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4 年 12 月 9 日
要闻·企业□ 主编：董欣 □ 版式：徐政

□ 电话：010-653694524

央企创新联合体发力央企创新联合体发力CCUSCCUS　　

■本报记者 渠沛然

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务院国资

委批复由中国石油、中国华能牵

头 ，各创新主体广泛参与的

CCUS创新联合体实施建设，以

汇聚国内优势力量，融合优质资

源，推进规模化 CCUS应用，加

强新兴产业培育力度。

11 月 26 日，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
由中国石油和中国华能牵头，联合其他26
家央企、地方国企、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组
建的中央企业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创新联合体正式启动。

成立创新联合体对于CCUS产业有何
助推作用？央企将发挥何种作用？

据介绍，创新联合体将聚焦 CCUS 产
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搭建上中下
游全产业链联动平台，着力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着力搭设碳捕集、运输、封存全产业
链标准体系架构，以四大重点工程为抓手，
补强补齐短板弱项，加快CCUS市场化、商
业化步伐。

■■ 集聚优势资源

为实现全球温升控制目标，需要全球
在未来 30 年内快速和持续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国际能源署预测，要实现2050年全
球净零排放，仅依靠减少化石燃料不能“达
标”，预计每年需要移除至少 10 亿吨的二
氧化碳。

其中，CCUS 技术被普遍认为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必要措施，不仅是实现化石
能源低碳化利用的关键技术选择，也是
促进钢铁、水泥等难减排行业脱碳的有
效技术措施，还是保持电力系统稳定性
和灵活性的重要技术手段，渐受各界的
广泛关注，成为科技研究和产业部署的
重点方向。

“近年来，CCUS已成为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技术革命、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当
前，我国能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迎来重要
的发展窗口期，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由
中国石油、中国华能牵头，各创新主体广泛
参与的CCUS创新联合体实施建设。”中国
石油参与 CCUS 联合体组建的相关人士
说，“创建联合体，也是为汇聚国内优势力
量，融合优质资源，推进规模化 CCUS 应
用，加强新兴产业培育力度。这不仅是推
动 CCUS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
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尝试。最主要
的是通过不同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
展。以促进CCUS技术具备商业化能力为
总体目标，以低成本低能耗捕集、超临界安
全输送、大规模高效利用、长期稳定封存
为技术攻关重点。着力解决我国 CCUS
技术领域目前存在的成本高、示范工程规
模小、产业链不成熟和协同度低等关键共

性问题，提升我国 CCUS 技术产业化设
计、建设和运营能力，促进 CCUS 行业高
质量发展。”

■■ 规模发展遇挑战

2021年，CCUS技术首次被写入“十四
五”规划，且政策重点支持CCUS技术研发
与示范，涉及技术标准、投融资方面的政策
条款逐渐增多。近年来，我国在碳捕集技
术方面发展迅速，形成了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全流程技术体系，并开展大量示范应
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底，中国已
投运CCUS项目67个。

“值得注意的是，CCUS产业作为战略
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示范阶

段，产业发展面临跨行业、跨领域、跨企
业、跨地域协同性不足，低浓度二氧化碳
捕集、规模化利用、长周期封存安全监测
等关键核心技术存在短板弱项，以及法律
法规和标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上述中
国石油参与 CCUS 联合体组建的相关人
士说。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已建成投运的
CCUS 示范项目每年可捕集约 400 万吨
二氧化碳，与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相差
较远。此外，CCUS 相关技术的高能耗、
高成本问题，以及相关激励政策和商业
模式的缺失，都在制约中国 CCUS 技术
的发展。

“CCUS也面临技术成本高的难题，严
重制约产业大规模发展。二氧化碳捕集方

面，我国排放以低浓度为主，百万吨级低成
本捕集工艺技术和关键装备存在短板。”上
述相关人士表示说。

从 二 氧 化 碳 运 输 方 面 来 看 ，我 国
CCUS 示范工程项目源汇匹配性差，源
汇错位带来较高的成本压力，目前集输
方式以高成本车载运输为主，碳源商业
化应用难度大。从二氧化碳驱油方面来
看，国内陆相沉积油藏与国外海相沉积
油藏相比，存在储层非均质性强、油气混
相压力高的突出特点，技术适应性及配
套设施要求高，项目经济效益差。而二
氧化碳封存方面，长期安全封存所需的
实时智能监测和井筒安全技术不完善，
配套工艺装备成本高。

■■ 提高技术和经济性

CCUS产业链条长，如何协调各环节，
推动技术落地应用？

业内人士指出，要想破题，就要通过技
术创新和政策推动，提高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技术的经济性和可靠性，实现大规模应
用和普及。聚焦全产业技术短板弱项，攻
关二氧化碳捕集、二氧化碳输运、二氧化碳
驱油封存、二氧化碳化工与生物利用等四
个核心技术卡点。

比如，在碳捕集环节重点补齐技术和
设备等短板，实现关键材料自给自足。在
碳输运环节重点突破低成本超临界二氧化
碳输送管材、低成本超临界二氧化碳长距
离管输关键技术。碳驱油封存环节，将进
一步攻克二氧化碳驱油大幅度提高采收率
技术，支撑CCUS/CCS工业化示范项目建
设等。

“还要着力解决低能耗二氧化碳高效
捕集吸收、超临界长距离二氧化碳输送、二
氧化碳低成本高效化工与生物利用、二氧
化碳高效驱油与长周期封存等关键核心技
术，支撑产业技术升级。”上述人士表示，

“未来也将着力构建碳捕集、运输、封存全
产业链标准体系架构，完善监管和减排核
查体系，引领产业有序发展。同时，推动陇
东 CCUS示范基地工程建设，构建产业高
效协同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