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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江苏苏金金湖湖：：绿绿电电生生金金 景景色色旖旖旎旎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利用
丰富的滩涂资源优势，科学发展
新能源，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 社会效益等多重效益统一。
截至 7 月底，该县新能源装机并
网容量 125.39 万千瓦，今年 1-7
月累计发电 10.44 亿千瓦时，相
当于节约标煤 34.8 万吨， 减少
碳排放 96 万吨。

图为 8 月 21 日， 金湖县前
锋镇白马湖渔乐湾新能源发电
站的风电与船、水、蓝天、白云构
成一幅自然生态绿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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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 降低建筑领域碳排放

绿色建筑 加速来临
■■本报记者 李玲

近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发布 《关于推进本市新建建筑可再生
能源应用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
要求新建公共建筑、 居住建筑和工业厂房
使用一种或多种可再生能源。 到 2025 年，
建筑用能结构持续优化， 城镇新建建筑可
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 10%， 到 2030 年，进
一步提升到 15%。

记者梳理发现，除上海之外，湖北、云
南、天津等地也陆续发布各自的城乡建设
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其中均提到要优化
建筑用能结构和方式，加快推进建筑应用
可再生能源。 在业内看来，各地政策的陆
续出台， 将进一步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加
速建筑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 建筑减碳压力大

建筑与工业、 交通并列为能源消耗的
三个主要领域。 建筑能耗主要包括建造能
耗和运行能耗。其中，建造能耗是指由于建
筑建造所导致的从原料开采、建材生产、运
输以及现场施工所产生的能源消耗。 运行
能耗是指在住宅、办公等建筑内，为居住者
或使用者提供采暖、通风、照明、炊事等所
产生的能源消耗。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大规模
新建筑的建设及既有建筑的运行产生大量
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发布的
《2022 中国建筑能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显
示，2020 年， 全国建筑能耗量为 22.7 亿吨
标准煤，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45.5%。 全
国建筑碳排放量为 50.8 亿吨，占全国碳排
放总量的比重为 50.9%，其中，建材生产阶
段碳排放量为 28.2 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
量的 28.2%；建筑施工阶段碳排放量为 1 亿
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1%；建筑运行阶
段碳排放量为 21.6 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
量的 21.7%。 建筑领域碳减排压力巨大。

“建筑领域的碳排放量占我国整体碳
排放量的比重较大， 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
碳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一环。 ”中建政研集团“双碳”领域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邢红霞在接受《中国能源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城乡建设领域的碳达峰
是国务院发布的《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节能降碳方面，上

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其他多地也对建筑
节能做了相应要求， 是对我国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的分解和落地。 ”

●● “建筑+可再生能源”模式受青睐

在碳减排压力下，“建筑+可再生能源”
模式在多地受到“热捧”。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在《实施意见》中明确：“新建公共建筑、居

住建筑和工业厂房应根据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的资源条件，合理采用太阳能光伏
系统、太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系统或
空气源热泵系统。 在经济、技术可行的条
件下也可采用其他可再生能源应用系
统”；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在文件
中强调，推进新建建筑太阳能光伏一体化
建设，提升公共机构建筑、大型公共建筑、
新建工业厂房等屋顶光伏安装比例，鼓励
智能光伏融合创新发展，鼓励采用可再生

能源解决建筑采暖、生活热水、炊事等用
能需求，实行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相结
合的多元化利用。

在邢红霞看来，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主要包括用电、用热、用冷等方面。 “从用电
角度看，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是在发电
端，结合屋顶光伏、墙体光伏、玻璃光伏等，
用自发电代替来自电网的电； 第二是从供
电公司或电力交易单位购买绿电； 第三是
加大对储能的应用，推广建筑用储能，比如

光伏储能一体化， 以实现建筑领域可再生
能源替代。 ”

“在用冷、用热方面，传统的方式一般
是采用中央空调或单体空调。从建筑节能、
可再生能源替代角度看， 可以改为使用地
源热泵。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循环、可再生的
能源技术，目前这一技术已较为成熟，在我
国多地均有应用实践。 ” 邢红霞表示，“此
外， 此前大型餐厨设备一般会使用液化石
油气、天然气做燃料，现在也鼓励逐渐把化
石燃料改成电能。 ”

