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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减排路径的过程中，中国能源
电力行业以 实际行动推动行业转型
升级，加快全社会气候行动的步伐，
也为其他国家的气候治理形成有益参
考。

落实气候目标
建圈借链，

文／本刊记者   张越月

“我们正踩着油门，一路驶向地狱。人类仅有一个选

择：合作或灭亡。我们必须达成气候团结协定，否则就是

在集体自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开幕式致

辞中的这句“狠话”，表达了COP27的急切诉求——全球

气候行动亟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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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12天的大会中，“如何落实”是来自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讨论的重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指出，当前复杂的

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带来影

响，但COP27的三个关键行动方向绝不会动摇，其中的首

要方向是必须将谈判结果转化为具体行动，进而推进到实

施层面。主办方埃及则将COP27全球领导人峰会命名为

“气候落实峰会”，以敦促各国落实气候承诺。

在COP27展区，“如何落实”也是各国所呈现的主要

内容——阿联酋展区展示了该国正在推进的氢能技术；日

本展区展出了汽轮机和低碳引擎等模型，并呈现了碳捕捉

及利用最新技术；在中国角的门口，一个集风能、光伏和

清洁煤发电，以及氢能、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为一体的

综合能源项目异常醒目。

正如这个一体化项目展现的思路，在过去几年中，中

国能源电力行业结合本地特色，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在探

索减排路径的过程中，能源电力行业以实际行动“建圈借

链”，推动能源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全社会气候行动的步

伐，也为其他国家的气候治理形成有益参考。在COP27

中国角，甘肃武威“沙漠能源生态圈”和浙江湖州“碳达

11月6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展区迎来参观者。中国角
门口，一个集多种能源种类的综合能源项目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左
图）；本届气候变化大会还设立了水展馆。近年，气候变化导致强干
旱或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增加，影响全球能源安全（右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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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思路，服务光伏企业建设。平台同时帮助供电企

业掌握光伏设备分布情况，调取配网设备运行数据，以便

进行不同场景下的配网消纳能力分析，为光伏项目规划方

案的可行性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根据台区的变压器容量、负载

率和配电线路稳定性等要素进行光伏消纳能力评估，接着

进行光伏并网论证，并将答复接入系统方案。”国网武威

供电公司发展策划部高政说。

今年9月，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组织相关专家赴武

威亿恒黄花滩30万千瓦光伏项目建设现场，这个项目是

“十四五”第一批新能源项目，也是落实国家光伏产业创

新发展专项行动和沙漠戈壁荒漠行动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

设要求的光伏项目。项目采取“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

间养殖、治沙改土、产业扶贫、乡村振兴、工业旅游”的

建设模式，提高了治沙工程的效率和效益。

甘肃大部分地区处于我国北方防沙治沙带，是全国荒

漠化和沙化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这种“光伏+”新型产业

化模式如果能在当地实现推广，将有助于推动这些地方实

现生态治理，并将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发展动能。

个人减碳，借区块链构建平台
安装光伏是通过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个人减碳则是在能源消费端降低碳排放。在COP27展

示的“碳达人”平台，正是一款推动个人参与碳减排的应

用。11月21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COP27的全球能源

互联网碳中和路径研讨会中展示了“新能源云”平台，并

结合实际案例，呈现碳存证、碳实测在内的一系列应用场

景。“碳达人”平台就是此次展示的应用场景之一。

人”平台两个案例，就向全世界展现了“‘建圈借链’是

如何落实气候目标的”。

     “电”沙成金，打造能源生态圈 
防治沙漠化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近年关注的话题之

一，每年的大会都会出现一些别具一格的治沙方案，如种

植治沙、化学治沙等。在COP27上，一种来自中国的治沙

方案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光伏治沙。

光伏发电和植树造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常见手

段——前者可通过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减少污染物和碳排

放，后者则是增加森林碳汇最经济的途径之一。光伏治沙

则让两者实现了有机结合，并已经在甘肃省成为现实。

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第

一批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建设项目清单。这个总规模达97吉瓦的项目给位于腾格里

