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牌智能手机减碳竞赛 谁是真正的绿色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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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一部手机会产生40千克至80千克碳排放量， 手机厂商在新品迭代

过程中，逐步推广使用回收材料、可再生能源，以实现减碳目标。 身处典型的长供

应链产业，手机厂商减碳的关键还包括供应链管理。 而AI技术正在帮助手机厂商

提高生产效能，辅助供应链管理，同时也让手机产业创造出更多社会价值。

手机产品比拼环保概念

今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进一步复苏。 据中国信通院统计，1月至

7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为1.71亿部，同比增长15.3%，5G手机占同期出货量的

84.8%。 进入三季度，AI、折叠屏等技术进一步促进了手机消费。

除了强化产品的性能与设计外，手机厂商也开始比拼产品的环保概念。

今年9月，苹果公司发布iPhone16系列产品。通过使用25%的回收材料，以及

推动供应商更多使用清洁电力进行生产，iPhone16� Pro� Max的生产过程比苹果

公司常规业务情景减少了30%的碳排放量。苹果公司表示，iPhone16系列产品的

零部件使用了更多再生金属， 并且产品包装全部采用纤维材料。 iPhone16� Pro�

128GB和iPhone16� Pro� Max� 256GB两款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分别为66

千克和74千克， 相比4年前推出的iPhone12� Pro （82千克）、5年前推出的i-

Phone11� Pro（80千克），碳排放量下降了一个大台阶。

小米集团今年加强了对手机产品碳排放数据的披露。 根据小米集团发布的

2023年度ESG报告，小米手机使用低碳和可再生材料，推广使用绿电生产，采用

可回收或可降解包装材料。 小米13� Pro� 256GB、512GB两款产品全生命周期碳

排放量分别为62.81千克、65.68千克，红米Note12不同存储空间型号产品碳排放

量在42千克至45千克。

荣耀手机则强调了产品的耐用性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 该公司网站披露，

在中国，荣耀手机换机周期为26.4个月，高于手机市场平均换机周期。 截至2023

年，荣耀通过自有渠道收集并处理电子废弃物约2185吨。 2023年，荣耀通过优化

产品包装，减少了655吨温室气体排放。

三星电子提出“Galaxy� for� the� Planet”计划，提升手机中回收材料的使用

比例，包括将海洋及周边地带回收来的废弃渔网再生利用，生产Galaxy� S22系列

手机产品的按键座等部件。 三星电子今年7月发布的新一代折叠屏手机产品

Galaxy� Z� Fold6和Galaxy� Z� Flip6，在机身中首次使用了再生金、再生铜，以及

塑料、铝、钴等其他回收材料。

华为P50系列手机的包装塑料占比大幅降低，目前已低于1%。 产品包装使用

100%可降解环保大豆油墨替代影响包装物降解率的石油油墨。据华为2023年度

报告，华为主力产品平均能效升至2019年的2.6倍。

各家手机厂商分别提出了碳中和目标。 苹果公司计划在2030年实现旗下所

有产品碳中和，包括公司自身运营和产业链上的碳中和。小米集团承诺到2040年

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荣耀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并承诺将于2045年实现公司

运营碳中和。 三星电子则计划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

记者梳理发现，根据MSCI对企业“隐含升温” 的预测，三星电子、苹果公司、

小米集团的减碳进度，与《巴黎协定》制定的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的气候目标

仍有差距。 其中，三星电子“隐含升温” 2℃至3.2℃，与全球气候目标“不一致” ；

苹果公司隐含升温1.7℃，与全球气候目标“一致” ；小米集团隐含升温3.3℃，与

全球气候目标“严重不一致” 。

智能手机制造属于长供应链产业。 综合手机厂商的数据，包括上游零部件制

造、运输等环节的供应链碳排放量占手机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约70%。 中央财

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对记者表示：“手机制造工艺越精细，

碳排放管理越复杂，所以对于手机厂商来说，供应链管理是重中之重。 ”

增强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信证券认为，消费电子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较长的研发周期，终端品牌处

