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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水电就是绿电，但解读《欧
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 发现并不确定。 风
电、光电毫无疑问是绿电，但水电在两可之
间。希望在国家层面进行对话，进一步明确
哪些电是绿电，给产业指引作用。”日前，宁
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
家吴凯公开表达对电池产品出口的担忧，
立即引发行业热议。

如其所言，去年 3 月 10 日，《欧盟电池
与废电池法规》在欧洲议会投票表决通过，
该法规相较于欧盟原《电池指令》增加了碳
足迹等要求，并由“指令”变为“法规”。明确
电动汽车电池与可充电工业电池计算产品
生产周期的碳足迹， 未满足相关碳足迹要
求的，将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 不仅欧盟，
韩国、美国等国家对电池、光伏组件为代表
的新能源产品也提出了碳足迹核算和认证
的要求。

当前，我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
领域已取得先发优势，出口势头正盛。碳足
迹管理已然成为企业出口过程中一道绕不
开的必答题。 近年来，电池企业、光伏制造

商主动降碳， 纷纷向水电资源丰富的西南
地区转移。但若水电本身的能源属性不明，
或被认定为非绿色电力，那么，企业眼中香
饽饽的水电将不再具备零碳优势。

出口难度增加
碳足迹管理势在必行

碳足迹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所有温室
气体在地球大气中浓度总和。 做好碳足迹
管理既是践行“双碳”目标的内在需要，也
是企业出口的外在要求。

今年 10 月 1 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俗称“欧盟碳关税”）也将开始试
运行，涉及铁、钢、水泥、铝、化肥、电力、氢
气及其特定条件下的间接排放。根据规定，
若进口商要将欧盟碳关税涵盖的产品进口

到欧盟， 需要向欧盟有关主管部门申报进
口产品的数量、 经认证的含碳排放量等信
息。碳排放量超出上限就要缴纳碳税，若产
品生产地碳定价低于欧盟碳价， 就要购买
CBAM 凭证补足差额。

目前， 我国碳价相比欧盟碳价存在较
大落差。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碳市场碳
排放配额（CEA）年内成交均价为 50—60
元/吨， 欧盟碳市场平均碳价为 81 欧元/
吨，今年更是一度突破 100 欧元/吨，两个
地区的碳价价差十倍有余。 如果以碳关税
的标准对来自中国的产品收税 （补足差
额）， 国内企业出口欧洲的成本将急剧上
涨，直接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测算、产
品定价，乃至企业竞争力。

欧盟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我国超
过一半的光伏组件出口欧洲市场。 今年一

季度， 我国锂电池出口额为 1097.9 亿元，
同比增长 94.3%，基于电动汽车高补贴、海
外储能市场需求爆发， 欧洲正成为我国电
池产业新的增量市场。

“碳足迹要求相当于设置了一道新门
槛。”业内认为，电池、光伏组件虽然还没有
纳入欧盟碳关税覆盖范围， 但其原材料涉
及钢铁、铝等碳关税覆盖的门类，预计未来
也会被纳入其中， 这将增加我国相关产品
的出口难度。

远景动力执行董事赵卫军此前算过一
笔账：以一个 100 度电池包为例，制造阶段
的碳排放在 5 吨左右， 按 100 欧元的欧盟
碳价计算， 其出口面临的碳成本在 500 欧
元左右（折合人民币 3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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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
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
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持发展和安
全并重， 坚持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
向，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建
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
上展现新作为，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
蒙古新篇章。

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是必
由之路。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大力
发展绿色能源， 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
地，是内蒙古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内
蒙古方向明确、路子对头、前景很好，大有
作为、大有前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内蒙古能源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殷殷嘱托、字
字千钧，为内蒙古能源事业指明了方向，更激
发全区上下逐浪涛头再出发的自觉和勇气。
内蒙古正加快统筹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
奋力推动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建设不断取得
新进展、创造新业绩、谱写新篇章。

夯实能源安全“压舱石”

位于祖国北疆， 面积约为 118.3 万平
方千米，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
内蒙古“地上地下都是宝”。 谈及这里的经
济特点， 人们总会提到 “羊煤土气”（即羊
绒、煤炭、稀土、天然气）。 基于丰富的能源
资源禀赋， 内蒙古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是总书记从
内蒙古实际出发、 着眼全国大局作出的战
略擘画，也是内蒙古发挥比较优势，着力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
择。”能源电力专家赵文瑛向《中国能源报》
记者表示， 内蒙古要紧紧围绕新时期的战
略定位谋策施策、落子布局，深刻理解、准