沙漠边缘的甘肃武威创造了机会。武威虽然长期受沙害困

扰，但属于太阳能资源Ⅰ类地区、风能资源Ⅲ类地区，新

能源资源开发空间巨大。此外，当地的地貌特征也具备基

地化、规模化、一体化开发新能源的条件。

从2021年开始，武威在腾格里沙漠区域集中布局光伏

治沙工程，当年年底，国网甘肃武威供电公司提出“电沙

成金——沙漠能源生态圈建设”方案，通过政企配合、企

企协作、农户参与，共同推行“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

间养殖、厂周种树”四位一体光伏治沙模式，致力于推动

特高压电力大通道建设，构建沙漠能源生态圈，促进能源

消费低碳转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电为媒介，为沙漠能

源生态建设过程中的每个角色提供最佳沟通路径和资源选

择。

今年4月，在国网武威供电公司社会责任根植项目启动

会上，由沙漠能源生态圈项目衍生出的“电沙成金”项目

正式启动，明确了供电公司以“倡导者”的角色加入“光

伏+治沙”中，协同联动社会各方成立志愿者联盟团队的总

体思路。供电企业打造以“网上电网”App为基础的资源

共享平台，按照“摸清数据—分析消纳—明确目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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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位于甘肃省武威市的亿恒50万千瓦立体光伏治沙产业化示范项
目（右上）。近年，光伏治沙成为防治荒漠化领域的新途径（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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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任务领碳积分”的选项卡会弹出来，其中既有“回

答问题赢积分”等常规选项，也包括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

减排行动，如居民屋顶光伏、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绿色

出行等。居民只要参与上述行动，其行为就能变成积分，

并被计入平台的账本中。也就是说，参与“碳达人”既可

以从实际绿色行为中获得碳积分，并用积分兑换商户提供

的实物、电子券等，又可以将核证的减碳量售卖给相关企

业，直接获得现金收益。

今年3月，这个由国网湖州供电公司联合湖州市发改委

等单位推出的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陆续完成了与湖州市民

卡系统的对接，并接入中国银联、公共交通等平台的绿色

行为数据，实现数据互通共享。截至11月中旬，湖州全市

“碳达人”注册用户已破万人。

这个应用平台之所以能快速“圈粉”，和它的设计

思路相关。打开“碳达人”平台小程序，你可以看到一个

类似游戏的页面，点开页面最下方的“领积分”，一个名

个人碳减排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前，由于缺乏数据获

取渠道，个人碳足迹信息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具体表现为碳核算数据依据真实性

难以保证、碳核算流程复杂信息公开度较低等。而“碳达人”平台借助区块链技

术，实现了对个人碳足迹的有效追踪和认证。这种技术的背后，离不开国网新能

源云的碳存证追溯服务功能。

在新能源云的碳存证应用场景中，用户可一键生成碳存证报告，第三方机构

可精准追溯碳资产来源，快速核验碳减排数据的真实性。同时，新能源云碳存证

对数据进行分层分类鉴权，利用同态加密等数据隐私保护技术将数据提供给数据

使用方，在满足用户数据隐私前提下，实现碳排放数据对外共享，为第三方碳核

算业务提供可信数据支撑。在上述区块链技术的支撑下，绿色生活数据库不仅可

信度更高，而且有望实现跨界融合。

目前，新能源云在湖州打造的碳中和支撑服务平台已完成7大模块18个功能

的应用建设，全面接入湖州市全部规上企业煤油气电热等能源数据，打造“碳抵

消”“碳普惠”“碳金融”“碳科技”等创新碳产品，示范引领能源清洁转型与

安全高效利用。平台还接入了湖州市7个政府部门的分区域、分行业、分企业能源

消费数据，涵盖电力、公共机构能耗、企业能源及经济、规上工业能源消费量等

领域数据。

同时，国网湖州供电公司还致力于把长三角生态能源碳汇基金与“碳达人”

场景结合，进一步完善绿色生活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碳普惠减碳行为量化核

证体系建设和深化碳普惠应用，助推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9月22日，一辆客货邮纯电动班车行驶在浙
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江排村。在湖州，
居民以绿色方式出行可以形成积分，并被
“碳达人”平台记录（左图）。借助电力数
据，湖州在生活、工业等领域实现了有碳可
循（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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