于微笑曲线的末端，消费电子终端企业承担着引导产业链ESG发展的责任。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了解，近年来苹果公司至少推动了四家果链

核心供应商自主开展供应链环境及碳管理， 在2024年推动30家供应商进行碳排

放数据披露。 苹果公司新版供应商行为准则增加了供应商应“识别与Apple产品

相关的所有工厂的厂区级别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要求。

三星电子则推动32家供应链企业通过蔚蓝地图披露碳排放信息。

华为从供应链层面提出了减碳要求，截至2023年底，华为TOP100供应商及

高能耗型供应商已完成碳减排目标。 华为还在2024年华为供应商碳减排大会上

公布了建设绿色低碳供应链计划，将在数字能源业务领域先行试点，通过绿色采

购规则牵引供应商降低碳排放强度。

荣耀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力争推动TOP100供应商制定减排目标并开展

减碳行动。 小米集团披露，2023年核心产品直接采购供应商中， 占总碳排放量

79.89%的供应商设定了碳减排目标。

福布斯近日发布2024中国ESG� 50榜单，除了小米集团、联想集团等消费电

子终端企业上榜之外，京东方、TCL科技、立讯精密、韦尔股份、工业富联等消费

电子供应链企业也在榜单之上。 福布斯认为，相比过去的榜单，半导体等新兴行

业冒头趋势明显，这些行业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在提高。

近期，京东方承诺2050年实现自身运营碳中和。京东方董事长陈炎顺此前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实现这一目标压力很大。 京东方18条产线每

年用电量高达一百五六十亿度，这不是小数字。 京东方会坚决履行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要求，并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 ”

欣旺达2023年度ESG报告提到，2023年公司荣耀产线所在园区开展多项节

能减碳工作，包括排风系统优化、机械手臂吸取流程改造、园区及车间照明系统

优化等举措，相当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13.5吨。

IPE主任、 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IT行业主要碳排放

量来自产业链上游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电力消耗，可再生能源替代、通过管理技术

手段提升能效是主要的碳减排方法。“我们观察到许多IT行业领先企业已在这两

方面开展行动。 但供应链上的可再生能源追溯和碳减排量追溯，有待链主企业通

过更严格的供应链环境管控要求和供应商赋能计划进行落实， 并通过供应链信

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来助力公众监督，提升链主企业低碳转型承诺的公信力。 ”

马军说。

AI技术扩展企业ESG实践

手机厂商正借助AI技术提升产品生产的可持续性。

商道纵横合伙人、 零碳倡议项目首席顾问曹原表示：“AI技术有助于手机产

品品牌影响力提升、构建可持续价值链。 手机产品形态与材料设计、回收材料创

新、耐用性等都将获益于AI技术在产业环节应用，从而减少碳足迹，减少有害物

质使用量，提升供应链韧性。 ”

例如，苹果公司正在探索利用AI技术创建数字孪生模型，帮助公司预测新产

品的表现及其对供应链的影响。 小米集团对其语音助手“小爱同学”进行了自研

算法优化，优化后的语音助手除了支持用户日常使用AI功能，也有效减少了电力

消耗。

手机终端将使用更多简洁的“小模型” 。 今秋发布的iPhone16系列产品搭载多项

AI功能， 智能化技术正加快融入苹果公司硬件产品。 三星电子将Google的Gemini�

Pro模型集成到Galaxy� S24智能手机中，提供文本摘要、组织和图像编辑等功能。 最新

款的华为三折叠屏手机Mate�XT也配备了AI功能，支持用户语音指令，完成文字改写、

润色和翻译等。

手机端应用AI技术尤其是基于视觉、语音的多模态技术，将显著提升手机操

作的无障碍特性。 例如，vivo将自研的蓝心大模型能力引入手机，可以实现图像

识别、语音助手等功能。 三星电子通过Bixby语音助手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服