确把握总书记的战略擘画和深远考量，坚
持放眼全局谋一域。

内蒙古能源供应充足， 国家能源安全
就有底气。 2022年，内蒙古煤炭产量达 12.2
亿吨，约占全国煤炭总产量的 1/4，外送煤
炭 7.2亿吨，占全国跨省外送煤炭的 1/3。电
力总装机达到 1.73 亿千瓦， 新能源建成装
机规模达到 6500万千瓦。 完成国家下达的
电煤中长期合同任务 9.45 亿吨， 占全国任
务总量的 36%，位居全国第一。 在煤价大幅
上涨、电厂发电成本严重倒挂、自身用电紧
张的情况下，不计代价、不讲条件开足马力
生产、保外送，全年外送电量 2640 亿千瓦
时，增长 7%，外送电量连续 18年领跑全国。

能源事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不竭动力。 1993 年，内蒙古提出“煤从空中
走，电送北京城”的能源发展战略，随着丰

镇—沙岭子 500 千伏输电线路工程建成投
运，“西电东送”战略正式拉开帷幕，让困扰
北京的“拉闸限电”局面成为历史。 除了北
京外，内蒙古送电范围还覆盖东北、华东、
西北地区以及蒙古国。目前，山东省每年有
300 多亿度电来自内蒙古， 占山东全省用
电负荷的 10%。 一条条“能源大动脉”温暖
千座城镇、点亮万家灯火。

油气勘探方面，近年来，内蒙古推进吉
兰泰油田和苏里格、大牛地、东胜等气田增
产上产。加快推动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
油气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 到 2025 年，全
区天然气产量超过 330 亿立方米、 原油产
量达到 150 万吨， 煤制油产能达到 320 万
吨，煤制气产能达到 60 亿立方米。

倾力增储上产、全力能源保供，为中国
“端牢能源饭碗”作出更多贡献，这是国家

重要能源基地内蒙古的使命担当。

跑出新能源发展“加速度”

既要“羊煤土气”，也要“追风逐日”。站
在新时代新起点，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内蒙古既要一手抓保供，又要一手抓保护；
既要一手稳定能源供给， 又要一手推进能
源革命，全力打造全国新能源产业高地。

数据显示，内蒙古全区风能资源技术可
开发量为 14.6 亿千瓦，约占全国 57%，太阳
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 94亿千瓦，约占全国
21%， 具备规模化开发的新能源资源高达 10
亿千瓦。大干快上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正是
内蒙古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绝佳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

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做大做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
■本报记者 卢奇秀

欧盟未明确水电绿电属性或影响我国出口
■本报记者 卢奇秀

本报讯 6 月 4 日，
中国航发研制的 “太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在深
圳通过产品验证鉴定，
标志着我国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 110 兆瓦级重
型燃气轮机通过整机验
证， 填补国内该功率等
级产品空白。

中国航发 “太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设计
功率 110 兆瓦， 具有启
动迅速、综合热效率高、
维护简便等优点， 可使
用燃油、 天然气及中低
热值气等多种燃料发
电。据了解，与同功率火
力发电机组相比 ，110
兆瓦级重型燃气轮机一
年可减少碳排放超过
100 万吨， 联合循环一
小时发电量超过 15 万
千 瓦 时 ， 可 以 满 足
15000 个家庭一天的用
电需求。

重型燃气轮机被誉
为装备制造业 “皇冠上
的明珠”，是能源高效转
换、洁净利用、多领域应
用的核心装备， 是工业
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
因其极高的设计、制造、
试验难度， 世界上仅有
少数国家具备独立自主
研制能力； 因其极大的
经济和科技价值， 也成
为世界强国竞相发展的
重大装备。

2019 年 ， “ 太 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被列
为国家能源局首批燃气
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
目，2020 年改进型重型
燃气轮机总装下线 ，
2022 年在中海油深圳
电厂启动示范运行。 目
前，“太行 110” 重型燃气轮机已累计
运行突破 14000 当量小时， 其中单台
运行时数超过 7000 当量小时。