●● 有序推进离不开因地制宜

为加快推进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
用进程，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指出，要加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
项目立项、土地出让、设计、施工、监理、
质量监督 、运行等各环节的监管 ，建立
建筑可再生能源应用建设全过程闭合
管理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 ， 《2022 中国建筑能
耗与碳排放研究报告 》显示 ，城市建筑
碳排放在我国南北方和东西部之间差
异较大 ，呈现出明显的自北向南 、自东
向西递减的分布状态。 这主要与省际人
口数量、地区生产总值、所处气候区、用
能结构和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差
异较大有关。

对此，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建筑领域利
用可再生能源， 也需要根据所在地的气候
地理条件， 进行因地制宜分析和一体化规
划设计。

在邢红霞看来，相对于老旧建筑改造，
在新建建筑中利用可再生能源相对容易。
“比如，一些可再生能源设施如果在建筑建
设的初始阶段没有考虑进去， 后期就很难
再进行改造。即使改造，也要先评估可能对
建筑产生的影响。 ”

对此， 邢红霞进一步建议，“首先要因
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在规划阶段就做好
新建建筑的可再生能源替代路线设计。 其
次，除了推进新建建筑应用可再生能源，还
可以根据相关经验， 对老旧建筑也做一些
改造，并渐进式推进。因为如果‘一揽子’地
对老旧建筑做可再生能源替代和改造，对
建筑也是一种浪费。 ”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本市分时电价机制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将进一步优化
电价峰谷时段和峰谷价差。

对此，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分时电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能够更
好地引导用户错峰用电， 保障电力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
同时有利于绿电消纳， 并为储能行业发
展提供更大空间。

应对两大问题———
电力负荷屡创新高，

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增加

先见能源联合创始人沈贤义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在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电网
调峰压力持续增大， 北京分时段电力负
荷特点也在不断变化， 需要进一步完善
分时电价机制。

“由于社会商业用电习惯的改变，目
前商业、 居民的用电负荷和持续时间不
断增加，甚至拓展至夜间。 同时，虽然新
能源在电源中的占比在增加， 但像光伏
这样的新能源发电又在夜间时段无法提
供可靠电力支撑。 ”沈贤义说。

对此， 国网能源研究院研究员李司
陶认为，北京此次更新分时电价政策，主
要有电力负荷屡创新高、 新能源装机占

比不断增加两方面原因。 今年二季度，北
京电网负荷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0%，使高
峰时段面临严峻的安全保供形势。 同时，
在北京所在的华北区域电网，风、光发电
装机占比已达到 39%，在用电低谷时段出
现了消纳困难。

“因此，通过优化分时电价政策，调动
电力用户参与削峰填谷的需求就显得十
分迫切。 ”李司陶说。

对于电力系统整体而言，通过价格信
号引导负荷侧削峰填谷，除了可以保障系
统安全平稳运行之外，还能优化电力系统
各环节的投资效率。

“目前，负荷尖峰化问题十分突出，严
重降低了电源和电网设备利用率。 尤其
是北京，空调和采暖负荷集中、峰谷差较
大，通过价格引导削平尖峰，可免去部分
低利用率的设备投资。 ”李司陶说。

实现两大改变———
优化时段划分，拉大峰谷价差

业内专家表示，时段划分不准、价差
水平不足，是北京本次完善分时电价政策
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在时段划分方面，《通知》将全年峰谷
时段按 24 小时分为高峰、平段、低谷三段
各 8 小时， 将高峰时段由原来白天 5 小
时、晚上 3 小时调整为白天 3 小时、晚上
5 小时， 谷段维持不变， 并在夏季（7、8

月）、冬季（12、1 月）各执行每天 3 小时的
尖峰电价。

“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增加，电力系
统峰谷时段的判定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即
从单纯的按用电负荷进行判断，转变为按
用电负荷与新能源出力之差的‘净负荷’
进行判断。 ”李司陶分析，从北京此次调
整来看，将 13 点至 15 点的时间段从高峰
调整为平段，即与光伏装机增加有关，因
为光伏出力使该时段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得到缓解。

在价差水平方面，《通知》进一步拉大
峰谷价差， 从而加大削峰填谷的激励强
度。《通知》将单一制用电峰平谷电价比例
调整为 1.71:1:0.36（不满 1 千伏）和 1.8:1:
0.3（1 千伏及以上），两部制用电峰平谷电
价比例统一调整为 1.6:1:0.4。 尖峰电价在
高峰电价基础上上浮 20%。以不满 1 千伏
的单一制用户为例，调整前的峰谷比在 2:
1 左右， 新政策施行后则扩大至 4.75:1。
“按目前代理购电价格水平，北京大部分
用户峰谷价差将达到 0.8 元/千瓦时以
上，给予用户充足的调节激励。 ”李司陶
指出。