务，允许用户通过语音指令控制手机。 该系统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理解

多种语言和方言。 荣耀手机上线了AI字幕功能，可以帮助听障用户获取直播、在

线教学或其他未配备字幕视频的内容。

智能终端与AI技术结合，也支持了有趣的自然保护项目。 在哥斯达黎加，华

为与雨林保护组织合作， 开发了一套以华为手机设备为核心的太阳能式雨林监

听系统，借助AI技术，学习识别蜘蛛猴的叫声并发送定位，帮助雨林保护组织追

踪研究。

“移动科技一直都站在转型的最前沿，它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和

世界联系的方式。 ”彩色星球创始人唐素君表示，“手机厂商的操作系统和软件生态建

设是否考虑到不同文化、语言和群体的需求，关乎技术普惠。无障碍功能的技术进步，在

提高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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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术扩展企业ESG实践

手机厂商正借助AI技术提升产品

生产的可持续性。

商道纵横合伙人、 零碳倡议项目首

席顾问曹原表示：“AI技术有助于手机

产品品牌影响力提升、 构建可持续价值

链。手机产品形态与材料设计、回收材料

创新、耐用性等都将获益于AI技术在产

业环节应用，从而减少碳足迹，减少有害

物质使用量，提升供应链韧性。 ”

例如，苹果公司正在探索利用AI技

术创建数字孪生模型， 帮助公司预测新

产品的表现及其对供应链的影响。 小米

集团对其语音助手“小爱同学” 进行了

自研算法优化， 优化后的语音助手除了

支持用户日常使用AI功能，也有效减少

了电力消耗。

手机终端将使用更多简洁的“小模

型” 。今秋发布的iPhone16系列产品搭载

多项AI功能，智能化技术正加快融入苹果

公司硬件产品。 三星电子将Google的

Gemini� Pro模型集成到Galaxy� S24智

能手机中，提供文本摘要、组织和图像编

辑等功能。 最新款的华为三折叠屏手机

Mate� XT也配备了AI功能， 支持用户语

音指令，完成文字改写、润色和翻译等。

手机端应用AI技术尤其是基于视

觉、语音的多模态技术，将显著提升手机

操作的无障碍特性。 例如，vivo将自研

的蓝心大模型能力引入手机， 可以实现

图像识别、语音助手等功能。三星电子通

过Bixby语音助手为残障人士提供无障

碍服务， 允许用户通过语音指令控制手

机。该系统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

理解多种语言和方言。 荣耀手机上线了

AI字幕功能，可以帮助听障用户获取直

播、 在线教学或其他未配备字幕视频的

内容。

智能终端与AI技术结合，也支持了

有趣的自然保护项目。在哥斯达黎加，华

为与雨林保护组织合作， 开发了一套以

华为手机设备为核心的太阳能式雨林监

听系统，借助AI技术，学习识别蜘蛛猴

的叫声并发送定位， 帮助雨林保护组织

追踪研究。

“移动科技一直都站在转型的最前

沿，它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以

及和世界联系的方式。 ”彩色星球创始人

唐素君表示，“手机厂商的操作系统和软

件生态建设是否考虑到不同文化、语言和

群体的需求，关乎技术普惠。 无障碍功能

的技术进步，在提高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

生活质量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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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一部手机会产生40千克至80千克碳排放

