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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绿色电力发展的路径分析 

吴 斌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来凤县供电公司  湖北来凤 

【摘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保护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

的现代电力能源系统，是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途径。在“双碳”目标下，我国新能源爆发式增长、规模化

并网已是大势所趋，基于传统化石能源电力系统正向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转变。根据国内新能源的发展

实况，于负荷侧、电源侧以及电网侧给出把新能源当作主体的一种创新的电力系统发展路径，使清洁能源

顺利地规模化应用，确保"双碳"目标顺利达成。近年来“双碳”目标的提出对电力行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非

常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双碳”目标具体工作的落实为写作背景，对过往有关绿色电力发展的研究做了初

步的总结，并结合实践经验，剖析了“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电力行业绿色发展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双碳”目标；电力发展；绿色发展；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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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 hot spot in today's society. Building a clean, low-carbon, safe and efficient modern power energy syste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goal of "double-carbon", China's new energy 
explosive growth, large-scale grid connection has been the trend of The Tim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fossil 
energy power system is transforming to a high proportion of new energy power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 
ment situation of new energy in China, an innovative power system development path with new energy as the main 
body is given to the load side, power supply side and power grid side, so that the clean energy can be applied on a 
smooth scale and ensure the smooth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double carbon". In recent years, the goal of 
"dual-carbon" has had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This paper tak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ecific work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a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makes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past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power, and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alyzes the specific ways to achiev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industry under the goal of "dual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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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双碳”理念的诞生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变暖、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对我国电力行业

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

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地提升，也令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生态环境

质量是大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保护环境即

是提高人类赖以生存环境的重要内容。能源的利用

给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同时，也产生了

环境污染的问题。电力的发展离不开对能源的转换，

如何优化电力转换产业结构，创造更加环保的发电

局面是当今社会必须不断研讨的问题。本文立足于

当下“双碳”目标之下绿色电力发展现实，旨在为

“双碳”目标之下绿色电力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在为相关领域研究做出自身贡献的同时，为具体的

从业人员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1 “双碳”目标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并没有对“双碳”目标进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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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定义。站在国家战略层面考虑，碳减排是推

动国内能源革命的顶层设计工作，加强碳排放的管

控，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国家能源和安全的保障。从

政策方面来说，减排工作是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标准，从而为减少碳排放提供一些政策

性的引导。总体而言，“双碳”目标依赖于对具体

行动方案的细分、对行动路线的系统规划以及对相

关技术的精密研究。“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应对全

球环境污染问题的必然之选，迎合了可持续发展道

路的基本要求，是利国利民的重要理念。 
2 “双碳”背景下电源侧改革 
于 2020 年 9 月的时候举行了联合国大会，在当

年的 12 月也举行了气候雄心峰会，定下了国内在 2
030 年之前，CO2排放实现峰值、在 2060 年之前，

达到碳中和，这就是所谓的 30·60 目标，到了 2030
年的时候，非化石能源占据到一次能源消费的百分

比比例约为 25%。2020 年到 2030 年期间顺着强化 N
DC（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全称为国家

自主贡献）政策实现碳达峰，然后从 2031 年到 206
0 年这段时间内慢慢地转向 1.5℃政策深彻脱碳转

型，最后达到碳中和的目的。阅读并研究相关的气

候变化研究进展期刊，王克以及刘芳名二位学者的

《1.5°C 温升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2021）
文章当中提出的有关测算，建筑部门、电力部门以

及工业部门都应在 2020 年时候陆续达峰，对于交通

部门来说，要在 2025 年的时候达峰；和 2015 年当

年相比来说，在 2050 年的时候，建筑部门、交通部

门、电力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各自的减排量会达到 5
亿吨 CO2量、6 亿吨 CO2量、39 亿吨 CO2量以及 3
8 亿吨的 CO2 量，电力减排量及其对应的比例都达

