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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17-18日，煤炭消费总量

控制与能源转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四季酒

店召开，共有包括国内外专家、驻中国使

馆代表、政府官员、企业协会、非政府组

织和媒体代表等450人参会。本次研讨会

由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和政策研究

项目主办，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能源基

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

会协办，同时还得到中国节能协会、中国

能源网和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的大力

支持。

会议介绍并汇报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充分借鉴和吸取

国外煤炭减量和能源转型的成功经验的基

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

的方向和途径，同时为设定全国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提供高效的、基于市场的、有强

制约束力的政策建议和可行方案，从而帮

助中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应对气

候变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重目标。

2013年，大面积的重度雾霾席卷全

国。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

出了大气污染控制治理方案，并对各省市

的PM2.5浓度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聚焦能源

安全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

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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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委员会以及花旗银行的专家现场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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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革命。

对于还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控制

煤炭消费是实现“能源总量控制和结构转

型”这一华丽转身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

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换挡降速、结构调整的

阶段，而能源转型将能够成为推动经济增

长方式和结构转变最有力的因素。煤炭目

前仍然占据着中国能源体系的绝对主体，

要改变这一现状，有两个根本途径：一是

开发可再生能源，二是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两种方式都能够有效地摆脱对传统煤

炭能源的依赖，但中国的国情很难在短时

间内实现彻底转变，因此，煤炭在今后相

当一个时期都将作为必要的过渡能源来支

撑这一“转变”。根据全国数据统计和模

型预算，即使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

国的对煤炭的使用大约也要在2020年左

右才能达到峰值，然后实现稳步下降。在

此之前，煤炭使用的相关技术研究，例如

开采、生产、运输以及脱硫脱硝等末端处

理等也必不可少。同时还有专家提出，中

国的煤炭必须减控，但前提是使用其他替

代能源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效益的加和不应

该出现负值，作为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

里的大国，资源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可再生能源的均衡发展，因此因地制宜

的原则在能源转型这个过渡期显得非常的

重要。

从行业角度来看，控煤是倒逼高耗能

产业转型的推手。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能够

推动部门摆脱煤炭依赖、实现结构调整和

产业升级，同时还能加快化解高耗能部门

的过剩产能。此外，煤炭转化利用的方式

也是未来煤炭消费的新增长点，高能耗的

煤制气产业现阶段技术并不成熟，而且高

水耗、高污染等各种问题在西部等环境脆

弱地区加剧环境生态系统的恶化。现阶段

应加强煤制气技术示范，严格制定能效和

环境准入标准，限制煤制气等产业大规模

化发展。

另外，市场机制也应该发挥应有的

作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呼唤市场机制

和辅助工具，如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税、

碳税、市场交易、绿色金融等。对于煤炭

开采导致的生态问题，应利用生态补偿机

制使煤炭基地的省市能够有休养生息的机

会，做出合理的产能规划，进行新的深入

改革。同时应利用排污收费和碳税，将煤

炭对环境、健康和气候变化造成的外部成

本内部化，利用各种预防手段减小外部损

害。

除了政府引导强化的市场机制和政

策，煤炭消费减量化最终还需要落实在地

方目标和行动上。根据我国的大气污染分

布和传输特性，全国将分为八大污染区域

并划定分区煤控目标：京津冀鲁豫、长三

角+安徽（江浙沪皖）、东北三省、两湖

一江、粤闽桂琼、云贵川渝、晋陕蒙宁、

甘青新。但长期以来，中国的各项环境指

标减排指标都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

式推行的，国家划定目标或界线，然后逐

级分配到各区域、省市、区县，会上有专

家提到，可以更多考虑采用“自下而上”

的形式，即各目标减排单位根据自身的能

力和情况自行核算并上报减排的指标，并

实施减排。

最后，会议还讨论了煤炭的开采、

生产、运输以及使用的全过程对公众的健

康，以及能源结构转型对就业的影响等。

此次研讨会是大气“国十条”颁布后进行

的以控煤为中心议题的最大一次国际研讨

会。研讨会集中了政府智库、科研院所、

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国际各方

面顶级专家一起交流探讨问题和解答方

案，对于实现203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不再增加和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20%的目

标，以及为“十三五”能源规划提供了坚

实并具实施力的基础，也为国家政策和行

动方案做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环保

部宣传教育中心
丹麦驻华大使能源参赞介绍丹麦能源能源系统绿色转型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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