按照中国航发 “小核心、 大协
作、专业化、开放型”研制理念，“太
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改进改型研制
中，集合了国内航空、机械、石油、电
力等多行业力量， 取得 102 项国家
专利，突破了重型燃气轮机设计、先
进材料制备、整机制造、试验及调试
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建立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燃气轮机设
计、研制、试验、调试等一批先进研
究平台， 培养出一支高度专业化的
重型燃气轮机设计研发和制造生产
人才队伍。

业内专家表示， 随着我国燃气发
电装机容量迅猛发展， 自主研制重型
燃气轮机，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
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 助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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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以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 据《中
国能源报》记者了解，经历前段时间的市场
淡季后，最近几天，多地燃煤电厂的电煤日
耗量开始快速上升。

回想起过去两年出现的煤价暴涨，仍
让人心有余悸。 彼时， 煤电企业大面积亏
损，行业一片哀鸿遍野。不过，今年以来，电
煤市场交易一直冷淡， 电煤价格呈现整体
下行态势。

迎峰度夏即将来临， 电煤价格和供需
情况成为市场最关心的问题。 今年我国电
煤供需形势如何？ 电煤价格又将呈现何种
走势？

电煤价格逐渐回归合理区间

国投安信期货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动力煤市场持续高位运行 ， 秦皇岛港

Q5500 蒙煤现货均价为 1305.2 元/吨，较
2021年的 1050.3元/吨进一步上涨 255 元/
吨； 晋陕蒙产地价格均价分别为 988 元/
吨、1003 元/吨、872 元/吨， 上涨幅度 103-
147 元/吨不等。 自去年 10 月以来，动力煤
市场步入下行趋势， 今年 5月下旬开始下跌
明显加速，今年以来均价为 1067.3元/吨。

“2021 年， 我们经历极端的能源危机
行情， 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煤炭和天然气
价格的暴涨。 去年俄乌冲突又为能源危机
赋予新的战争风险溢价， 去年上半年，把
能源危机推向顶峰。 ”国投安信期货能源
首席分析师高明宇表示，“今年以来，整个
动力煤市场价格的下跌是非常滞后的，5
月中下旬下跌才开始有明显加速。其实从
年初开始，它的供需形势就已经发生非常
明显的逆转， 所以价格大概率要回到合理
区间。 ”

中国煤炭市场网的信息显示 ，5 月
份，受低价进口煤的冲击，市场挺价信心
明显受挫，价格持续下跌，特别是进入下
旬后，在自燃风险加剧和部分货源资金压
力凸显下， 贸易商低价抛货行为明显增
加， 导致市场加速下行。 截至 6 月 1 日，
CCTD 环渤海动力煤现货参考价为 785
元/吨（5500 大卡），较 5 月初下跌 225 元/
吨，跌幅约 22%。

“去年的煤价在多重因素下过高，经过
这轮持续下跌， 目前算是处在比较合理的
水平。 当前 800 元/吨左右的价格，比国家
发改委对港口现货的最高限价 1155 元/吨
低了 300 元左右， 已接近电煤中长协价格
区间， 明显减轻了发电企业煤炭采购压
力。”信达证券研究开发中心能源行业首席
分析师左前明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

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发改
价格〔2022〕303 号）》明确，煤炭长协基准
价为 675 元/吨 ， 合理区间为 570—770
元/吨。

煤炭库存维持高位

谈及近期电煤价格下降的原因，多位受
访者指出，主要是当前电煤整体供需宽松。

中央财经大学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
主任邢雷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
指出：“由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复苏缓
慢以及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导致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煤炭价格都处于
下降的态势。 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
显，工业生产不足，对电力的消耗减少。在
供给方面， 一是国内煤炭产量不断提高，
二是随着煤炭进口零关税政策的延续，以
及中澳关系的改善，进口煤炭大增，且除
了澳大利亚外，来自蒙古国等国的煤炭也
不断进入中国，这都造成供给的增加。 ”

今夏我国电煤供需预期整体平衡
■本报记者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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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百万千瓦风电基地于 2008 年获得国家批复，总规模 210 万千瓦，现已全部建成，每年可提供新能源电
量约 58 亿千瓦时，累计发电量达 440 亿千瓦时。 乌拉特中旗旗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