到了最高。 
光伏发电以及风力发电会慢慢地变为重要的电

力种类。从 BP 数据当中可以发现，在 2019 年的时

候，国内大概产生了 100 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电

力占据到的百分比大概为 40%，其中 2019 年的时候

电能终端消费占据到的百分比是 26%，属于最多最

高的排放部门。按照能源基金会进行的有关测算，

到了 2050 年的时候，国内的能源消费标煤总需求可

以达到 50 亿吨这个数字，在 2019 年的时候，标煤

是 48.7 亿吨，非化石能源占据到的百分比高于 85%，

非化石电力占据到的百分比高于 90%。这些说明了

有关电力部门开始重视新能源的应用，基于世界性

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进行的有关测算，光伏发电与

风力发电会于 2040 年的时候，变为国内一种关键的

电力类型。氢能会受到无法电气化的领域当中的重

视。 
高比例风光电力系统，从 2020 年开始到 2050

年的时候这段时间内发电量 CAGR 大约达到了 10%
的百分比。按照国家气候中心高工王阳工程师参加

的 2020 北京国际风能大会暨展览会（CWP2020）《中

国高比例风光电力系统与碳中和》阐述的理论，国

内要是于 2050 年的时候，成功地建设了 67%的高比

例风光电力系统，会陆续地让 1.5℃温控目标得以实

现，碳中和目标也会随之实现。在 2050 年的时候，

风光发电量总共达到 13 万亿度，基于 2020 年时候

通过小时数计算装机容量，2050 年的时候风光装机

会达到 70 亿千瓦。和 2020 年时候的 4665 亿度风电

以及 2605 亿度光伏相比来说，到了 2050 年那时候

风光发电量二者的和增加了 15 倍，其中 风电与光伏

分别增加了 16 倍、增加了 13 倍，将来的 30 年发电

量 CAGR 大概到 10%这个比例。《中国电力企业管

理》分别对风电以及光伏开发潜力作出了估算研究，

分别达到 80 亿千瓦以及 270 亿千瓦。忽略经济性，

开发资源禀赋可以满足碳中和目标对风光发电的装

机需求。 
“十四五”风光合计电量实现了 20%的 CAGR，

从 2020 时候到 2030 年这段时间内，实现了 16%的

CAGR。我国风电以及光伏装机会由 2020 年时候的

282GW 以及 253GW 上升到 2025 年时候的 589GW
以及 692GW，“十四五”CAGR 是 12%这个百分比、

18%这个百分比。根据 2025 年时候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测算（上文讲到了 2030
年的时候会上升到 25%这个比例），到“十四五”

那时候年均新增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会分别上升

到 100GW 以及 140GW，光伏达到了每年 70-90GW，

CAGR 就是 19%到 23%这个比例，风电达到了每年

30GW 到 50GW，其 CAGR 就是 9%到 14%这个比

例。观察十年这个时间段内，到了 2030 年时候，我

国的光伏以及风电装机容量可以上升到 1362GW 以

及 1041GW，发电量可以上升到 1.7 万亿度以及 2.2
万亿度，2020 年到 2030 年期间内电量 CAGR 可以

达到 18%以及 13%这些比例。风光发电合计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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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加到 4 万亿度，2020 年到 2030 年电量 CAG
R 会达到 15%。 

