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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由来

1997年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

国三次会议制定的《京都协定书》明确针对

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二氧化碳

（CO2）、甲烷（CH4）、氧化亚氮

（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

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后三种

气体形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以对全球

变暖的影响来说，由于二氧化碳含量最多，

因而影响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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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联合国提出《强化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确定自主贡献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65%；二氧化碳排放量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今早达
峰。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

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
“守护地球”主题边会

气候雄心峰会

领导人气候峰会

三国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主席发言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2030年前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

习近平主席在为纪念《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举办的气候雄心峰会
上，进一步宣布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一系列新举措。

接受《蒙特利尔协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管控。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努力争取2060年
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巴黎和平论坛致辞表示：中国将为碳达峰、碳中
和制定实施计划。

习近平主席会上致辞：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中国言出必行，将坚
定不移加以落实。

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同事宣布中国将严
控煤电项目。



2 0 1 9年，全社会碳排放约 1 0 5亿吨，其
中能源活动碳排放约 9 8亿吨，占全社会碳排
放比重约 8 7%。

能源品种看，燃煤发电和供热排放占能
源活动碳排放比重 4 4%，煤炭终端燃烧排放
占比 3 5%，石油、天然气排放占比分别为
1 5%、 6%。

从能源活动领域看，能源生产与转换、
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领域碳排放占能源活
动碳排放比重分别为 4 7%、 3 6%、 9%、 8%，
其中工业领域钢铁、建材和化工三大高耗能
产业占比分别达到 1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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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第一大碳排放国，因化石燃料燃烧所产

生的能源相关碳排放占到碳排放总量的

87%左右，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

据，2019年全国能源相关碳排放约98亿

吨，约占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的28%。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能

源相关排放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

▲1978-2019年全国能源相关碳排放及增速



▲全国能源相关碳排放分省情况，2017年

根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CEADS）数据，山东、江苏、河北

三省位居中国能源相关碳排放的前三

甲，占到全国排放总量的约四分之

一。山东省从 2 0 0 3年至今一直居于首

位， 2 0 1 7年则占到了全国排放总量的

8 . 2%。山东省气电装机较少，未来…



▲能源相关碳排放分布“三分天下”格局 ，2017年

黄河流域又被称为“能源流域”，煤

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是我国

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

基地。以煤炭资源为例，国家规划建设

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黄河中上游地区

就占了6个，资源总量占全国的40%、产

量接近60%.能源相关碳排放排名前10名

的省份中，黄河流域就占据了4个（山

东、内蒙古、河南、山西），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



▲1978-2018年全国分能源品类碳排放量及结构

煤炭燃烧占到能源相关碳排
放的八成。

根据 IEA数据，截至 2 0 1 8年，全

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利用分别产生

二氧化碳排放 7 6 . 1、 1 3 . 6、 5 . 2亿吨

（共计 9 5亿吨），占比分别为 8 0%、

1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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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石油碳排放情况，2017年



▲各省天然气碳排放情况，2017年



▲分部门排放情况，2017年

分部门排放中，排放量位居前五

位的分别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占比 4 7 . 9%）、黑色金

属业（ 1 9 . 4%）、交通仓储邮政业

（ 8 . 4%）、非金属业（ 5 . 7%）和大化

工类行业（ 4 . 6%）。



总体来看，煤炭排放中，约 5 7 %的煤炭排放分布在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次约 3 7 %的煤炭碳排放分布在制

造业。石油碳排放中，约 5 2 %的石油碳排放分布在交通仓储邮政

业，其次约 1 7 %的石油碳排放分布在居民生活。天然气碳排放

中，约 2 7 %的天然气碳排放分布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其次约 2 5 %、 1 9 %的天然气碳排放分布在居民生活、制

造业。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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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019∽2030年一次能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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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发电10.9亿

