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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元春

简讯

前几年，“煤制油”很是热闹，近来“煤制气”消息
频传。日前，美国杜克大学发布研究报告，建议中国应
谨慎推行煤制气（详见本报 10月 16日 6版）。笔者深
感今日中国能源窘境之深重，但也不该走上饮鸩止渴
之路啊！

“开闸放水”要谨慎

2008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第 20期，笔者曾
就煤基甲醇问题发文提出，按热值计，生产煤基甲醇
的能量投入产出比是 4.21，即投 4.2返 1，且每吨标
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3.3倍。文中还引用了当时
神华集团网站关于“煤制油”项目转化 1吨燃油须耗
煤 4吨、用水 1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原油精炼的
7~10倍的报道。

2012年，中科院地理所发布关于“十二五”我国
煤电基地与水资源的研究报告《噬水之煤》，“十二五”
时期煤电基地到 2015年的总需水量 99.75亿立方米
（比“南水北调”东线方案 2030年才能实现的调水量
93亿立方米还多），且每产 3吨原煤就要排放 1吨污
水。在水资源本已极缺，生态用水被挤占殆尽的我国
西北和新疆，水从哪里来？污水哪里排？

不久前，一份关于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项目与
民争水导致生态恶化的报道指出，目前神华项目抽
取地下水已达 1440 万吨 /年，二期工程建成后取
水规模将达到 5363 万吨 /年。取水工程已造成当
地地下水位下降 15 米、2163眼深井不能正常取水；
农田无水浇灌；458 户农牧民和 8万多头牲畜饮水
困难。十多位鄂尔多斯人大代表发出紧急呼吁并多
次提案均未果。

美国杜克大学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已

批准建设 9座大型煤制气工厂，年产超过 370亿立方
米合成天然气、年耗水 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传
统天然气工厂的 7倍，以及做车用燃料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将是传统汽油燃料的两倍等。

在生态脆弱地带，人为自毁生态系统几乎无法
修复。近期煤制油项目审批松绑，煤制气项目“开闸
放水”，鄂尔多斯的生态灾难正在迅速向新疆等地
扩散。不是不该开采煤炭，而是要量水而行，在不破
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步子慢些，细水长流。

中国已是“贫煤”国家

中国有个危险的过时观念———“中国富煤”。
业界将当年煤炭剩余可开采储量与开采量之

比称“储采比”，以此来估计煤炭还能开采多少年。
1950 年，中国储采比是 3816，即可开采 3816 年，堪
称“富煤”之国。可是随着开采量激增和剩余可采量
迅减而储采比相应下降，中国“富煤”早已风光不
再，而是个可怜的“贫煤”国家，本世纪中叶就无煤
可挖。

据《BP世界能源统计》公布的 2006年世界煤炭
探明储量排行榜，中国煤炭储量是 1145亿吨，可以
用 48年。而印度是 207年、美国 234年、俄罗斯超过
500年。
所谓煤制油气，是以投 4得 1的高资源投入、5~7

倍温室气体增排以及高耗水引发当地生态灾难为代
价，将尚存不多和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由固态能量转
换为液态或气态，这太不合算。更严重的是，这笔巨大
的生态成本与亏损，无疑是由 13亿中国人和他们的
子孙买单。

更令人担忧的是，“拿穷日子当富日子过”，穷追
猛打地“竭泽而煤”的现况何时才能得到收敛？政府更
应多些责任心，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和利益集团的追
求，而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子孙负责。

中国能源，特别是油和气需求旺盛，对外依存度
节节攀升，能源自主与安全堪忧，这是事实。但是，非
要不惜惨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去搞煤制油气，而无他
途了吗？

鼓励发展生物合成油

今年，阳光凯迪的“生物合成油”项目获国家领导
人评价。“生物合成油”是以农林废弃物中数量最大和
最难利用的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经气化和合成转变为
高品质的轻质油、柴油和石蜡油等，其多项技术指标、
成本皆优于石化产品，这是一项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世界领先的重要技术创新成果。

数日前，马来西亚前首相巴达维与凯迪董事长签
署了合作协议，越南等东盟国家政府领导人也纷纷到
凯迪考察与寻求合作。

最近批准的 9个“煤制气”项目建成后的年产气
量 370亿立方米，约当于 3700万吨原油。如果同样得
到国家必要支持，2020年前后，凯迪等企业也能拿出
三五千万吨生物合成油，而我国的木质纤维素类农林
废弃物资源足以支撑年产 2亿吨以上的生物合成油。
重要的是，生物合成油的原料是可再生农林废弃物，
资源可以循环利用并做到零碳排放和每生产 1吨生
物合成油农民可增收 3000元。仅此四项，煤制油气是
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生物质经厌氧发酵和净化压缩可制成生
物天然气。截至 2010年，欧盟已有近 8000家大型沼
气厂，年产沼气 20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生物天然气
10亿立方米）。德国政府提出 2020年年产生物天然
气 40亿立方米的目标。我国生物天然气也已开始商
业化生产，不存在技术障碍，且原料资源丰富，具备
年产约 2000亿立方米的潜力，即现有“煤制气”项目
的 5.4倍。

