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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外客户需要绿证，平均 1 张 20
元左右。 集中式和分布式都可以，要求是
没有领过补贴的光伏电站。 所有手续我们
全程代办，有兴趣的私聊联系。 ”这条群发
信息来自深圳某科技公司。

作为“完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和创
新发展机制的重大举措”，由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在 2017 年联合推出
的绿证交易制度被定义为“有利于促进清
洁能源高效利用和降低国家财政资金的
直接补贴强度，对凝聚社会共识、推动能
源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施行四年多以来，
主管部门多次明确鼓励各级政府机关、企
事业单位、 社会机构和个人自愿认购绿
证。 进入 2021 年，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逐
步告别国家补贴，我国绿证也迎来了大幅
降价的平价交易时代。

然而， 在国内绿证售价维持在 50
元/张左右的市场环境下， 该公司为何
开出了 20 元/张的采购价格？ 据了解，
即使价格“低得出奇”，该公司仍然成功
购入了大量绿证。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常
的现象？

“具体价格要根据客户需求和电站情
况一事一议，给到终端客户的价格是 20-
30 元/张。我们只是国内的中间商，对接的
也是国外的中介， 中间要倒手好几次，所
以电站最后能拿到手的应该也就是十来
元钱。 ”按照上述群发信息后附的联系方
式，记者拨通了负责人王某的电话。 王某
称，他们公司此次采购的绿证必须是国际
绿证。 “客户点名要国际绿证，欧洲那边都
认这个。 我们可以全程代办国际绿证的申
领和销售，发电企业最终是和我们公司签

合同和结算。 ”
王某口中的“国际绿证”与当前国内

可再生能源行业内通常提及的 “绿证”
（全称为 “绿色电力证书”） 并非同一证
件。 国内绿证是指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
息管理中心按照国家能源局相关管理规
定， 通过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信息管理平台向符合资格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企业颁发的具有唯一代码标识的
电子凭证。 一个绿证对应 1000 千瓦时非
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 该绿证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推出。 而王某所在公
司此次收购的“国际绿证”由总部设在荷
兰 的 国 际 绿 证 签 发 机 构 （International
REC Standard，简称 I-REC）签发。

I-REC 国际绿证官网显示， 此前针
对中国市场，I-REC 国际绿证的签发对
象仅限于国有企业，已获得国家财政补贴
的发电项目也可以申请。 自今年 6 月 15
日起，I-REC 取消了针对发行主体的条
件限制，允许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平等
参与。 同时，对于已经进入国家补贴名录
但尚未在 I-REC 注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 不再签发 I-REC 国际绿证；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已获得国家财政
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也将停止签
发 I-REC 国际绿证。

据记者了解，国内绿证和国际绿证不
可同时申请，即申请了国际绿证的项目不
能再申请国内绿证，反之亦然。 对于进入
国家财政补贴名录的项目来讲，国内绿证
与补贴是替代关系———申请绿证意味着
放弃补贴、获得绿证销售收入。 因此，国内
企业可以选择 “国内补贴+国际绿证”或
“单独售卖国内绿证”的方案。 目前不少国
有企业项目选择了“国内补贴+国际绿证”
的方案。

王某告诉记者，此次该公司的国外客
户要一次性采购约 20 万张 I-REC 国际
绿证。 “后续可能会有持续的大批量采购
需求。 现在很多世界 500 强的大企业和
他们的供应商都会常年买绿证， 而且买
的基本都是国际绿证。 国内的绿证，你去
官网看看就知道了， 一共也没卖出去多
少，这么多年也就是我们的‘半张订单’那
么多。 ”

记者查阅国内绿证认购平台交易数
据发现，从 2017 年至今，国内绿证交易量

仅为 10 万张左右。 其中，补贴绿证约 7.8
万张，今年 6 月底刚刚启动交易的无补贴
绿证交易量超 2.3 万张。

绿证需求看涨，但为何买方“点名”只
要“国际绿证”？

“因为国内绿证贵啊。 ”王某说。
国内绿证认购平台显示，当前，国内

无补贴非水可再生能源项目申领的绿证
（简称“平价绿证”）统一挂牌价为 50 元/
张；此前享受国家补贴的非水可再生能源
项目申领的绿证（简称“补贴绿证”）价格
则高达 100-800 元/张。

荨第 8 版荩

导读

□主编：贾科华 □版式：侯进雪

欢迎订阅
2022年《中国能源报》

作为国内第一张针对整个能
源产业并为其服务的综合 性 产
业经济类报纸 ， 《中国能源报 》以
其独有的权威性 、 可读性 、 影响
力 ， 成为能源人首选的行 业 读
物 。 中国能源报官方网站中国能源
网入列中央新闻网站。

目前， 新一年的报纸征订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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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们， 前往各地邮局订阅 2022

年《中国能源
报》， 邮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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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扫描二维
码，一键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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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报》社

能源
视

国际绿证多人收、国内绿证少人问———

国内绿证竞争力差在哪
■■本报记者 姚金楠

屋外寒意正浓，掀开门帘暖风扑面。
早前在河南鹤壁大赉店镇姬屯村，记者
感受到生物质取暖炉给村民高军堂家
带来“一帘之隔”的变化。 “这儿有一个
自动进料口， 加完料盖上盖子就不用管
了，没有味道也很干净，方便！ ”高军堂一
边说着一边给记者演示起来， 他按了几
下炉子上的温度设置键，没过一会儿，炉
壁上的屏幕就显示室温开始上升了。