量，手机厂商在新品迭代过程中，逐步推广使用回

收材料、可再生能源，以实现减碳目标。 身处典型

的长供应链产业， 手机厂商减碳的关键还包括供

应链管理。 而AI技术正在帮助手机厂商提高生产

效能，辅助供应链管理，同时也让手机产业创造出

更多社会价值。

大牌智能手机减碳竞赛 谁是真正的绿色先锋

增强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信证券认为， 消费电子具有较

长的产业链和较长的研发周期， 终端

品牌处于微笑曲线的末端， 消费电子

终端企业承担着引导产业链ESG发展

的责任。

根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了

解， 近年来苹果公司至少推动了四家果

链核心供应商自主开展供应链环境及碳

管理，在2024年推动30家供应商进行碳

排放数据披露。 苹果公司新版供应商行

为准则增加了供应商应“识别与Apple

产品相关的所有工厂的厂区级别的温室

气体排放”的要求。

三星电子则推动32家供应链企业

通过蔚蓝地图披露碳排放信息。

华为从供应链层面提出了减碳要

求，截至2023年底，华为TOP100供应商

及高能耗型供应商已完成碳减排目标。

华为还在2024年华为供应商碳减排大

会上公布了建设绿色低碳供应链计划，

将在数字能源业务领域先行试点，通过

绿色采购规则牵引供应商降低碳排放

强度。

荣耀宣布2030年实现碳达峰，力

争推动TOP100供应商制定减排目标

并开展减碳行动。 小米集团披露，2023

年核心产品直接采购供应商中， 占总

碳排放量79.89%的供应商设定了碳减

排目标。

福布斯近日发布2024中国ESG� 50

榜单，除了小米集团、联想集团等消费电

子终端企业上榜之外， 京东方、TCL科

技、立讯精密、韦尔股份、工业富联等消

费电子供应链企业也在榜单之上。 福布

斯认为，相比过去的榜单，半导体等新兴

行业冒头趋势明显，这些行业企业ESG

信息披露质量在提高。

近期，京东方承诺2050年实现自身

运营碳中和。 京东方董事长陈炎顺此前

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实现这一目标压力很大。 京东方18条

产线每年用电量高达一百五六十亿度，

这不是小数字。 京东方会坚决履行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 并制定相应的

行动计划。 ”