满身优点的生物合成油、生物天然气、成型燃料
“生物煤”等在我国均已具备大规模商业化开发的条
件。大力推进此类清洁能源，必将改善目前国家缺油
少气困境和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国家能源对外依赖和
提高国家能源的自主与安全。神华等强大的煤化工企
业，如能将部分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转移到生物
油、生物气、生物煤上来，由开发不可再生黑色能源逐
步转移到可再生绿色能源，不仅驾轻就熟，也是时代
趋势，何乐而不为。

（作者系两院院士）

当下哈尔滨“全城霾伏”的场景，几乎就是
11月北京进入供暖季后的预演。如今，燃煤取暖
与燃煤发电对于 PM2.5的巨大“贡献”已经得到
公认，降低燃煤使用率首先应当从推广取暖“煤
改气”与天然气发电入手。

在近日举行的 GE“绿色创想天然气时代领
袖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均指出，气源的供应
并不会成为阻碍天然气发电推广的障碍，理顺
天然气定价机制才是王道。

天然气发电待推广

由于长期受“富煤、少油、缺气”资源禀赋的
影响，以煤为主的火力发电始终牢牢占据中国
发电绝对的主力地位。

加大能源去煤化，首先必须降低火力发电
所占的比重。在新能源如风能、光伏等仍面临各
种困境时，天然气发电无疑是当前中国最理想
的选择。

与燃煤发电相比，天然气发电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为燃煤电厂的 42%，氮氧化物排放量不
到燃煤电厂的 20%，而且二氧化硫基本可以被
消除。同时，天然气发电厂的场区用地只为燃煤
电厂的 50%、用水约为 1/3，运行人员数量约为
20%，可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

伯恩斯坦研究公司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燃
气发电机市场每年高达 150亿美元，未来数年
内还将继续增加。

2012年，中国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为 288亿
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 20%。但是美国
天然气消费中发电已经占比高达 48%，两者的
差距相当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目前在中国 11.4亿千瓦发
电装机容量中，天然气发电装机占比不到 3%。

G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
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目前中国的煤
炭、水电、核电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天然
气发电的占比仍然非常低。”

GE在《中国的天然气时代：能源发展的
创新与变革》白皮书中指出，预计到 2025年，
天然气在中国电力市场的比重将是目前的 3
倍，占到发电总量的 6%。电力行业对天然气的
需求在 2025年将增至 1170亿立方米，相当于
总需求的 30%。

受制于定价机制

面对天然气发电如此诱人的市场，哈尔滨

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宫晶堃显然已
经有些跃跃欲试了。

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作为发电设
备制造企业，我们极其盼望天然气时代的到来。
目前看来，除了设备企业能否提供创新以及更
加高技术、高效率的产品之外，关键还是取决于
天然气的供应和价格的调整。”

宫晶堃的这番话代表了绝大多数业内人士
的观点———天然气发电能否在中国得到大规模
推广，取决于气源的供应与价格机制的理顺。

虽然坊间有不少声音都认为，随着中国对
天然气需求的日益增长，供应缺口也将随之增
大，从而成为钳制天然气推广的瓶颈。

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
局原局长张国宝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天然
气总的供应量并不是问题。“全球有许多国家和
地区都愿意向中国出口 LNG，随着市场的放开，
供应量并不会成为限制天然气发展的阻碍。”

而且，随着西气东输三线的建设、中缅天
然气管道的投入运行以及中俄天然气管道框
架协议的签署等，中国天然气资源供给还将日
渐充足。

因此在气源认定充足的情况之下，天然气
价格机制被一致认为是限制天然气发电推广的

最主要原因。
张国宝告诉记者：“近期北京天然气价格提

升了一次，现在气价约为每立方米 2.3元。价格
涨了以后，天然气发电企业也强烈要求政府提
高电价补贴。如果不提价的话，就更没企业愿意
做燃气发电了。所以不久前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又出台了政策，将天然气上网价格从 0.78元 /
千瓦时提高到 0.82元 /千瓦时左右。”

他算了一笔账，即便如此，天然气发电成本
仍需 0.79元 /千瓦时左右，这个价格即使与处
于低谷中的风电相比都没有竞争力。“现在风力
发电价格约为 0.5~0.6元 /千瓦时。换言之，中国
的天然气发电比风电的成本还要高。”