在鹤壁规模较小、距离城区远、生物
质资源丰富的村庄， 已有 2.13 万户农民，
用上了这样的智能生物质取暖炉。

包括生物质能在内，可再生能源供暖
正在走进越来越多用户家中。 国家能源
局于 12 月 1 日发布《全国可再生能源供
暖典型案例汇编》（下称《案例汇编》），围
绕生物质、地热、太阳能、风电及多能互
补等供暖方式，收集了北京、陕西、山东、
吉林等多地案例， 为进一步推广应用提
供参考。

那么现在全国可再生能源供暖发展
现状如何？ 还面临哪些难题？ 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展开了调研采访。

多种供暖模式各显其能

清洁取暖方式主要包括天然气 、
电、地热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工业余
热等。 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印发的《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
年 ）》 （下称 《规划 》）提出 ，到 2021 年 ，
地热、 生物质与太阳能供暖面积分别
达到 10 亿 、21 亿和 5000 万平方米 。
《规划 》截止日期已经临近 ，任务目标
完成得如何？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率约 65%，已经接近 70%的
目标，但具体到地热、生物质与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供暖， 完成情况却并不理想。
例如，在 2019 年《规划》中期评估时，可再
生能源供暖目标完成率低于 20%，去年采
暖季该比例刚刚过半。

“大家不是不了解可再生能源的好

处，但应用却面临实际难题。 每种方式
或多或少存在限制，技术路线需要不断
调整优化。 ”负责中期评估的清洁取暖
行业专家赵文瑛举例，地热供暖运行成
本较低，能避免加重用户负担，但技术
工艺要求高，项目初投资偏高；生物质
适合农村地区，通过代加工等模式能做
到低成本，但若加上收储运及加工等环
节支出，能源成本也会升高。 “《案例汇
编》选取不同应用场景，列举出实实在
在的数据、方案和经验做法，可为解决
难题提供参考借鉴。 ”

散煤改用生物质颗粒贵不贵？ 原料
供应有保障吗？ 质量不好怎么办？ 这
是记者此前走访时经常听到的疑问 。
对此 ， 《案例汇编 》 给出生物质气化 、
生物质热电联产、 生物质专用炉具等
不同做法的优秀案例。 以北方农村清
洁取暖典型模式示范基地———山东阳
信为例，一个县就采取了 3 种模式：有
条件地区推行的生物质热电联产集中
供暖模式，面向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

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机组分布式
取暖 ”模式 ，位置偏远 、经济较差村庄
的“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模式。
同时该县构建了“农户就地收集、企业
就近加工、全域就地使用”模式，合理配
置燃料生产中心， 有效保证充足供应，
真正做到结合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因地
制宜。

再如，河北道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提出了“光热+”模式。 该公司董事长薛道
荣坦言，太阳能供暖不产生碳排放，资源
无限使用， 但目前不足以 100%稳定保障
供应， 单独使用的初投资和运行费用高。
“‘光热+’是根据当地实际条件，与燃气、
热泵等方式结合。 前者负责节能减排、降
费降耗，常规能源辅助保障。 这样一来，政
府综合投资低、用户运行成本低、企业可
持续运营。 ”

四部委：
支持数据中心
开展新能源专线供电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12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
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 《贯彻落
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推动数据
中心和 5G 等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
出，鼓励使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
能源，通过自建拉专线或双边交易，
提升数据中心绿色电能使用水平。
支持具备条件的数据中心开展新能
源电力专线供电。

根据《实施方案》，目标到 2025
年，全国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平均电能利用效率降到 1.3 以下，国
家枢纽节点进一步降到 1.25 以下，
绿色低碳等级达到 4A 级以上。 西部
数据中心利用率由 30%提高到 50%
以上。 5G 基站能效提升 20%以上。

围绕发展目标，《实施方案》共
提出强化统筹布局、提高算力能效、
创新节能技术、优化节能模式、利用
绿色能源和促进转型升级六大主要
任务。 其中，在提高算力能效方面，
《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快建设绿色
数据中心， 发布国家绿色数据中心
名单。 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电
能利用效率不高于 1.3，逐步对电能
利用效率超过 1.5 的数据中心进行
节能降碳改造。 在利用绿色能源方
面，《实施方案》鼓励使用风能、太阳
能等可再生能源， 通过自建拉专线
或双边交易， 提升数据中心绿色电
能使用水平， 促进可再生能源就近
消纳。 支持模块化氢电池和太阳能
板房等在小型或边缘数据中心的规
模化推广应用。 结合储能、氢能等新
技术， 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数据中心
能源供应中的比重。 支持具备条件
的数据中心开展新能源电力专线供
电。统筹 5G 与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发
电布局，对电源、空调等能耗系统积
极推进去冗余简配， 严控废旧设施
处理。

《全国可再生能源供暖典型案例汇编》发布———

可再生能源供暖“工作经验”来了
■■本报记者 朱妍

荨第 15 版荩

5G 下井，如何从“可用”
走向“好用”

新能源
“出征”电力市场

“现在很多世界 500 强
的大企业和他们的供应商
都会常年买绿证，而且买的
基本都是国际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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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元/张 、30 元/张 、3
元/张， 价格高低一眼就能看
出来， 从基本的经济规律出
发也知道买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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