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董强：

推动海上CCUS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

本报记者 李嫒嫒

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董强聚焦海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产业发展领域，围绕海上CCUS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等提出相关建议。 他认为大力推动海上CCUS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势在必行。

CCUS市场前景广阔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规模化CCUS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

我国火电、钢铁、水泥等企业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区，海上CCUS将成为这些行业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董强表示，大力推进海上CCUS产业化发展将催生大量新装备需求。 例如，捕集环节需要二氧化碳捕集装置、再液化装置等，运输环节需要二氧化碳储罐、槽车、运输船等，利用与封存环节需要二氧化碳浮式存储平台、注入平台、注井装备等，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他指出，CCUS是降低煤制氢碳排放的可行技术方案，能够在增加一定制氢成本的基础上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从而推动氢能产业低碳化发展，有力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

打通海上CCUS产业链条

董强围绕海上CCUS技术研发、示范、应用等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技术研究，提升技术成熟度。 通过设立海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相关科研项目，针对二氧化碳高效捕集与分离、低温二氧化碳储罐、大型二氧化碳运输船、二氧化碳浮式存储平台等技术与装备开展研究，为海上CCUS产业应用提供技术保障。

二是启动示范项目建设 ，打通产业链条。 支持国内电力、石化、钢铁、水泥等碳源企业和船舶、机械等装备制造企业组建联合体 ，建设覆盖多类碳排放源、多类运输方式、多类利用与封存形式的综合性海上CCUS示范项目，打通产业上中下游链条，为海上CCUS项目商业化运营探索路径 。

三是强化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模式。 政府市场“双发力” ，针对当前海上CCUS项目成本高、盈利难等问题，将海上CCUS产业项目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建立支持鼓励的制度机制，通过筹措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相关产业基金、支持海上CCUS相关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等，为海上CCUS技术研究和项目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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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三棵树董事长兼总裁洪杰：

开展“双碳”标识产品认定

鼓励绿色消费绿色制造

●本报记者 董添

全国人大代表、三棵树董事长兼总

裁洪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开展

“双碳”标识产品认定，鼓励绿色消费、

绿色制造。 他还建议，积极推进建筑外

墙保温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助力实现碳

中和。

洪杰指出，绿色发展需要绿色消费

牵引。 未来，中国消费转型升级的一个

重要突破口将是绿色消费，以绿色消费

升级带动绿色制造升级。

“目前绿色产品认证缺乏一个完

善的体系， 市场上绿色产品标识较多，

消费者容易产生混淆，不利于真正绿色

产品的推广，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积极

性的培养和我国绿色经济的长远、健康

发展。 ” 洪杰指出。

洪杰建议，构建并完善统一、权威

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推广

“双碳” 标识认定标准，鼓励生产企业

对绿色消费品进行“双碳” 认证，通过

科技手段对产品进行赋能，引领行业发

展，对通过“双碳” 认证的企业给予税

收、贷款等补贴的支持。建议构建绿色、

低碳、 节能等领域统一的评价机制，解

决目前“散”“多” 状况。在后续政策法

规与标准制定过程中，注重与前序政策

的协调与衔接，建立协调一致的综合评

价体系。 同时，建议出台新一轮促进消

费措施，引导消费者购买官方权威认证

的绿色产品。

他提出， 实施绿色消费积分制度，

以兑换商品、折扣优惠等方式鼓励绿色

消费， 让绿色消费成为新的生活方式。

加速向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绿色家

电等绿色消费行业的经济转型。 同时，

研究出台低碳产品替代高碳产品的标

准和认定方法，并将低碳产品替代高碳

产品的制造业项目列入绿色金融碳减

排工具支持领域，鼓励绿色低碳产品的

制造。制订绿色产品认证中对绿色材料

应用的规定，只有所用的绿色原材料达

到一定比例， 或主要原材料为绿色材

料，才能认定为绿色产品，鼓励下游用

户采购绿色的原材料产品，建立上下游

产业链绿色产品采信机制， 形成原材

料、商品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

全国人大代表、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

让零碳产业园

成为绿色工业革命重要载体

●本报记者 刘杨

全国人大代表、 远景科技集团

CEO张雷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提请大会审议的政府工

作报告关于“双碳” 转型的主要目标

和思想是 “先立后破” ， 其中关键是

“先立” 。

张雷认为，“先立” ，要立得高效，立

得充分，立得全面。通过在西部地区大力

发展零碳产业园，促进绿电本地消纳，培

育新工业体系， 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是

‘先立’的重要载体。建议完善零碳产业

园相关标准， 支持零碳产业园技术和模

式发展，全面推动零碳产业园落地。

解决新能源生产与消纳错位问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张雷提出，

在西部地区打造零碳产业园、培育绿色

新工业体系可解决新能源生产与消纳

的错位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和共同

富裕，还有利于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

行成本， 减少对国际化石能源的依赖，

提高中国产品突破未来碳关税壁垒的

绿色竞争力。

我国西部地区拥有全国80%的风

能、90%的太阳能，“十四五” 规划纲要

提出建设9个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其中

7个在西部地区。 张雷提出，以绿色工

业为抓手，在西部和北部地区打造新型

基础设施，利用“新能源+” 发展新工

业体系，促进当地发展，在协调东西部

共同发展和缩小东西部差距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张雷强调，“双碳” 转型需要“先