3 绿色电力行业现状 
基于当今看来，绿色电力需求依然不断地上升，

绿色电力行业估值越来越高。进行绿色电力交易方

案设计的时候，国家能源局、发改委以及电力公司

及其领域的专家一起实施了调查。他们发现绿电交

易条件日趋成熟。估算截止至 2025 年 12 月的时候，

我国的绿色电力会上升到 41.38 亿度。 
针对绿色电力来说，其主要通过利用一定的发

电设备，选用科学有效的能源技术，把太阳能或者

风能这些可再生能源变成为电力。它们进行电力生

产的时候，二氧化碳排放量会接近于 0，有时只有

零，和之前的火力发电传统方式相比，这种电力生

产并不会严重污染周围区域的环境。基于动力来源

不同，能把绿色电力分成为以下五种类别：首先是

地热发电以及太阳能发电，其次是水力发电以及风

力发电，最后是生物质能发电。 
绿色电力本质上给消费者带来了绿色能源消

费，可以选用对环境无害的能源，仅仅花费稍微多

于普通电力的价格，便能对环境进行可持续保护，

更促使可再生能源的稳定发展，消费者对绿色电力

进行选用，这一行为正是践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思

想。积极鼓励运用绿色的能源，对北京与其附近区

域新建燃煤电场进行严控，进而科学治理环境问题。 
在 2021 年 9 月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进行了颁布；在 12
月的时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提出提倡煤炭

清洁优质科学利用，提升新能源消纳的能力，促使

新能源与煤炭进行合理搭配。基于“双碳”新形势之

下，将来国内的电力供应主要从水力发电以及风力

发电这些绿色能源层面上进行，还会从光伏发电上

进行，不但确保了国家能源安全，也加强了节能减

碳工作，逐渐走上绿色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 
4 绿色电力发展的路径分析 
4.1 加大对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 
在“双碳”目标下，为了更好地促进绿色电力

的良性发展，首先要做的便是加强对相关领域理论

研究的重视程度。对此，教育部门应该对相关课题

的研究给予更多的资源倾斜，以此来推动绿色电力

能源理论研究的发展，为实践工作提供更全面的指

导。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理论的研究要以现实需求

为具体依据，兼顾新能源技术以及化石能源发电技

术等领域的研究，使学术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

践应用。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加大对新能源相关

技术及科研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断完善相关知识产

权的法律法规，从而充分保障科研成果的属性，提

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另外，从低碳产品设计角度

看，电力行业碳减排的重点应该是可再生能源的消

纳。“双碳”目标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未来必定会

迎来倍速发展，但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与负荷分布的

差异，必然会成为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双碳”

目标的瓶颈，至少在局部时空内会如此。 
4.2 完善相关产业的整合及扶持体系 
国内绿色电力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总体而言

尚存在过于零散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绿色电力

行业的发展，提高绿色电力行业的管理水平，应该

对国内相关产业进行有效的整合，以实现更好的规

模经济效应。此外，对绿色电力产业扶持体系目前

在国内尚未完全统一，各地政府部门对绿色电力行

业的扶持政策也都各有不一。为了更好地提高绿色

产业发展的效率，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绿色电力

行业的支持，为相关产业单位提供更多的补贴，并

逐步完善其融资途径。比如，在融资方面，可以加

大对新能源创投基金以及绿色电力公司发债支持，

使得绿色电力行业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来研发相关

技术。 
4.3 大力发展新能源 
传统产业革命得以发展主要基于煤炭或者石油

这些化石能源，当今许多国家正在大力运用这些能

源，然而化石能源数量有限，更会造成产生环境污

染这些相关负面问题。虽然将化石能源转化成电力

能够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率，但转换的过程也难以

避免碳排放等问题。因此，应该加大对新能源的开

发，在原有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以及地热能等

清洁能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更具先进性的新

能源。 
4.4 提高能源转化的效率 
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也是绿色电力发展的重要

途径，我们知道，当前国内大量的电力还是依靠化

石能源的燃烧，也就是将化石能源转化成电力。在

能源之间转化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定的能源折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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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化石能源向电能转换之间的损耗，提高能源转

化的效率也是实现绿色电力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新能源尚不能完全满足国内发电需求的前提下，

只有通过改善化石能源向电能转换的效率，积极创

新相关技术，才能进一步减少碳排放，进而支持环

境保护事业的落实。 
5 结语 
当下全球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新时代必须要重点

关注的问题，化石能源的过度开采也使得全球开始

面临化石能源逐渐枯竭的压力。因此，在新时代的

背景之下，积极开拓新能源，更好地实现绿色电力

产业发展，以求在改善碳排放局面的前提之下，实

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电力从业人员义不容

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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