在天然气发电严重缺乏价格优势的情况
下，发电企业不愿意推广也在情理之中。政府因
此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提升天然气价格，要
么加大对天然气发电企业的补贴。

显然，无论哪一种决策，都不是最适合中国
的选择。

不能仅靠压价

随着近年来页岩气的成功开发，眼下美国
的天然气价格可谓“低得惊人”。目前美国天然

气每立方米售价仅为人民币 0.6~0.7元，仅为中
国天然气价格的四分之一左右。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
陈卫东告诉记者，美国的煤电、气电和气价关
联非常紧密。由于美国煤电和气电发电量充足
而且上网电价一致，因此其中最关键的便是燃
料价格。
“哪个燃料便宜，发电企业就用哪个。尽管

美国气价便宜，但还是比煤价要高，所以天然
气发电企业也不赚钱。因此为提升燃气发电的
竞争力，美国政府出台了许多新政策。”陈卫东
说。

记者了解到，美国政府要求现有煤电企业
必须进行改造，改造后符合新的排放标准的企
业才能获得相应运营资质。而这种新的排放标
准较之以前严格一倍，所以煤电企业改造后必
定会增加发电成本，从而削减煤电竞争力。

此外，美国还停止对新建煤电项目的审批。
在上述综合措施影响之下，陈卫东指出，从长远
来看，美国的发电将逐渐以气电为主。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 2020年美国天
然气发电占比将升至 27%，2040年则有望达到
30%。而且随着国内天然气发电比例的增加，
2012年美国碳排放已经降至 1995年的水平，仅
去年就减排 6.2亿吨二氧化碳。

而来自中国社区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和空
气污染与健康效益评估工具 BenMap模型计算
的数据显示，仅 2010年中国燃煤电厂的环境成
本就高达 5800亿元。

所以陈卫东建议，应当对中国火电企业增
加相应的环境成本，提高煤电上网电价成本，使
得让成本较高的天然气发电能具有竞争力。

一旦这些巨额环境成本加入燃煤电厂的成
本中，煤电相对于天然气发电的优势也将不复
存在。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沈群向《中国科学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让
中国火电企业每发电 1千瓦时就拿出 0.01元，
可以为燃气轮机发电贡献 0.1 ~0.2元，我认为，
天然气发电价格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原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
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面对当前这种两
难的境地，价格完全由政府计划来控制是做不
到的。”

他表示，当前在完全不改变上网电价机制
和能源价格结构的基础上，仅仅依靠天然气价
格调整或者一味压低天然气价格来推广天然气
发电并不现实。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中国煤炭进口量 2573 万吨，
较 8 月环比下降 23 万吨，同比增加 38.11%。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煤炭
累计进口 2.4 亿吨，同比增长 17.6%，进口均价每吨 90.3 美元，同比
下跌 14.2%。出口方面，9 月份硬煤及褐煤出口量为 49 万吨，同比下
降 7.55%，环比下降 5.77%。

点评：9 月份以来国际海运费出现较大幅度上涨，进一步提高了煤
炭进口成本，短期内进口量可能会有所回落。 （李木子）

据国际石油网报道，9 月份，中国的表观石油需求下降了 2.3%，
至平均 966 万桶 /天（3955 万吨），这是自 2012 年 8 月以来的首次下
降。但从月环比来看，9 月份表观石油需求比 8月份上升了 2.6%。值
得注意的是，占所有成品油最大比例的柴油的表观需求在 9 月份下降
了 0.9%，一举扭转了前三个月的正增长趋势。

点评：四季度的表观需求可能还会上升，由于冬季需求的增加，石油
消耗量一般会在这时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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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煤制油气无异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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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发电严重缺乏价格优势。 图片来源：即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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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国内首期碳交
易师培训班在广州市开班。据
悉，首期参加培训的学员包括控
排企业管理人员与执行人员，政
府、事业单位负责环保、低碳规
划管理的官员，金融机构节能减
排业务主管及业务人员，以及环
境、循环经济教科研单位人员。
此外，还有不少有志于发掘低碳
商机的个人参与者。

参加碳交易师培训的人员
在毕业后，可以获得人社部承认
的相关资质，并且可以参与企业
在碳资产管理和碳交易方面的
工作。

碳交易师这个对于普通公
众而言完全陌生的名词，伴随着
当前中国碳排放市场的起步走
到了台前。

长时间以来，中国碳交易市
场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与
欧洲“真金白银”的碳排放权交
易相比，中国碳交易市场与各地
碳交易机构更类似于“吸睛”工
具，只图一时抓住围观群众的关
注度与眼球，后续动作却乏善可
陈。

