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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近期启动
首批纳入逾2000家发电企业

本报讯 特约记者姜煜报道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

李瑾博士6月3日在“虹桥国际

经济论坛专题对话”会议上表

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筹备工

作已经基本就绪，将于近期正式

启动上线交易，目前首批纳入全

国碳交易体系的企业有2200多

家，均为发电行业企业。

当天的会议由虹桥国际经

济论坛秘书处和虹桥国际经济

论坛研究中心举办、中国银行

承办，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的

代表就“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

等议题展开了研讨，为实现“零

碳中国”贡献“虹桥智慧”。

2017 年 12 月 19 日，国家

明确上海牵头承担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维护

任务。2021年 5月14日，生态

环境部发布有关碳排放登记、

交易、结算管理规则的公告，

明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成

立前，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系统账户开立和运维等

具体工作。

李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

释了碳排放市场是如何运行

的。她说，碳交易是市场化的资

源配置工具，政府主管部门会把

碳排放的额度分配给企业，企业

只能在允许的额度内排放，如果

超过额度就要到市场上去购买，

企业的碳排放额度有多余也可

以到市场上出售获取收益。碳

排放权交易的价格完全由市场

供需关系决定，政府主管部门负

责设计碳排放的控制目标并将

配额按照一定的方法分配给企

业，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完成配额

清缴履约的工作。

“通过这样柔性的市场化

配置资源的手段，可以促进我

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目前第一批纳入的 2200

多家企业均为发电企业，以后

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将逐步

纳入建材、有色、钢铁等其他重

点排放行业。”李瑾说。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会

议上表示，中国是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

和引领者，将“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着力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

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碳

达峰。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

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

□ 陈 健

一边减少工业企业碳排放，

一边守护好森林资源，使森林覆

盖率达到71.4%。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正

在行动。

洪雅青衣江元明粉有限公

司是全县最大耗煤企业，公司原

有两个厂区，每年消耗燃煤22万

吨。近年来，公司趁着厂区迁建

的时机，通过“煤改电”解决燃煤

带来的碳排放问题。

公司董事长余建兵说，厂区

迁建有两个方案，一是采用原生

产工艺迁建，有现成设备和经

验，投资少，风险小；二是拆除燃

煤发电设备，以电能替代燃煤，

并引入先进的“机械热压缩蒸发

技术”，投资大，存在较高风险。

四川是水电资源大省，用清

洁的水电替代燃煤发电，可以有

效减少碳排放。最终，青衣江元

明粉公司选择了投资更大、风险

更高的“煤改电”方案。

“四川省发改委、国网四川省

电力公司多次深入我们公司调

研，介绍电能替代特殊电价、改造

补贴、供电电源配套相关优惠政

策，打消了我们的顾虑。”余建兵说。

2018年4月，第一期“煤改

电”项目建成投产。去年年底，第

二期“煤改电”项目也建成投产。

虽然前期投入较大，但项目投产

以来，由于水电价格更为便宜，加

上相关优惠政策，实际上企业一

年可以节省成本近3000万元。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我们

正在行动。”眉山市洪雅生态环

境局副局长陈向阳说，目前，青

衣江元明粉公司两期“煤改电”

