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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是经济社会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碳达
峰、碳中和“3060”目标开启了低碳新时
代，也如同一根具有非凡力量的“指挥
棒”， 正在带动整个社会的巨大热情，
并成为社会转型的巨大动力。 政府机
构、专家学者、企业决策者纷纷为这个
目标而积极行动， 出台政策、 投身研
究、投资布局。

如何迎接历史性机遇？ 在迈向碳
达峰和碳中和的道路上还有哪些挑

战？ 如何通过创新、科技以及市场化手
段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带来的变革
超出想象，许多颠覆性的 “重新定义 ”
正在发生， 中国将用切实的行动兑现
承诺，实现清洁低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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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疾行，这是一场新技术新市场竞争的激烈赛跑———

积极行动 迈向“3060”双碳目标

加速向清洁能源“切换频道”
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被称作碳达峰、 碳中和
“3060”目标。

随着“3060”目标的提出，多家能源央企规划了自身实
现碳中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纷纷加速向清洁能源“切换
频道”。 三峡集团确定 2040 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能源集团
提出，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达到 7000 万千瓦—8000 万千
瓦；大唐集团表示，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超过 50%，
提前 5 年实现碳达峰；华能集团将全力打造新能源、核电、
水电三大支撑，积极实施减煤减碳……

打造 “中国第一大氢能公司”———今年 4 月 13 日，中
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对外公布了一个新的大目标。 在走
向“碳中和”目标大背景下，氢能被业界视为终极清洁能
源，各大企业纷纷走马上阵，目前开展氢能相关业务或布
局的中央企业已有 26 家。

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只有 500 多座加氢站，中国正
在运行的加氢站有 100 多座， 其中中国石化加氢站有 10
座在运行。 “十四五” 期间， 中国石化提出要在 5 年内建
1000 座加氢站。

围绕打造世界领先洁净能源化工公司的愿景目标，中
国石化提出，坚定不移迈向净零排放，“十四五”期间将布
局 7000 座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点，目前已在海南、广东、广
西、云南等地布局建设了 160 座光伏发电站点。 加快打造
“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力争在 2050 年比国家目
标提前 10 年实现碳中和。

无独有偶，6 月 3 日，中国石油发布《2020 年环境保护
公报》。 公报显示，中国石油 2020 年天然气产量当量占比
首次突破 50%。“气超油”的实质是清洁能源在我国一次能
源结构中的占比提升，为加快经济发展转型和清洁能源替
代步伐提供了支撑。

同时，中国石油将新能源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一座
座加氢站建成投运，多能互补新格局正在形成。

“未来 5 年至 10 年是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窗口期。 ”
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对未来的判断是：国际能源供需格
局加快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新的共识，新能源发
展进入活跃期，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行业重塑。

中国石油提出，大力实施“创新、资源、市场、国际化、
绿色低碳”五大战略，抓住能源行业低碳转型发展机遇，积
极布局清洁生产和绿色低碳的商业模式，按照“清洁替代、
战略接替、绿色转型”三步走总体部署，力争 2025 年左右
实现碳达峰，2050 年左右实现“近零”排放。

“一场由基于化石能源的现有系统快速向基于非化石
能源的零碳能源转型的全面竞赛正在加快。 我国要抓住低
碳转型带来的创新发展机遇。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
所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周大地在第五届能源
互联网技术及应用高峰论坛上指出，在“十四五”期间提前
实现碳达峰的关键在于尽快采取低碳转型行动，不能拖延
传统高碳扩张的转型，更不能盲目冲高碳排放。

保障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利用
全球范围内 ，目前几十个

国家出台了禁售燃油车政策

甚至时间表 。 “车道 ”在变 ，新
能源汽车正站在风口。 今年前
5 个月， 我国汽车市场继续较
快增长 ， 新能源汽车表现亮
眼 。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 ，1 月-5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95 万辆 ， 同比增长 2.2 倍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94.2% 。 同
时 ，各方资本纷纷入局抢滩新
能源汽车市场。

电动汽车是不是真的零排

放、无污染？ 这是新能源汽车领
域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国内国
外都引发热烈讨论和关注。 专
家普遍认为， 必须要对能源生
产过程和汽车生产过程全生命

周期做排放评估， 才能够科学
评价电动汽车是否清洁。

由于目前电动汽车的电力

生产源头主要来自以煤炭为主

的火力发电，会产生烟尘、硫化
物，以及较高的碳排放，加之电
动汽车本身产品的生产过程存

在若干排放， 不少声音认为使
用火电的电动汽车依旧不环

保， 只是把分散式的燃烧统一
化了，治标不治本。

在“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下， 我国到 2030 年非化石能
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
标， 我们要推动新能源成为电
力供应主体， 所以要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 多措并举保障新能
源高水平的消纳利用。 ”国家能
源局局长章建华指出。

未来，新能源汽车将因为成
为新能源发电的载体而成为真

正清洁的产品，汽车的属性也将
进一步进化为移动的新能源储

能装置。 “电力系统给电动汽车
充电，看似是一个供电任务，但
通过技术的发展包括采取经济

性措施，完全可以让电动汽车促
进系统能力提升。”章建华表示：
“电动汽车在低谷时，系统给它
充电；在用电高峰，让电动汽车
给系统放电。 一辆电动汽车就
可能成为电力系统的一个储能

装置。 如果有成千上万大规模
的电动汽车，那对系统是非常有
利的因素。 未来，我国将加快储
能的规模化发展，推动电力系统
全面数字化，构建高效、智慧的
调度运行体系，加快推动充换电
基础设施建设。 ”

落实替代行动保证能源安全
“碳中和”意味着一个以化

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时代结束，一
个全新的绿色发展时代开始 。
可再生能源将从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生力军成长为碳达峰碳

中和的主力军。 到“十四五”末，
预计风光水等可再生能源在全

社会用电量增量中的比重将达

到三分之二左右，在一次能源消
费增量中的比重将超过 50%。

然而，新能源存在一定靠天
吃饭的特性，如何保证未来能源
安全？

“‘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
源发展的边界条件、 发展逻辑
以及发展机制都将发生一系列

重大变化。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指

出， 未来要统筹优化新能源开
发布局， 大力提升电力系统的

灵活调节能力， 构建新能源消
纳长效机制。

“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
供灵活调节能力，使新能源更好
地消纳。 在发电侧，加强火电灵
活性改造，包括推动抽水蓄能电
站、天然气调峰电站的建设。”章
建华指出，在电网侧，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资源优化配置能
力，特别要发挥大电网资源互济
的作用。 在用户侧，推进终端电
能替代特别是绿色电能替代，提
高需求侧响应能力。

国家能源局提出，将制定更
加积极的新能源发展目标，加快
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着力
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积
极构建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

力系统，健全完善有利于全社会
共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
坚强保障。

电力领域重点企业积极行

动，以高新科技破解可再生能源
发展面临的“瓶颈”。 截至 2020
年年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并网新
能源装机达到 4.5 亿千瓦、占全
国新能源总装机的 85%，新能源
利用率达到 97.1%，全面完成了
国家清洁能源消纳 3 年行动计
划目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发展新能源、推进能源转型
是关键。”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
党组书记辛保安指出。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
硬仗，实现低碳转型无疑更是一
场新技术、新市场竞争性的激烈
赛跑。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