早在 2011 年，中国首个林业
碳汇交易试点已在浙江义乌启
动，但是我国林业碳汇项目始终
多为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事业
活动，而并不是真正具有商业属
性的交易活动———这也是当前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一个缩影。虽
然过去几年间全国各地纷纷建
立了不少碳交易所，但几乎均未盈利。

但市场迟迟未能真正启动并不能完全归咎
于碳交易所。由于政府没有强制分配企业碳额，
碳交易也不是国家权威强制认可下的交易，因
此一味依靠企业出于节能环保的社会责任感而
自愿进行碳交易，根本无法延续市场的活力，显
然也无法大面积试行推广。

进入 2013 年以来，中国碳交易市场终于迈
入政府强力介入的阶段。11 月下旬，根据广东
省政府部署，广东省碳排放权配额将首次有偿
进行发放，并预计在月底前完成所有配额发放
工作，相对应的配额交易也会在今年年底前正
式启动。

而在此之前的 2013 年 6 月 18 日，深圳碳
交易平台已经正式上线交易，深圳也由此成为
中国首个正式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城市。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已经箭在
弦上，蓄势待发。所以，碳交易师培训班的出现
也在情理之中。

目前，北至哈尔滨、南抵三亚，灰色的雾霾
污染已经笼罩中国大部分区域。通过碳排放交
易抑制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空气污染指
数，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如何避免今后碳交易只是各地政府
的样板工程与“吸睛工程”，仍然需要中央与地
方政府的共同努力。碳交易师绝不应只是昙花
一现的时髦名词，而应成为中国碳交易市场兴
起的助力者。

气价改革须快跑
姻本报记者贺春禄

本报讯 10 月 22 日，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与俄石油公司在北京签署了预付
款出口合同备忘录。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董事长傅成玉与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
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俄罗斯联
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见证下签署了
这一文件。

据悉，备忘录中规定从 2014年起俄

石油公司每年向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供应
原油 1000万吨，期限 10年。原油价格双
方将依照俄石油公司在定期招标中获取
的价格基础上进行商谈。

傅成玉在评价签署的文件时指出，
此次双方签署的长期合作文件对促进两
国能源合作与扩大两个公司的合作均具
有重要意义。 （计红梅）

中石化与俄石油公司签署预付款出口合同备忘录

本报讯 近日，金风科技对外公布截
至 2013年 9月 30日之前三季度的（“报
告期”）业绩。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
人民币 711902.5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9.7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 18794.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87.97%，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07元。

截至2013年9月30日，公司待执行订
单总量为4205.25兆瓦，其中包括海外订

单151.75MW；除此之外，公司中标未签
订单总量为3625.50MW；在手订单共计
7830.75MW。

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表示，尽管现阶
段中国风电产业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矛盾
和困难，但总体而言，政府支持风电产业
发展的政策没有减弱，我国风电宏观市场
环境在不断改善，这对整个风电行业的发
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贺春禄）

金风科技公布 2013年前三季度业绩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顾
心怿自主研发、国内首创和世界最大的
齿轮齿条式大型抽油机，在中国石油塔
里木油田轮古 2-2 井口调试到位并开
始抽油。

据悉，这台全球最大抽油机是塔里木
油田公司与胜利油田山友技术公司联合研
制的首台大型抽油机，9米冲程为国内目
前最长的冲程，仅需 55千瓦变频功率电
机，就可达到节能增效和绿色环保的要求。

目前，国内机械采油井中的游梁抽

油机仍为主要机型。它以结构简单、使用
维护简便和宜在全天候状态下工作等优
点而被广泛应用。但是常规游梁式抽油
机冲程短，不仅冲次快，而且冲程不可
调、载荷小、能耗大，不适应油井深抽工
艺的需要，因此成为困扰油田生产及增
效控本的一大难题。

顾心怿自主研发的这台 CCYJ-28-9
型齿轮齿条式大型抽油机，通过齿轮在齿
条上做上下往复运动，可以解决长冲程机
身长的问题。 （刘铮）

世界最大抽油机在塔里木油田投用

本报讯近日天津市环保局表示，今年
天津加大治污力度，相继关停了 440家重
污染企业。日前出台的《天津市清新空气行
动方案》，更明确提出加强关停力度，年底
前将淘汰钢铁水泥产能 369万吨。

天津将严格控制钢铁、建材、煤电等行
业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同时，天津将

严格环境准入，不再审批钢铁、水泥、电解
铝、平板玻璃、船舶、炼焦、有色、电石、铁合
金等新增产能项目，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
设自备燃煤电站。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
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禁止新建工业燃煤锅
炉，严格控制燃煤供热锅炉房项目审批，建
成区禁止新建燃煤供热锅炉。 （刘铮）

天津关停 440家重污染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