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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

转型，电力行业引领能源革命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列为2021

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碳达峰、碳中和”背后的意义在于

推动社会向绿色发展转型，以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

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变为核心，发展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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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绿色转型，电力行业引领能源革命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碳达峰、碳中和”列为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碳达峰、碳

中和”背后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向绿色发展转型，以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生产方式和产

业结构转变为核心，发展低碳经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电力行业引领能源革命。

一、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世界各国以协议约定的方式制定节能减排计划，为保障能源安全，我国

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燃烧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氟氯烃等温室气体造成的。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19年全球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高达367亿吨，比1990年气候变化谈判

开始时高出62%。碳排放量不断增多对环境造成系统性影响。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

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我国在节能减排目标上面临更大的压力。在2020年9月的第75届联合

国大会上，我国提出“2060碳中和”目标，与2030年碳排放达峰共同组成“30·60目标”。我国碳

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后逐渐降低，在2060年前碳排放和碳吸收相互抵销，这一目标的提出

预示着化石能源时代的终结。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在于“节能减排”，背后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社会向绿色发展转

型，以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转变为核心，发展低碳经济。具体来说，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步降低。“碳中和”

指的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

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区域协同环境治理以及行业联盟战略合作。而经济生产结构决定

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难易程度，碳排放强度指的是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偏重，碳强度削减难度较大；如果服务业在经济

结构中占比较高，在碳排放强度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拉动居民消费，可以进一步降低碳排

放强度。

疫情防控和绿色发展紧密联系，“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恰逢其时。气候变暖、环境污染

加大了病毒传播风险，在此背景下，生产活动正朝着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碳达峰、碳中和”对

生产制造来说含义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三

是运营管理的转变。土地开发利用、厂房建造、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的制造、利用、运维都应做



到低碳环保。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传统能源消耗过快背景下，传统能源价格上涨是长期趋势，上游

原材料价格上涨推高工业品价格。传统能源高效利用、开发清洁能源、转变思想意识是生产制造在

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疫情防控大背景下的必然。

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电力行业引领能源革命

早在2017年，全国碳排放交易启动时，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就

已经被列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阶段重点行业。其中，电力行业是碳排放交易的重点行业，不仅

因为碳排放量占比高，也因为产品和生产方式比较固定，能源消耗、发电量、碳排放量等指标容易

核算、准确性较高、数据基础较好。当时，发改委规定参与主体是这八大重点行业中2013至2015

年任意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法人单位或独立核算企业单位。碳交易

的产品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历史排放情况的配额，二是自愿减排凭证。

“推动火电清洁高效发展”应该是电力行业改革的重点。电力是将化石能源这种一次高碳能源

转化为二次能源，在碳排放量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技术改造、管理提升，改善发电结构、提高发电

效率是电力改革长期难题。结合我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能源结构、技术成熟度和电网稳定性

来看，电力供应的基本负荷主要还是煤电来满足。在学界素有“能源三角不可能”之说，意思是能

源的安全、清洁与低价三者不可兼得。

2020年12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指出“清洁高效

发展火电”，推进煤电布局优化和技术升级，积极稳妥化解煤电过剩产能，建立并完善煤电规划建

设风险预警机制，严控煤电规划建设，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关于煤电布局，新建煤电布局到西部和

北部地区，严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煤电占比，区外输送电力满足东部中部地区的新增需求。近年来，

煤电装机比例逐年下降，为新能源发展让位，灵活性改造推动煤电向调节性功能转型，煤电逐步从

基础负荷的承担者转变为灵活调峰的重要手段。未来，坑口电站规模大、技术改造实力强、能源利

用效率高的火电厂才能生存下去，中小火电厂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电力行业改革可以从“国家队”的战略部署中得知一二，供给侧

改革先行。国网天津电力近日宣布“碳达峰、碳中和”实施路径，包括能源供给、能源消费、机制

保障三方面的十四项措施。在能源供给方面，国网天津电力计划到2025年实现跨省输电能力提升至

1265万千瓦，外来电比例达到35%以上，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560万千瓦。这符合“区外输送电力满

足东部中部地区新增需求”“火电让位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行业共识。此外，国网天津电力计划

推动分布式电源和微电网发展，满足分布式清洁能源并网和多元负荷用电需要。分布式发电是微电

网的基础，微电网与配电网连接起来，充当桥梁，提升新能源的并网消纳。微电网是发展光伏发电、

生物质能发电的基础。至于能源消费，国网天津电力拓展“电能替代”，推动铁路、公路、港口码



头、乡村的电气化发展，鼓励绿色出行。至于机制保障，国网天津电力加强储能政策研究、建设能

源数字化平台、加强需求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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