立后破” ，“先立”是关键。减排不是减

生产力， 要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

展。零碳产业园有机集成了绿色能源的

生产和消费，是新型零碳电力系统的载

体，更是工业领域脱碳的重要途径和培

育新工业体系的载体，是全面的“立” 。

通过打造零碳产业园，绿色能源的生产

和使用有机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延伸可

再生能源生产地区的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避免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带来的失

衡，对繁荣当地经济、创造新的就业岗

位具有重要意义。

张雷表示，三北地区的风光电成本

已在0.2元/度以下，2023年风电成本将

实现0.1元/度。 零碳生产方式可升级中

国工业体系，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

力，为人民绿色生活和消费创造更多零

碳产品。

完善零碳产业园相关标准

张雷认为，建设零碳产业园是一项

系统性工作，涉及地方产业体系整体布

局、新能源开发规划、新型电力系统运

营资质、产业园标准制定、能耗和排放

优化等系统性工作和难题，需要政府部

门发挥跨部门、 跨区域的协调优势，快

速解决过程中的系统性新课题，支持相

关技术创新和零碳产业园模式落地。为

此，张雷建议支持零碳产业园技术和模

式发展，全面推动零碳产业园落地。

“当前，各地工业化水平和产业结

构差别很大，低能效和高碳排放普遍存

在，而能耗较高的重化产业在工业中的

比重很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很

重要，有关部门可充分考虑西部地区丰

富的可再生能源和充裕的绿色电力，统

筹全国资源环境和要素禀赋，加强引导

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布局。 ”

张雷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建议

光伏产业不纳入能耗总量考核

●本报记者 康曦

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

主席刘汉元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 过去十多年来，光

伏发电成本下降了90%以上，成为全

球最经济的发电方式。 预计 “十四

五” 期间将降到0.25元/千瓦时以下，

低于绝大部分煤电价格。为推动我国

“双碳” 目标有效落地，建议支持光

伏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其原料及

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能耗不纳入能耗

总量考核。

光伏发电成本将继续下降

刘汉元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光伏

发电的优势。 从消费端看，交通运输

用油约占我国每年原油消费的70%，

燃油汽车百公里油费约为电动汽车

百公里电费的4倍到5倍。 而光伏发

电，全过程零污染、零排放。从减少碳

排放角度看，制造光伏系统每产生1

吨碳排放，其产品发电后每年将减少

33吨碳排放。 从能源投入产出看，生

产1KW光伏发电系统全过程需耗电

300千瓦时左右，而1KW光伏发电系

统每年可发电约1500千瓦时， 意味

着制造光伏系统全过程的能耗在电

站建成后半年内即可全部收回，系统

可以稳定运行25年以上， 其整个生

命周期回报的电力是投入的50倍以

上，是典型的“小能源” 换“大能源”

产业。

刘汉元表示，我国光伏发电成本

已降到0.3元/千瓦时以内，预计“十

四五” 期间将进一步降到0.25元/千

瓦时以下，低于绝大部分煤电。

引导电动汽车成为储能终端

刘汉元建议，支持光伏等可再生

能源产业发展，其原料及产业链各环

节生产能耗不纳入能耗总量考核。同

时，尽快完善相关规范标准，配套相

应政策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引导电

动汽车成为电网储能终端。

“目前，电动汽车充电一次平均

可行驶约300公里，充电1000次可行

驶约30万公里， 基本覆盖了家用车

使用期内的行驶里程。 而电池的充

放电寿命为2000次-3000次， 未来

几年可达到5000次， 存在大量的冗

余次数。 此外，家用车平均每天使用

时长不超过3小时，存在大量的闲置

时间。 随着电动汽车数量大幅增长，

如能有效利用闲置资源， 将其作为

分布式储能单元接入系统， 除运行

时间以外，大部分时间在线，成为电

网储能、微网储能、小区储能、家用

储能的一部分。这不仅能有效提升电

网效率，减少供电损耗，大幅提高闲

置资源使用率， 还能进一步强化可

再生能源使用场景， 提升可再生能

源利用率，助力‘双碳’ 目标落地。”

