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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是完善能

源消费总量和强度调控的重要举措。

1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

示，2022年能源消费总量比上年增长

2.9%。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

量比重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煤炭

比重提高0.2个百分点，石油比重下降

0.6个百分点，天然气比重下降0.4个百

分点。能源消费结构得以优化，与能

源消费总量“两个不纳入”落地密切

相关。

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我国提出“要科学考

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

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国务院印

发的《“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

作方案的通知》中也提到了各地区

“十四五”时期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费量不纳入地方能源消费总量考

核。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8月和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又

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增可

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

做好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有关工作的通知》，两份文件的出

台，再次说明了我国对于能源消费总

量控制的决心。

要落实“两个不纳入”的要求，

准确界定新增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和原料用能范围、完善数据统计核算

体系，以及科学实施节能目标责任评

价考核等相关工作非常关键。

“两个不纳入”，范围如何界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能源统

计报表制度》，原料用能是指能源产

品不作为能源（燃料和动力）使用，

而是作为生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材料或

作为辅助材料使用。2020年，我国原

料用能消费量约3.46亿吨标准煤，主

要涉及石化、化工、有色金属以及下

游纺织、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一

系列产业。上述行业有相当一部分能

源被用作原料，包括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一次能源，也包括石脑油、氢

能、焦炭等二次能源。这些能源主要

用在工艺系统转化，其中部分或大部

分富含热值的元素通过化学或物理的

形式进入产品。

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情

况，现阶段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的可

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电、太阳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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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优化核算体系
“两个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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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水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

等。随着技术进步和发展，其他可准

确计量的可再生能源类型将逐步动态

纳入。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不纳入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是完善能源消费总

量和强度调控的重要举措，这将推动

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作为促进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以更为准确、科学反映能源利用实

际，有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

的用能空间，有利于针对性地釆取节

能降碳措施，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

发展、助力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但需要强调的是，新增可再生能

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

制，不是为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

项目上马敞开口子，而是通过“两个

不纳入”，更为科学地反映能源利用

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增强能源消费总

量管理弹性，从而在保证生产用能的

同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核算体系仍需完善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
2022年9月8日，安徽淮南，中安联合煤化工
装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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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原料用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作为

“非能源利用”单独分类。

目前，原料用能的统计方式为工

业企业主动填写报送，统计局核算

汇总，通过《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进

行发布，涵盖原料用能总量及分品种

能源消费量。从统计方式看，受制于

化工行业复杂的生产流程，目前原料

用能的统计方法主要参照国家统计局

《能源统计报表制度》规定，各辖区

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需按月度

（1月免报）报送《能源购进、消费

与库存》统计表格，省级统计机构负

责数据审核、验收、上报。从发布方

式看，原料用能统计数据获取途径较

少，主要通过《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进行查询。从发布内容看，原料用能

归类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能源

平衡表-终端能源消费中工业行业部

分，包括原料用能消费总量及分品

种能源消费量（包括实物量和标准

量），但未对细分行业的原料用能进

行发布。

总体上看，虽然可再生能源电力

消费量和原料用能定义较为清晰，但

统计采用发电企业/工业企业报表报

送、统计部门核算汇总的方式，统计

数据精确核算难度大、报送过程人工

干预多，存在人为改动数据的风险。

优化核算体系需内外配合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完善可

再生能源消费量和原料用能的核算体

系，具体来看，应着重关注原料用能

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费量由区域内生产且消纳

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和区域外输入的可

再生能源电量组成。但实际上，我国

采用的统计方式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和交易中心省间交易结算电量相加的

方式计算。

我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折算能源消

费量时采用发电煤耗法，但并未区分

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而是统一采

取了发电煤耗法折算为标准煤。而国

际能源署在非化石能源发电折算一次

能源时采用电热当量法，即按照100%

热效率折算。

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步提升，

单纯采用发电煤耗法进行统计与考核

忽视了可再生能源的低碳属性，导致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测算高于国外统计

结果。

从原料用能消费量核算方式来

看，当前我国原料用能仍统计在能源

消费总量中，导致碳排放量核算存在

较大偏差。原料用能主要应用于化工

领域，涉及煤炭、石油及天然气消

费，电能不作为原料参加生产过程。

以2020年为例，原料用能分别占我国

工业用能、终端能源消费及能源消费

总量的14.6%、9.6%、6.9%。分能源

品种看，原料用能仅涉及煤炭、石油

及天然气消费，占比分别为19.7%、

22.1%、5.6%。这部分原料用能均记

在了统计表的原煤、原油等类别中。

根据相关研究，这可能使最终二氧化

碳核算结果偏差7%以上。国际能源署

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研究制

定典型工业流程工艺下原料用能与产

品间转换系数标准，逐步建立对企业

原料采购、消费和储存全流程监测统

计体系，避免企业人为操纵数据。

在客观准确计量可再生能源消费

量和原料用能的基础上，还需兼顾进

一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用户消纳

可再生能源积极性等目标。

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

统计逐步由发电侧转向消费侧，对所

有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量核发绿证。

为更好地促进消费侧消纳利用可再生

能源的积极性，以及后续做好与碳市

场等的衔接，建议加强可再生能源电

力消费量统计与电力交易体系衔接，

逐步由对发电量和省间交易电量统计

转为对电力用户实际购买可再生能源

电量统计。

另一方面，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

证书市场，并与电力市场有效衔接。

为提升可再生能源在电力市场的竞争

力，并体现环境价值，建议将新能源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价格分为电量电价

和绿证价格两部分，以电量电价为新

能源参与市场竞价的依据，以两部分

电价之和为用户购电结算依据。用电

客户参与电力市场，以实际购买消纳

可再生能源电量为完成考核的主要方

式，以用户间进行绿证交易为补充方

式完成考核。

（作者均供职于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
经济与能源供需研究所）

／ 思想库eview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