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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与节能降碳平衡难、低碳示范项目成本与收益平衡难———

中中小小城城市市节节能能降降碳碳更更要要把把好好技技术术、、金金融融关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起起龙龙

中小城市更具减碳灵活性

新型城市化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动力源泉。 对于中小城市而言，推动
高质量发展既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然
要求，也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必
然要求。

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高碳产
业所占比重较大， 便会带来较高的化石能
源使用量，进而推高碳排放水平。 因此，如
何实现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低碳转型
就成了重中之重。

“中小城市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
若着眼供给侧在于优化能源结构， 着眼
消费侧则在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王明
田指出。

就能源供给侧看， 应不断提高核电和
可再生能源比例， 替代传统高碳的化石能
源， 实现电力来源的低碳化； 从能源消费
看，需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如普遍推行
生态农业、绿色园区、绿色建筑、绿色交通
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 以实现能源消费
的减量和效率提升。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生态市政
院副总工程师魏保军看来， 小城市更具电

力低碳甚至“碳中和”的先天优势。 “中小城
市建筑形态及其外围的农业用地等非建设
用地资源丰富， 这为其发展可再生能源带
来较大优势。 ”

他进一步解释称， 如果非建设用地
和屋顶资源都得以有效利用， 中小城市
完全有能力做到清洁发电与消耗平衡，
甚至能实现外输。 “若生产、生活中使用
清洁电力的比重不断增加， 低碳转型的
进度也将加速。 ”

王明田指出，不仅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中小城市还可以通过优化国土空间， 提高
建设用地的集约化和复合利用水平， 还地
于自然生态； 城区则可通过建设海绵城市
和绿化工程等，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以增
加碳汇。 “生态环境改善可助力地方产业提
升，比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教育等，
以增加产业附加值，带来经济效益。 ”

“低碳转型需以政府为主导，一方面政
府要重视引导老百姓消费观念向低碳、绿
色转变；另一方面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让低碳产品能与高碳产品同市场竞争，待
后期市场发育成熟后再逐步退出。 ”王明田
同时强调， 如果将中小城市碳汇纳入进入
国家碳交易市场，便能直接获得经济收益。

承接产业转移需慎重

近年来，随着国家环保监察力度提升，
各地都在对高耗能、 高排放产业进行严格
限制，且生态环境部门正在推进的“三线一
单”（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制度，更细化
到了每个县级单位， 这无疑对高碳产业转
移形成强有力地约束。

记者注意到， 虽然很多中小城市对低
碳发展态度友好、准备积极，但受经济基础
等条件限制， 承接部分大城市的产业转移
项目成为其寻求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对此，柴麒敏直言，其实大部分高耗能
产业并不适合向中小城市转移， 因多数中
小城市并没有相应的承接能力。

“中小城市要依据当地的资源禀赋统
筹决策， 如果能够实现较低的二氧化碳排
放，才具备承接高耗能产业的基础条件。 ”
柴麒敏指出。

他进一步解释称， 尽管目前全国的环
境标准并不一致， 但各地环境政策执行前
后的时间差并不长， 可能造成部分城市刚
承接的产业， 因更严格的环境政策推出而
无法继续进行，如此看来，中小城市现阶段

承接高耗能产业或得不偿失。
无论如何，中小城市在接受产业转移

时，除制定正负面清单、避免引入高碳产
业外，还应重视技术层面推进“双循环”的
产业发展模式。 对此，王明田建议，中小城
市应努力推进一二三产业循环融合发展；
建设循环经济园区， 有目标地引进产业，
实现产业链条闭合，将生产所需的资源通
过回收、 再生等方法再次获得使用价值，
实现循环利用。

“承接产业转移并不等于承接高碳转
移。 ”在魏保军看来，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
转移工业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 承接产业转移是中小城市发展经济的
重要路径之一，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
需要。

魏保军认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积
极利用新技术、 能源替代等手段对待接收
的产业进行节能降碳改造； 同时要注重处
理好政府与企业关系， 政企协同共同致力
实现清洁生产、达标排放，以此推动当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要综合施策做好技术、金融“把关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节能改造示

范项目往往前期投入较大， 虽然这类项目
长期来看是经济的，但短期看却门槛较高。
而中小城市由于财力有限， 常常会出现低
碳示范项目一次性建设成本尚可支付，但
长期运营维护成本无法支持的现象。

对此， 王明田认为， 示范项目筹备之
初， 就要考虑一次性投入成本和持续性维
护成本，并明确成本担负主体。同时要避免
建设在没有维护技术能力或成本支付能力
的中小城市。

“门槛较高的低碳示范项目可借助绿
色金融手段，如政府通过低息、贴息贷款降
低前期成本门槛， 后期使用者可通过成本
结余归还前期投资，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
王明田建议。