欣旺达2023年度ESG报告提到，

2023年公司荣耀产线所在园区开展多

项节能减碳工作，包括排风系统优化、机

械手臂吸取流程改造、 园区及车间照明

系统优化等举措， 相当于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213.5吨。

IPE主任、 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IT行业主要碳排

放量来自产业链上游企业生产过程中的

电力消耗，可再生能源替代、通过管理技

术手段提升能效是主要的碳减排方法。

“我们观察到许多IT行业领先企业已在

这两方面开展行动。 但供应链上的可再

生能源追溯和碳减排量追溯， 有待链主

企业通过更严格的供应链环境管控要求

和供应商赋能计划进行落实， 并通过供

应链信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来助力公众

监督， 提升链主企业低碳转型承诺的公

信力。 ”马军说。

●郑萃颖 杨洁

手机产品比拼环保概念

今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进一步复苏。据中国信通院统计，

1月至7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为

1.71亿部，同比增长15.3%，5G手机

占同期出货量的84.8%。 进入三季

度，AI、 折叠屏等技术进一步促进

了手机消费。

除了强化产品的性能与设计

外， 手机厂商也开始比拼产品的环

保概念。

今年9月， 苹果公司发布 i-

Phone16系列产品。 通过使用25%

的回收材料，以及推动供应商更多

使用清洁电力进行生产，iPhone16�

Pro� Max的生产过程比苹果公司

常规业务情景减少了30%的碳排放

量。 苹果公司表示，iPhone16系列

产品的零部件使用了更多再生金

属， 并且产品包装全部采用纤维材

料。 iPhone16� Pro� 128GB和 i-

Phone16� Pro� Max� 256GB两款

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分别为

66千克和74千克， 相比4年前推出

的iPhone12� Pro（82千克）、5年前

推出的iPhone11� Pro （80千克），

碳排放量下降了一个大台阶。

小米集团今年加强了对手机产

品碳排放数据的披露。 根据小米集

团发布的2023年度ESG报告，小米

手机使用低碳和可再生材料，推广

使用绿电生产，采用可回收或可降

解包装材料。 小米13� Pro� 256GB、

512GB两款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

放量分别为62.81千克、65.68千克，

红米Note12不同存储空间型号产

品碳排放量在42千克至45千克。

荣耀手机则强调了产品的耐用

性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 该公司

网站披露，在中国，荣耀手机换机周

期为26.4个月，高于手机市场平均换

机周期。截至2023年，荣耀通过自有

渠道收集并处理电子废弃物约2185

吨。 2023年， 荣耀通过优化产品包

装，减少了655吨温室气体排放。

三星电子提出 “Galaxy� for�

the� Planet” 计划，提升手机中回

收材料的使用比例，包括将海洋及

周边地带回收来的废弃渔网再生利

用，生产Galaxy� S22系列手机产品

的按键座等部件。 三星电子今年7

月发布的新一代折叠屏手机产品

Galaxy� Z� Fold6 和 Galaxy� Z�

Flip6， 在机身中首次使用了再生

金、再生铜，以及塑料、铝、钴等其他

回收材料。

华为P50系列手机的包装塑料

占比大幅降低，目前已低于1%。 产

品包装使用100%可降解环保大豆

油墨替代影响包装物降解率的石油

油墨。 据华为2023年度报告，华为

主力产品平均能效升至2019年的

2.6倍。

各家手机厂商分别提出了碳中

和目标。 苹果公司计划在2030年实

现旗下所有产品碳中和，包括公司

自身运营和产业链上的碳中和。 小

米集团承诺到2040年实现自身运

营碳中和。 荣耀宣布2030年实现碳

达峰，并承诺将于2045年实现公司

运营碳中和。 三星电子则计划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

记者梳理发现， 根据MSCI对

企业“隐含升温” 的预测，三星电

子、 苹果公司、 小米集团的减碳进

度，与《巴黎协定》制定的将升温幅

度控制在1.5℃的气候目标仍有差

距。 其中，三星电子“隐含升温”

2℃至3.2℃，与全球气候目标“不

一致” ； 苹果公司隐含升温1.7℃，

与全球气候目标“一致” ；小米集团

隐含升温3.3℃， 与全球气候目标

“严重不一致” 。

智能手机制造属于长供应链

产业。 综合手机厂商的数据，包括

上游零部件制造、运输等环节的供

应链碳排放量占手机全生命周期

碳排放量的约70%。 中央财经大学

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

宸对记者表示：“手机制造工艺越

精细，碳排放管理越复杂，所以对

于手机厂商来说，供应链管理是重

中之重。 ”

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绿电交易跑出加速度

●倪铭娅 熊彦莎

绿色电力交易正跑出加速度。国家

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核发绿

证9.52亿个，交易绿证2357万个。截至8

月底， 全国累计核发绿证突破18亿个，

交易绿证3.14亿个，其中随绿电交易绿

证1.64亿个。 2024年上半年，国家能源

局核发绿证4.86亿个，同比增长13倍。

专家认为，绿电交易在还原绿色环

境价值、推动清洁低碳转型、促进绿电

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绿电交易的

快速发展，将带动绿电相关的投资消费

增长，促进绿色能源生产消费市场体系

和长效机制建设。在产业与政策共同发

力下，绿电将持续拉动ESG投资与项目

建设。

交易规模快速增长

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

加速，绿电交易规模快速增长。 根据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数据 ，

2024年1-8月，我国绿电交易电量达到

177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3%；绿证

交易超过2亿张， 同比增长近5倍。 绿

电、绿证市场进一步活跃，绿电需求快

速增长。

绿电交易、绿证交易均是促进能源

经济低碳转型的政策工具，二者又有所

不同。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

长张希良称，绿电交易的购买方可同时

获得新能源电量和绿证，能够确认从发

电到输配、使用的整个电力供应链的可

再生能源属性。绿证交易的对象是可再

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这实际上是一种

声明权，即购买方在获取绿证后可宣称

自身使用了相应数量的绿色能源。

绿证交易能够替代财政对可再生

能源项目进行补贴，推进绿电项目平价

上网。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

长彭澎认为，绿电交易从机制上把绿电

价值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电能量价

值，也就是用1度电能量的价值；另一

部分是环境溢价，绿证是这部分价值的

证明。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庞博

介绍，截至2023年11月底，绿电的环境

溢价从2021年的3分/千瓦时涨至2023

年的6.5分/千瓦时。

业内人士称，从创新与绿色发展理

念看，绿电交易使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性

在能源行业内部得以体现，客观上促进

了能源电力行业技术革新，有助于加速

经济发展含“绿” 量提升，在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的同时，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提供持续动力。