此外，北京市分时电价政策执行范围
明确为除地铁、无轨电车、电气化铁路牵
引用电外的所有工商业用户；尖峰电价政
策执行范围为变压器容量在 100 千伏安
（千瓦） 及以上且电压等级在 1 千伏及以
上的工商业用户。

降低电费这样可行———
主动优化用电行为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举例分析，
若广大工商业用户在调峰能力范围内主动
优化自身用电行为，将进一步降低电费。

例如， 年用电量为 3500 万千瓦时的
某商场，峰、平、谷电量比例分别为 40%、
35%、25%，尖峰电量为 2%，属于城区 1-
10 千伏的单一制用电模式。 政策调整前，
每年电费支出约 3304 万元，政策完善后，
用电习惯不变情况下，该商场每年电费支
出约 3346 万元，增加 1.3%。

但若该商场通过调整用电习惯、节能
改造、储能等方法，将 5%的峰段电量调至
谷段，那么，该商场每年电费支出可降为
3234 万元，减少 112 万元，降幅达 3.4%。

“此次政策调整对不满 1 千伏用电
工商业用户的影响较小， 对于大工业用
户的影响较大。对此，大工业用户可以调
整生产经营活动，增加在谷段的用电，减
少在峰段特别是尖峰时段的用电。 ”沈贤
义说。

李司陶也建议，用户可通过调整生产
计划和部分设备的运行状态，在电价低时
多用电，降低用电成本。同时，当前诸如虚
拟电厂、用户侧储能、分布式电源、节能改
造等用电技术快速发展，价差空间扩大提
升了采用这些技术措施的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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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林水静报道 近日，北京
绿色交易所先后发布《关于全国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系统账户开立的通知》《关
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系统交易
相关服务安排的公告》（下称 “《公告》”）
《2021、2022 年度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
位使用 CCER 抵销配额清缴程序补充说
明》三则通知，表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交易系统即日起开通开户功能，接受市
场参与主体对登记账户和交易账户的开
户申请，交易功能开通时间另行通知。 业
内人士认为， 此次北京绿色交易所开通
CCER 开户功能让我国 CCER 重启再进
一步。

CCER 机制是全国碳市场的重要补
充。 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均允许控排
企业使用 CCER 抵消一定比例的碳配额
清缴。 CCER 自 2012 年推出以来，被广泛
用于地方试点市场的碳配额清缴履约，但
由于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项目不规范、减排
备案远大于抵消速度、交易空转过多等问
题，从 2017 年 3 月起，我国暂停 CCER 项
目备案审批。 近年来，虽然国家备案的多
个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构仍在开展
CCER 交易，但交易的产品主要是已完成
注册登记的存量减排量。 今年 6 月底，生
态环境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计划
今年底前重启 CCER。

针对此次 CCER 重启的新旧交易系
统衔接问题，《公告》明确，2017 年 3 月 14
日前已经获得备案的减排量（下称“旧有
CCER”）仍在北京绿色交易所等九家交易
机构继续交易。有交易旧有 CCER 需求的
主体可继续通过九家交易机构开立旧有
自愿减排注登系统登记账户和九家交易
机构中任意一家交易系统交易账户。 对
2023 年 8 月 18 日前在旧有自愿减排注登
系统完成登记账户开立的重点排放单位，
自 2023 年 8 月 21 日起，可使用相同的发
起代表或确认代表账号及密码登录新自
愿减排注登系统；对 2023 年 8 月 18 日前
未在旧有自愿减排注登系统完成登记账
户开立的重点排放单位，需分别进行新自
愿减排注登系统和旧有自愿减排注登系
统的登记账户开立申请。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表示，《公告》明确了新旧交易系统
的衔接机制， 使 CCER 重启之路更加顺
畅，也对碳市场发展带来利好。 最近国内
碳价持续上涨，配合 CCER 重启，有助于
碳市场今后的发展。

海通证券研报认为，我国碳市场相关
政策持续释放， 碳市场建设正小步快跑。
近两月的碳市场相关政策、通知释放频率
加快，反映了我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碳市
场建设，也印证了我国对于完善、活跃碳
市场的坚定决心。

探寻北京完善分时电价机制背后的逻辑
■■本报记者 张胜杰 杨晓冉

开通开户功能
CCER 重启再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