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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更多资金将流向节能降碳项目未来更多资金将流向节能降碳项目
■■本报记者 张胜杰

本报讯 记者吴莉报道 4月8日，记者
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部署在海
南的福深热1井顺利完钻，井深达5200米，
刷新了我国最深地热科学探井纪录。该井
的成功钻探，揭示了华南深层地热形成与富
集机理，意味着我国干热岩勘探在地区和深
度上取得新突破，对提升我国华南地区地热
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调
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石化大力推进深部地热资源的
科学研究和勘探开发。福深热1井是中国
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部署的重点地
热科探井，钻探目标为 2.5 亿年前的花岗
岩，属于深层干热岩地热井。自 2023 年 8
月开钻以来，该井应用了“双驱钻井+高压
喷射”等多项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的创新技
术，在近 3900 米温度超过 150 摄氏度，达
到高温地热标准，在 5000 米温度超过 180
摄氏度，达到国家能源行业标准规定的干
热岩温度界限，形成了深层地热资源探测
评价关键技术，达到科学探井预期目标和

任务要求。
中国石化着力打造我国华南地区深层

地热科研高地。下一步，中国石化将依托福
深热1井开展深化研究和现场试验，建成我
国华南首个深层地热产学研一体化现场试
验研究平台和开发利用示范平台，探索形成
适用于华南地区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助
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深层地热能具有
广阔开发应用前景。地热能是一种稳定可
靠、绿色低碳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储量大、
分布广、清洁环保等特点。当前，我国地热
资源开发利用多以浅层和中深层的水热型
地热为主，而埋深 3000 米以下的深层地
热，尤其是干热岩资源的开发尚处于探索
阶段。干热岩一般指埋在地下数千米处的
温度大于 180 摄氏度、内部不含或仅含少
量流体的高温岩石。据中国地质调查显
示，我国陆区地下3千米至1万米范围内的
干热岩型地热资源量折合标准煤856万亿
吨，即使仅采出2%，也可以达到2023年我国
全年能源消费量的2993倍。

52005200米米！！我国最深地热科探井完钻我国最深地热科探井完钻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节能降碳中央预
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通知，
明确了节能降碳项目可以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的具体规定，如对单个项目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
亿元。

多位受访人士对《中国能源报》记者表示，这一政
策的出台，无疑为我国节能降碳工作注入了强大动
力，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降低了企业的财务压
力和投资风险，将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节能降碳项
目，推动相关行业的绿色转型。

■■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节能动力

“该《办法》向全社会释放了极其明确信号，尤其
在国家层面，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零碳能源对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不可或缺，特别是在当前电气化
难以脱碳的领域，生物质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如工业蒸汽、商业用热、船用燃料、航空燃料、商
用车燃料和大型施工机械用能等。”中国产业发展促
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告
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
焦化等关键行业的节能降碳项目被给予重点支持。

为何这些行业被列为重点？“我国的碳排放主要

集中在电力、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航空
等8个重点行业，这些行业碳排放量占到了总排放量
的75%左右，减排空间大。”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
院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告诉记
者，通过支持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改造，能
够在较短时间内显著降低碳排放。

记者了解到，在建筑领域，比如建材在绿色低碳
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经济激励措施不足、绿色金融未能
有效融入等问题。

“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要使用更好的
建材，会导致投资的增加。但是从建筑的全生命周
期看，超低能耗建筑的投入产出比明显高于传统建
筑，5—7 年便能收回在建设环节增加的成本。”中
国建筑节能协会秘书长吴景山说，“而此次《办法》
的发布，可谓正当其时，将极大地激发出企业的积
极性。”

同时，《办法》还鼓励重点用能单位和园区进行能
源梯级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等综合能效提升项目，供
热基础设施的节能升级改造与综合能效提升，以及中
央和国家机关的节能改造项目。

■■严格审核防止资金挪用

《办法》显示，在支持资金上，列入绿色低碳先

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的按支持资金不超过项目总
投资的 30%控制，其他碳达峰碳中和先进技术示范
及应用项目、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项目支
持资金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20%控制，循环经济
助力降碳项目支持资金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15%
控制。

那么，未来该如何用好这些资金？
在韦福雷看来，首先要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办

法》中明确，资金应主要用于支持高能耗行业的节能
降碳改造、先进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循环经济和资源
综合利用等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严格项目审查与监管方面，多
位业内人士提醒到，一定要确保资金能够真正用于节
能降碳项目，防止企业对资金挪用和滥用。

“主管部门对申报的项目一定要慎之又慎，确保
项目符合节能降碳的目标和要求，具备经济可行性和
技术先进性。”韦福雷告诉记者，同时，通过绩效考核
机制，评估项目实际节能降碳的效果到底如何，从而
确保资金发挥出最大效益。

山西省能源局节能和科技装备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些资金应该优先支持那些技术成熟、
节能效果显著、示范效应强的项目，同时适度向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碳达峰碳中和、能耗双控
以及资源循环利用工作突出的地区、绿色产业示

范基地等倾斜。

■■要发挥资金的效益最大化

《办法》表示，要按照科学、民主、公正、高效的原
则，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紧紧围绕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统筹安排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坚持

“一钱多用”，积极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过程中符合
条件的项目。

那么，企业如何将这些资金的效益发挥到最大
化？在山西省能源局上述负责人看来，认真学习政策
内容和要求十分必要，同时一定要选择符合自身发展
需求且具备节能降碳潜力的项目。另外，在加强技术
研发和创新方面，尽量引进先进的节能技术、设备，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

谈到“一钱多用”，韦福雷强调，一定要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比如，企业应将专项资金与其他资金进
行合理配置，严格控制成本，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确保效益最大化。同时，企业还应建立
健全的项目管理体系，定期对项目进行评估和调整，
确保项目梳理推进。”

此外，还有业内专家提醒，节能减排项目应与企
业长期发展战略相契合，最终确保资金投入能够带来
最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国内首个规模化
绿色甲醇项目开工

本报讯 4 月 10 日消息，国内首
个规模化绿色甲醇项目——上海电
气洮南市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
一体化示范项目开工仪式日前在吉
林省洮南市举行。

据悉，项目计划总投资 224 亿
元，分三期实施，全部建成后每年可
生产百万吨绿色甲醇。项目一期总
投资56亿元，计划建设25万吨风电
耦合生物质制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
配套新能源规模 68 万千瓦，自发自
用、轻度并网。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实
现年产值 12 亿元，为实现大规模绿
电消纳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和商业
模式。

据介绍，项目是吉林省“氢动吉
林”“吉氢入海”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国家首批绿电制氢就地消
纳示范项目。项目旨在利用洮南市
丰富的可再生资源，以风能和生物质
能为基础，打造“绿色新能源+绿色
化工”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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