现
碳达峰，2046 年实现碳中和。 据悉，这是
我国首个基于科学碳盘查结果推演的工
业园区碳中和规划及路线图， 是建设低
碳、零碳园区的实际落地案例。

低碳建设、零碳园区挑战多多

什么样的工业园区可以称为低碳或
零碳园区？ 邢戈指出，零碳园区是通过推
动系统效率提升和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
替代，以及氢能、碳捕捉利用和封存等低
碳科技的一体化规划，借助园区内工业共
生网络，实现净零排放的园区。

据悉， 目前我国有国家级和省级工
业园区约 2500 家， 部分园区存在高污
染、高排放情况，其低碳转型还存在诸多
难题。邢戈坦言，第一个难点在于摸清碳
排家底和制定路线图，“每个园区的状态
不一样， 设定的具体减碳目标会相差较
多，只有摸清楚了家底，才可能在此基础
上设定节能减碳预期目标。 但如何不重
不漏、 科学性地摸清家底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一个难点。 ”

邢戈进一步指出，掌握清楚情况后，
如何低成本实现节能减碳规划是第二个
难点。他介绍，园区获得绿电分为两个途
径：一是园区内的绿电，即能源结构的
优化， 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二
是利用园区外的绿电。 比如，星洲工业
园年用电量近 10 亿度，除了园内的光伏
等发电外， 还可以通过购买绿电的方式
来抵消碳排放，但每年需要花费 3000 万

元左右，经济效益非常差，不利于企业的
长远发展。 因此，以合理的方式帮助企
业低成本履约尤为重要。 此外，园区碳
排放整体测算过程和阶段结果要进行
相关认证，确保整个流程可追溯，同样
是一大难点。

打造区域碳管理“绿色样板”

������位于无锡市西北部的星洲工业园，是
该市最早设立的国际化高科技产业园区。
这里集聚了 100 多家以半导体电子零部
件和精密机械及装备为主的制造业企业，
3.5 平方公里范围内每年的 GDP 超过
600 亿元, 具有产业基础良好、 集约化程
度高、碳排放强度较低的特点。 近年来星
洲工业园持续引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储能
电站、分布式天然气发电、集中供能能源
站等减排项目， 持续优化园区用能结构，
降低碳排放。

“星洲工业区是打造低碳、 零碳园区
的天然样板。”邢戈介绍，园内企业高度重
视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不断将低碳意识
融入生产， 让绿色逐步成为工业生产的
“底色”。目前园区内已有光伏装机容量超
18 兆瓦，全年发电量超 1800 万度，且配
置 160 兆瓦时的储能电站。

针对上述低碳、 零碳园区建设的难
点， 远景智能与星洲
工业园开展零碳技术
战略合作。 利用远景
智能开发的方舟能碳
双控管理平台， 在摸
清楚园区碳排放家底
和科学预测园区经济
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基
础上， 提出了园区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战略以及主要路
径， 并请第三方认证
机构对整体碳盘查过
程的范围、标准、方法
和计算结果进行了认
证。 基于规划，未来星
洲工业园还可再建分

布式光伏约 5 兆瓦，建设完成后，每年至
少可产生 500 万度绿色清洁电力， 减少
约 0.34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同时园区已
规划在园内投资建设 4×10 兆瓦级天然
气分布式发电项目，每年可减少至少 14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今年 9 月，远景红杉碳中和基金和
国内首个政府级能碳双控管理平台落
户无锡高新区，助力无锡市政府在碳约
束下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打造数字
化、碳中和时代下的区域碳管理“绿色
样板”。 无锡星洲工业园双碳规划报告
的发布和方舟能碳双控数字化管理平
台落地是无锡高新区实现双碳目标的
具体落地实践， 将积累碳中和经验，助
推区域内其他园区、企业高效实现零碳
转型发展。

邢戈认为，远景智能与星洲工业园的
合作，将为江苏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区域
低碳转型提供借鉴模板和创新实践经验。

数字化赋能碳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 园区企业发展对能
源的需求将不断增长， 如何在不影响发
展的前提下， 前瞻性地实施能耗总控和
节能减排？

“通过方舟能碳双控管理系统平台，

把一切业务数据化。”在邢戈看来，打造低
碳、零碳园区的关键，在于运用科学手段
和数字化工具，“数字化平台可以实时掌
握园区内能耗、碳耗全流程情况，精准跟
踪和及时预警。而不是等到园区的排放距
离目标有很大的偏离了，那个时候再去限
制生产。 ”

方舟能碳双控管理平台以远景
EnOS 智能物联操作系统为数字底座，实
现园区范围内用能及碳排放数据，以及新
能源和林业资源数据打通及统筹规划管
理。 并通过碳盘查、碳跟踪、碳闭环、碳报
告四大功能模块，助力园区对用能及碳排
放进行一站式实时透明管理， 多方位、低
成本助力园区实现双碳目标。

邢戈进一步表示， 远景智能还为星
洲工业园设定了产业结构调整、 能效提
升、碳捕集利用及封存、场内能源结构优
化、场外绿色权益获取五种碳减排方法，
助力星洲园区节能减排，“这一系列过
程， 都将被方舟能碳双控管理数字化平
台实时管理。 ”

园区是一个整体，减排最终还是要落
实在每一家企业上。邢戈透露，接下来，远
景智能将对星洲工业园区内的重点企业
制定专项绿色低碳转型方案，“最终只有
入驻的每一家企业都降低碳排放，整个园
区才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

全国首个工业园区降碳规划出炉
■■本报记者 卢奇秀

主抓煤炭消费减量、新能源倍增工程

实现降碳目标需要“两条腿”走路

专家观点

实现降碳需要“两条腿”走路，可以通过改良型技术提高能效，也可以走彻
底与碳无关的颠覆性转型之路。 同时，要意识到各个行业和地区存在差异，没
有必要“齐步走”。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