燃气发电1.04亿

水电发电3.7亿

风电发电2.9亿

太阳能发电2.6亿
核电发电0.51亿

截止到2021年3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22.3亿千瓦



天 然 气 消 费 控 制 目 标 ： 总 量 于

2 0 3 5年 左 右 达 到 峰 值 5 0 0 0 亿 立 方

米 ， 2 0 2 8 年 、 2 0 3 0 年 分 别 达 4 5 0 0

亿 、 4 8 0 0 亿 立 方 米 。 相 应 碳 排 放

分 别 达 到 2 0 2 8年 、 2 0 3 0年 的 8 . 8

亿 、 9 . 5亿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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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 2030年煤电发电

量占比由2019年的62%降

至42%。

清洁能源装机、发电量

年 均 增 长 1 .5 亿 千 瓦 、

3100亿千瓦时。

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

达31%，满足能源电力需求增

量和化石能源退出的存量缺口。

我国通过电力生产碳排放

率先于 2025年达峰、峰值 45

亿吨， 2030年进一步下降至

41亿吨。



燃机轮机发电行业主要排放物管控的历程

 1995年前燃气轮机发电排放几乎没有控制。

 1995年∽2000年燃机燃料由轻油转向重油，重点是控制吹而

产生的粉尘排放物。

 2000年∽2005年控制由SO2造成的酸雨，开始管控燃料中S含

量，要求烧含S量1.2以下的重油。

 2008年开始，控制NOX排放量，燃机燃烧系统进行DLN1改造,

达到30毫克/M3。“深圳蓝”15毫克/M3标准出现，带来了新

挑战。

 2021年∽今后，逐步控制CO2排放，利用各种技术手段。

达

峰

中
和



五大电力公司单位供电二氧化碳排放水平（2 0 1 5年数据）

发电集团 A B C D 国电投 平均值

克/Kwh 686 687 655 644 586 651

国家“十三五”温室气体排放方案提出目标：2020年单位供电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
550g/kwh



各型燃机单位供电二氧化碳排放与煤机比较

效率% 热耗 度电CO2排放量 比值%

超超临界

1000MW煤机 47.82 7528KJ/kwh(1800Kcal) 640g/kwh 100%

6B.03 51.5 6990KJ/kwh(1670) 383.2g/kwh 60%

6F.03 55.3 6522KJ/kwh(1565) 356g/kwh 56%

9E.03 52.3 6883KJ/kwh(1645) 377.3g/kwh 59%

9F.05 60.2 5980KJ/kwh(1430) 328g/kwh 51%

9HA.01 63 5724KJ/kwh（1368） 313g/kwh 49%

9HA.02 63.5 5669KJ/kwh（1355） 306g/kwh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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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2 0 2 1年初 气电装机达到了 1亿千瓦

 预计2025年、2030年、2035年全国的气电装机分别达到1.5亿、2.35亿、3亿

千瓦。

 广东省2020年底气电装机容量为2680万千瓦，占全国气电装机的26%，按照

次比例推测算：2025年前仍然有1350万新增装机容量。（ “十五五”期间为

2210万）

 长三角地区（沪、浙、苏、闽）：2020年底气电装机占全国气电装机41%。

2025年仍然有2050万，“十五五”期间3485万。

 环黄渤海地区（京、津、鲁、冀）： 2020年底气电装机占全国气电装机

16%。“十四五”期间有800万左右新增容量，“十五五”期间1360万左右。

注：广东省能源“十四五”规划中气电装机容量为1900万。



通过加快构建中国新型电力系统，实施“两

个替代”，采取更有力措施，其中，煤炭消费持

续下降，石油、天然气消费增速放缓，并分别于

2030年、2035年达峰，能源活动碳排放2028年

达峰、峰值102亿吨，2030年降为97亿吨；燃气

轮机发电装机仍有适度增加，但是要跟踪燃机新

技术发展，充分发挥气电现有优势，提高综合能

源利用效率，全面管控各类排放物的排放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