制度体系日益完善

绿电交易规模增长的同时，绿电交

易试点成效显著。

2021年以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先

后同意北京、广州、内蒙古电力交易中

心开展绿电交易试点， 取得显著成效。

2021年至2023年， 全国绿电交易成交

电量分别为87亿千瓦时、181亿千瓦

时、697亿千瓦时，年均增长283%。

绿电交易属于电力中长期交易范

畴。 为推动各地绿电交易在交易组织、

价格机制、 信息披露等方面规范统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

发布 《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绿

色电力交易专章》。 地方层面相关政策

也陆续推出。 9月，《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绿色电力交易实施细则 (2024年修订

稿)》发布，提出分布式发电主体以聚

合形式由聚合商代理参与绿电交易。

绿电相关政策持续发力，绿电生产

与消费热度提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表示，近年来我国绿

电生产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反映了社

会对绿电的需求在快速提升，新能源环

境价值正在逐步体现，将进一步推动我

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

心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风能和太阳

能发电量持续快速增长，远超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中国今年上半年清洁能源

发电量相当于英国去年同期所有能源

发电总量。

绿电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例如，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绿证交易平台单日

最大交易量为563.9万个， 成交金额超

4156.8万元，绿电交易已覆盖全国30个

地区，已达成的绿电合约最长为10年，

体现了市场主体绿电消费意识显著提

升，绿电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绿电

消费“大户” 涵盖能源、电信、石化、钢

铁、互联网等领域。其中，能源、钢铁、互

联网三个行业位居绿电消费量前列。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姚强

称，对新能源发电企业而言，绿电交易

可以促进新能源消纳，同时获得绿电环

境价值的收益。 对用电企业而言，参与

绿电交易可以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任

务， 生产具有绿色环境属性的产品，在

对外出口或向有绿电消纳比例要求的

采购方供货时增加竞争力。 在监管端，

绿电交易可以促进建立灵活可靠的绿

色电网，提高电网调度运行经济性。

绿电发展潜力巨大

专家认为，我国绿证绿电发展还处

于起步阶段，存在交易量偏低、跨区域

交易机制不完善、 政策体系不健全、国

际认可度有待提高等问题。

中能传媒能源安全新战略研究院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3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

三分之一。 与此相对应，2023年国家电

网经营区完成绿电结算电量、绿证发放

数量分别仅为576亿千瓦时、2364万

张。 绿证绿电交易市场发掘潜力巨大，

绿电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激活。

绿电的认可度不足和供需地域错

配是限制绿电交易扩大的重要原因。业

内人士认为，我国的绿电交易仍然是以

自愿交易市场为主，电力消费者主要是

已提出100%绿电生产目标的企业和自

觉减碳以帮助产品获得更强国际市场

竞争力的企业，绿电对于庞大的内需型

企业群体吸引力有限。未来我国需要根

据绿电交易市场发展的成熟度和碳中

和目标的实施进度推进配额制绿电交

易，提高绿电交易双方的活跃度，让绿

电带来的碳减排能够得到国内碳市场

和国外碳关税的认可，通过碳排放权传

导绿电消费意愿。

中能传媒能源安全新战略研究院

的报告显示， 我国绿电资源与需求呈

逆向分布，绿电供给以三北地区居多，

而需求多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中东部

地区，跨区域绿电交易需求不断增加。

但是绿电区域间外送积极性不高、区

域间通道空间有限、交易机制复杂，跨

区域绿电交易存在挑战， 市场机制有

待提升。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扎实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推动绿

证交易和跨区域绿电交易。

可以预期，随着产业与政策共同发

力，绿电将持续拉动ESG投资与项目建

设。 彭博新能源财经发布的《2024年能

源转型投资趋势》显示，中国是能源转

型投资最多的国家并一直占据主导地

位，2023年中国能源转型投资达到6760

亿美元，占去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

的38%。 彭博数据显示，中国到2030年

可能需要投资超1.4万亿美元来推进光

伏发电、风电、水电和核电的发展，这将

推动人民币绿色债券市场增长。

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张

燕秦认为，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建设是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

关键，要以体系建设和市场机制建设促

进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更

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绿色发展。

近年来我国绿电生产和消费规模不断扩

大，反映了社会对绿电的需求在快速提升，新能

源环境价值正在逐步体现， 将进一步推动我国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