项目完成后，每年减少使用燃煤

22万吨，从而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66万吨、颗粒物33吨。

陈向阳介绍，看到“减碳”带

来的效果，当地另外2家燃煤企

业——洪雅明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和新乐雅陶瓷有限公司，也

已经分别启动了“煤改电”和“煤

改气”，预计在今年内完成。届

时，全县碳排放量将在2019年

的基础上，下降90%。

在“减碳”的同时，当地守护

好满山森林，做好碳达峰、碳中

和各项工作。位于洪雅县国有

林场区域的瓦屋山国家森林公

园，物种丰富、种群繁多，珍稀和

特有野生动植物种类也很多，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之

一。进入林区，只见参天树木枝

干粗壮，郁郁苍苍，一望无边。

林中藤萝遍野，碧绿葱翠。

洪雅县国有林场高级工程

师何勇介绍，林场始建于1953

年，如今，昔日“伐木人”早已成

为“护林人”。当地对森林实行

网格化管理，将每一块林地、每

一段边界、每一个界桩落实到人

头。同时，开展保护区环保整

治，近年来关停矿山14家、电站

30 座。目前，林区植物达到

2312种，动物达到482种，野生

大熊猫达到13只。

目前，洪雅县森林覆盖率达

到71.4%，2020年全县空气优良

天数为333天，优良率为91%。

依托良好的空气质量，洪雅县成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森

林康养、生态旅游成为当地老百

姓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

煤 改 电 + 护 森 林
四川洪雅“减碳”有方

“ 风 ”“ 电 ” 交 加
—— 一个中部城市交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业

□ 李兴文 黄浩然 初 杭

“借风神器”越长越长、“避

雷神器”大显身手……江西萍乡

作为赣西工业重镇、中国近现代

工业发祥地之一，近年来转型升

级让人眼前一亮。

走进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

的中材科技（萍乡）风电叶片有

限公司，生产线上工人正在模具

上给叶片毛坯灌注树脂。这些

毛坯成型后将制成68.8米长、最

宽处达4.5米的超大叶片。这种

由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等主要

材料制成的“借风神器”，安装

后正面、侧面、背面来风都能转

动发电。

“68.8米是去年生产的最长

叶片，而今年已是最短的！”中材

叶片公司副总经理文景波欣喜

地介绍，环保产业发展，市场需

求旺盛，让叶片越“长”越长，今

年基地生产的叶片最长的已达

到80.8米。生产速度也越来越

快，去年三天生产一支叶片，今

年已实现日均生产一支大型风

电叶片。

自然一片风，人间一片清。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

环保节能产业大有可为。下一

步芦溪将继续增强企业创新力、

提升产品竞争力，助推高质量发

展。”芦溪县委书记刘占纯说。

新兴产业势头起，传统产业

发新枝。

新华社记者在中材江西电

瓷电气有限公司厂房内看到，全

自动生产线上一块块白色瓷土

正经过榨泥、成型、修坯、上釉等

工序，制成电力工业的重要基础

元件——瓷质绝缘子。

“为抢抓国家布局特高压工

程市场机遇，公司投入1.2亿元

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提升，降低

能耗20%以上，提高生产效率4倍

以上。”公司副总经理林百福介

绍，集团在萍乡的生产基地可年

产15万支棒形支柱绝缘子、300

万片悬式绝缘子，占全国市场份

额超1/3。

延续千年制瓷传统、富有瓷

土资源禀赋，芦溪享有“中国电

瓷之乡”的美誉，工业制瓷历史

已逾百年。然而，本世纪初一

批粗放生产的工厂，环保不过

关、低端产品扎堆，产业发展

前景蒙尘。

为了将传统产业从“资源驱

动”扭转到“创新驱动”，芦溪立

足产业基础，一方面着力招大引

强，10余个央企项目相继落地，

集聚起电瓷产业上下游配套企

业147家，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

链条；另一方面加强科技研发，

成立中国芦溪高压电瓷电气研

究院，电瓷行业涌现34家高新技

术企业，获得相关专利330项、

国家重点新产品奖2项……

从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

市到国家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

示范区，萍乡完成“风”“电”交加

的工业作业，交出了一份转型升

级新答卷——

在上栗县，花炮厂从540家

减少至284家，烟花爆竹行业税

收占比从37%降至11%；引进近

40家电子信息企业，产业规模突

破200亿元。

在湘东区，引进上海大学、

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和湖

南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团队开

展项目科研攻关，对接14家化工

陶瓷企业，形成“企业+研发基

地”产业化的创新模式。

在莲花县，通过关停转型，

煤矿企业从40多家减至8家，年

产煤矿从120万吨下降至22万

吨，而引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

等新兴主导产业项目50个，总投

资额达325.18亿元。

在安源区，占地430亩的人

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园拔

地而起，引进落户企业35家，其

中规上企业14家，初步形成了自

动化设备、灯光芯片、镜头屏幕

制造等于一体的产业生态。

数据显示，萍乡原煤开采

量已由历史最高1600万吨，下

降到去年 117 万吨；煤矿企业

从历史最高的1116家，下降到

去年的 26 家；电子信息、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等为主导的新

兴产业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2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

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

以转换模式改造旧动能，以创新

驱动催生新动能，推动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迈向新台阶。”萍乡市

委书记陈敏说。

在“风”“电”交加中重生、因

转型创新而复兴——更多精彩

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答卷正在

中部大地上奋笔书写。

上 海 让 节 能 减 排 心 里 有“ 数 ”
本报讯 上海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日前上