在魏保军看来， 为保障示范项目可持
续运营、 避免相关设施闲置， 在项目选择
上，中小城市要选符合城市低碳发展要求、
技术相对成熟的项目， 以便把控风险；同
时，要慎重选择项目投资主体，并积极引导
投资人做好资金平衡。

“但对于 CCUS、绿氢、电化学储能等
这类当前经济性较差、 但未来意义较大的
项目，则建议国家层面给予政策激励，甚至
给予必要财政补贴。 ”魏保军说。

������当前，综合能源服务迎来新发展机遇，
以工业园区作为主要试点对象的综合能源
项目建设最为集中， 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新华区的河南平高通用电气智慧能源服务
项目（平高智慧能源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记者了解到， 该项目总投资 256 万
元，通过开展能源物联网建设，采用综合
能源管控平台、光储充能源微网、楼宇用
能智慧化管控等技术，对占地面积 241 亩
的平高通用电气厂区（下称“厂区”）开展
冷、热、电能源系统升级改造，实现了多种
能源物联、 楼宇末端用能状态的全面监
测，满足了厂区对能源利用就地智慧管控
的需求，打造了平顶山市绿色园区发展的
先进示范。

项目自今年 1 月开始运行。 相关数据
显示，年可实现节约电量约 21.6 万千瓦时，
相当于年减少标煤 86.4 吨， 减少碳排放
58.75 吨，减少 SO2 排放约 6.5 吨。

能源管控自动化水平提升 70%
综合能效提高超 15%

11 月 16 日，在平高智慧能源项目综合
能源平台显示大屏上， 清晰显示着厂区内
各能源设备所在位置， 其运行情况和实时
数据也一目了然：2021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5 点 30 分， 厂区内总用电量为 18 兆瓦时，
总用水量为 32 吨， 碳减排量为 38.9 吨，单
位建筑面积年电耗 25.5 千克标煤/平方米，
单位建筑面积冷耗 10.7 千克标煤/平方米。

除此之外，大屏左下角还展示着当日厂区
内停车场光伏组件发电量为 68千瓦时， 储能
放电量为 10千瓦时，储能充电量 19千瓦时。

“综合能源平台于去年 11 月搭建，今
年年初运行， 目的就是为提升厂区能源系
统的自动化管理水平。 ”平高集团综合能源
服务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朱晨光表示， 在未

搭建综合能源平台之前， 厂区内电表和能
源计量只能采用人工抄表进行统计和分
析；配电室、变电所需依靠人工巡检和纸质
表单记录；搭建平台后，厂区内电、冷、热、
水等能源的监控、分析、预测、预警等全部
实现自动化管控。

记者了解到， 通过能源运行数据全面
接入与管控， 厂区内能源系统自动化管理
水平提升了 70%； 通过采用先进节能优化
算法，厂区内能源利用率提高超 15%。

“风光”助力
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至 30%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厂区绿色节能的
又一亮点。

厂区南门停车场光储充一体化车棚顶
部，90 千瓦光伏板摆放于屋顶。 据平高集
团综合能源服务公司研发中心系统平台组

组长高敏介绍，厂区内 90 千瓦光伏发电系
统还配套建设有 50 千瓦/100 千瓦时储能
系统、30 套电动自行车充电系统和 2 台 7
千瓦交流充电桩。

高敏介绍，白天时，这套光储充系统的
光伏板所发电量优先给储能电池和充电桩
供电， 多余电量供应综合楼配电室； 夜晚
时， 储能电池放电给充电桩和综合楼配电
室， 完成放电后， 还可利用低谷电进行充
电。 “白天峰值电价时，光储充系统向充电
桩及综合楼配电室供电， 充分挖掘光伏和
峰谷电价差， 有效提升了清洁能源利用率

和经济效益。 ”
除此之外，厂区内还设有风光互补路

灯，其利用清洁能源发电，可有效减少道
路照明对常规能源的依赖。 “每个风光互
补路灯每年可节约用电 216 度，节约用电
费用约 129.6 元。目前，厂区二期综合能源
改造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已经进入铺设
施工阶段，建成后，厂区可再生能源发电
占比将超过 30%。 ”

平平顶顶山山平平高高智智慧慧能能源源项项目目——————

为为““零零碳碳自自循循环环””产产业业园园““打打样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金金梦梦

“经济增长方式的低碳转型是个系统工程。”近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镇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明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在节能降碳的同时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是眼下需要破解的难题。

当前，我国中小城市实现低碳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和节能降碳平衡难度较大；二是低碳、零碳示范项目成本与收益平衡难度大，而中小城市在吸引投
资方面也存在瓶颈。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低碳转型，当务之急是避免盲目落地可能造成高碳锁定的项目，尤其是涉及以生产为
主、排放强度相对较高的基础设施。 然而当前，在国家严控“两高”项目的高压政策态势下，惯性的“锁定效应”对中小城市造成不小的减排压力。

寻找最靓低碳城市“名片”系列报道（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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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平高通用电气厂区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