刘汉元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冯远：

促进住宅全生命周期品质提升

●本报记者 董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总工程师冯远在今年全国

两会上建议， 进一步提高住宅品质，

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需求。

冯远提出，从住宅的全生命周期

角度出发，系统性制定和修订住宅设

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的规范细则，从

源头促进住宅品质提升， 建设长寿

化、低能耗、人性化、易更新、可持续

的高品质绿色低碳百年住宅。

她建议，提高住宅的抗震韧性，减

少地震损失，保证快速恢复使用，加强

室内家具地震抗倾倒稳固措施； 对装

配式住宅的抗震性能、连接构造、施工

安装、耐久性等方面加强研究；采用浮

筑地板等措施提高住宅隔声性能；加

强卫生间排水系统的防疫设计， 提高

卫生间排水管水封能力， 避免病菌污

染和异味； 加强适老化和无障碍设计

研究；鼓励舒适、便捷和趣味的智能化

住宅设计，构筑健康智慧家园。

在冯远看来，我国住宅市场目前

已进入存量和增量并行的时代，建议

加强存量住宅的提质改造专项研究，

延长大量存量住宅使用寿命，避免拆

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 此

外，还应该支持和规范住宅评价市场

发展，加强住宅使用和维护管理。

“和许多其他商品一样，住宅也

需要正确地使用和维护，才能发挥最

大效用和延长使用寿命。建议加强住

宅使用和维护的监管，研究制定系统

的住宅建设使用管理办法，涵盖住宅

策划、设计、建造和运维等全生命周

期。鼓励推行保险机制对住宅质量提

供保障。 ”冯远指出。

支持和规范住宅评价市场发展

方面，冯远建议，倡导健康、以人为

本、 可持续发展的住宅开发建设理

念，从政策、标准、产业等各个环节进

行引导， 通过住宅评价市场机制，避

免开发商过度追求利润导致住宅品

质下降。一是进一步修订完善住宅评

价标准和细则，促进精细化、高品质

住宅建设。二是规范和支持专业认证

机构发展，通过房地产开发商与消费

者积极互动，满足广大消费者对房屋

评价的需求，促使开发商更加注重住

宅品质。 三是对产品优质、反响良好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可在企业信用、

项目审批等方面予以优待，通过正向

激励手段促进住宅品质提升。四是加

大宣贯力度，使全社会普遍认识到住

宅性能及评价的重要性。

针对建筑外墙饰面及悬挂物安

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冯远指出，

建筑外墙饰面由于环境风化及耐久

性问题，可能存在脱落风险；由于材

料阻燃性能不够， 可能存在火灾风

险。建议从建筑外墙饰面保温隔热材

料研发、设计建造、维护管理、法制保

障等方面着手，全方位加强建筑外墙

饰面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李嫒嫒

围绕贯彻落实国家 “双碳” 战

略，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

员，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

组书记、 董事长董强聚焦海上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CCUS）产业发展

领域， 围绕海上CCUS技术研发、示

范和产业化应用等提出相关建议。他

认为大力推动海上CCUS技术研究

和产业化应用势在必行。

CCUS市场前景广阔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明确提出，要推进规模化CCUS技术

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应用。

我国火电、钢铁、水泥等企业大

量分布在沿海地区，海上CCUS将成

为这些行业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董强表示，大力推进海上CCUS

产业化发展将催生大量新装备需求。

例如，捕集环节需要二氧化碳捕集装

置、再液化装置等，运输环节需要二

氧化碳储罐、槽车、运输船等，利用与

封存环节需要二氧化碳浮式存储平

台、注入平台、注井装备等，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

他指出，CCUS是降低煤制氢碳

排放的可行技术方案， 能够在增加一

定制氢成本的基础上大幅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 从而推动氢能产业低碳化发

展，有力促进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

打通海上CCUS产业链条

董强围绕海上CCUS技术研发、

示范、应用等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强技术研究，提升技术成

熟度。 通过设立海上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相关科研项目，针对二氧化碳高

效捕集与分离、低温二氧化碳储罐、

大型二氧化碳运输船、二氧化碳浮式

存储平台等技术与装备开展研究，为

海上CCUS产业应用提供技术保障。

二是启动示范项目建设， 打通

产业链条。 支持国内电力、石化、钢

铁、水泥等碳源企业和船舶、机械等

装备制造企业组建联合体， 建设覆

盖多类碳排放源、多类运输方式、多

类利用与封存形式的综合性海上

CCUS示范项目，打通产业上中下游

链条，为海上CCUS项目商业化运营

探索路径。

三是强化支持力度，创新投融资

模式。政府市场“双发力” ，针对当前

海上CCUS项目成本高、盈利难等问

题，将海上CCUS产业项目纳入支持

范围， 同时建立支持鼓励的制度机

制，通过筹措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

相关产业基金、支持海上CCUS相关

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等，为海上CCUS

技术研究和项目建设提供政策支持

和制度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董强：

推动海上CCUS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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