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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煤炭燃烧： 18-33% 
l  机动车： 10-25% 
l  炊事油烟：13% 
l  其他排放：40-45%左右 

 
包括道路、建筑工地扬尘、化工生产过程、工业生产
过程（工业粉尘、有机物挥发）、装修、家庭用品、
农田秸秆焚烧 

PM2.5一次排放源 



l  煤炭燃烧： 70-80% 
l  天然气燃烧：5-10% 
l  机动车： 20-25% 

PM2.5二次排放源：SO2,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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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CO2与减排本地污染非常一致 
 
贡献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中国 



强化低碳情景： 2050年回到2005年排放水平上， 2度情景， 
2020年之后发生变化，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 目前正在利用模

型研究2度情景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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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工业部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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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电力生产供应业   

其他工业

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普通机械、专用设备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橡胶制品业, 塑料制品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炼焦业

石油加工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

服装皮革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   

纺织业                   

烟草加工业               

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矿采选业,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       

煤炭采选业               



主要高耗能行业发展，2020年之后实现转折  

根据2011年之前的发展速度， 现在看来2012-2015年就可
以实现峰值， 2012年的数字，已经显示出这种趋势 

单位 2005年 2010 2011 2012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粗钢 亿吨 3.55 6.27 6.83 7.17 6.1 5.7 4.4 3.6
水泥 亿吨 10.6 18.68 20.63 22 16 16 12 9
玻璃 亿重量箱 3.99 5.8 7.38 7.14 6.5 6.9 6.7 5.8
铜 万吨 260 479 518 560 700 700 650 460
电解铝 万吨 851 1695 1806 1966 1600 1600 1500 1200
铅锌 万吨 510 521 969 720 700 650 550
纯碱 万吨 1467 2303 2382.545 2300 2450 2350 2200
烧碱 万吨 1264 2466 2698 2400 2500 2500 2400
纸和纸板 万吨 6205 9270 9930 10500 11000 11500 12000 12000
化肥 万吨 5220 6027 6100 6100 6100 6100
乙烯 万吨 756 1527 1487 3400 3600 3600 3300
合成氨 万吨 4630 5069 5423.83 5000 5000 5000 4500
电石 万吨 850 1737 1000 800 7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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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门能源消费量，工业占据2000-2010年新增能源的70%，
五个高耗能工业部门占据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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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天然气2600亿立方米 

•  预计2030年达到4500亿立方米 

•  相当于新增2015年新增能源1.6亿吨标煤（考虑效率
的话，2.2亿吨），2020年新增能源4.8亿吨 

•  新的情景/规划 

 2015： 3000亿立方米 
 2020： 4500亿立方米 

天然气规划 



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的发展为进一步减排温室气体提供大量机会。
按照目前展望，2050年风电装机会达到4-5亿千瓦字左右，核电
4到5亿千瓦，水电4到5亿千瓦，太阳能3到5亿千瓦，占据发电
装机容量的55%以上。与基准情景相比，2030年减排贡献会在2
到3亿吨碳，2050年3到8亿吨碳  

目前看来, 可再生能源可以发展的更快, 2020年风电2亿-3亿千瓦, 
太阳能发电2000万-8000万千瓦。如果达到高值，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达到1.8万亿kWh，核电5800亿kWh，占2020年发电量
32-35%左右。 

2013年1月24日，国家能源局宣布2015年PV的装机目标从2000万千
瓦提高到3500万千瓦 

2013年12月，4300万千瓦光伏 
p2013年能源工作会议决定2014年新增风电装机1800万千瓦 
 

可再生能源可以有巨大发展潜力 



•  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45-47亿吨标煤 

•  天然气: 3600-4600亿立方米，相当于7-9亿吨煤，如
果考虑效率，9-12亿吨煤，和2013年相比新增4-6亿
吨煤，和6-9亿吨煤 

•  风力发电：2.5-3亿千瓦，光伏1亿千瓦，水电3.3亿，
核电6000-8000万千瓦，相当于新增5亿吨标煤 

•  基本满足2020年之前新增能源需求 

•  2020年和2013年相比煤炭消费有可能 下降1-4亿吨 

2020年图景 



•  燃煤是一个高污染排放源 

•  最近关于清洁煤发电和燃气发电相比的讨论有很多数据上的误
导，如燃煤发电的一个电厂排放和燃气的排放标准对比，而不
是和一个NGCC燃气电厂对比；采用烟气量浓度对比，而不是
单位发电量对比 

•  超级清洁煤技术成本高昂，而且监管难度大 

•  从长期大气目标来说，如2020年到2025年实现WHO二级标准，
2030年实现一级标准，需要现在就发电和其他行业严格控制燃
煤发展，到2020年之后明显下降 

•  在人口密集区，我国单位面积的燃煤消费量是美国的十倍以上
（经常被引用的中国燃煤电站排放标准是世界最为严格的排放
标准） 

天然气替代燃煤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