线，将助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落地、碳交易

体系建设。

在位于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能源服务中心的智

慧能源“双碳”云平台，一张巨大的屏幕上，各类城市

用能数据正在实时跳动：区域月度能源减排成效如

何？万元产值能耗降还是升？不同工业园区处于碳

排放哪个阶段？这些问题都能在这张大屏上找到答

案，真正让城市节能减排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在前期调研中发现，政府部门、能源企业、

用能客户在探索实现‘双碳’目标、参与碳交易的过

程中，还存在诸如形成区域能源管控抓手、挖掘用能

数据潜在价值、实现节能降本增效等需求。”负责云

平台开发的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浦东供电公司总师

室主任陈赟表示，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正是基于

现实需求，整合了电力、水务、燃气、政府、社会等多

方系统平台数据，结合大数据分析，为各个主体提供

各类“能源+双碳”服务。

据介绍，智慧能源“双碳”云平台主要有三大功

能：一是观“碳”，通过构建能源碳排监测算法，为政

府提供能源碳排热力图，直观反映区域能源碳排情

况；二是感“碳”，以区域、行业、企业能源碳排监测

数据为基础，利用大数据算法，对是否实现能源碳

达峰作出判断，为相关方开展“双碳”对标提供重要

数据参考；三是算“碳”，以区域历史GDP、用电量、

清洁能源占比等数据为基础，为政府“双碳”决策提

供数据支撑，为产业链上下游提供能源碳排放趋势

预测。 （王默玲）

首座700米级水头抽水蓄能电站投产发电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郭佳 丛晶日报道 国网新

源吉林敦化抽水蓄能电站（以下简称“敦化电站”）1

号机组，6月4日正式投产发电。至此，我国首次实

现了700米级超高水头、高转速、大容量抽水蓄能机

组的完全自主研发、设计、制造和投运。

敦化电站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北部，是吉林省

“十二五”规划建设的重点项目，是振兴我国东北老

工业基地的重要工程，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年设

计发电量23.42亿千瓦时，抽水电量31.23亿千瓦时。

敦化电站在建设过程中打破多项纪录。例如，

抽水蓄能机组最高扬程达712米，约相当于黄果树

瀑布落差的10倍；机组稳定运行时各部导轴承摆度

均小于0.1毫米；单根1500米高压电缆无接头等。

作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十三五”以来，我国集中建设了一大批

抽水蓄能电站工程。这对于保障电力供应、确保电

网安全、促进新能源消纳、服务“双碳”目标等具有

重要意义。

据介绍，敦化电站将在2022年上半年全面投

产，届时将有效缓解我国东北地区电网调节能力不

足的问题，充分发挥电力供应和调峰填谷作用。此

外，敦化电站每年可促进风、光等清洁能源消纳超

过50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4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87万吨。

西 藏 严 控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本报讯 特约记者江飞波报道 西藏自治区

日前发布2020年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称，

西藏保持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工业企业项目

零引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

和温室气体排放。

据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税燕萍介绍，

截至2020年底，全区电力总装机容量418.85万千

瓦，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89.5%。国家电网西藏

电力有限公司向记者表示，2015年~2020年，西藏

累计外送清洁电力65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约

21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38万吨。

税燕萍说，西藏已淘汰燃煤锅炉463台，老旧机

动车 2.64 万辆。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

2020年续建新建污水处理厂14座、生活垃圾填埋

场24座，全区城市、县城及以上城镇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置率分别为99.63%、97.34%。

西藏全面推进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累计投入

121.5亿元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

划》。开展绿化行动，完成造林145.48万亩，沙化土

地治理51.5万亩。

公报显示，大气环境方面，2020年拉萨市环境

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优良天数比例为100%，在

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二位。其余日喀则、

山南、林芝、昌都、那曲及阿里等地市，全年优良天

数比例均在97%以上，其中林芝、昌都为100%。

税燕萍还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西藏医疗

废物废水处理情况。她说，西藏目前建有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7座，覆盖7地市。2020年落实专项资金

1.7亿元，用于各处置中心提标改造，实现医疗机构

设施环境监管服务100%覆盖、医疗废物废水及时

有效收集转运处置100%落实。

河北尚义河北尚义：：发展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发展风电装备制造产业
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河北省尚义县抢抓张家口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建设机遇，引进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项目，扩展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图为6月6日，工人在尚义县一家风电塔筒制造企业的

厂区内行走。 新华社发（武殿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