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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利用是中国CO2排放的主要来源

化石能源利用是全球CO2排放的主体

国家清单之重点领域与关键类别

企业清单之核算边界与低碳方案

主要内容

城市清单之内在构成与优先主题



工作经历——政府 市场 企业

国家煤炭工业部 上海煤炭交易所

学习经历——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博士后报告：《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专题研究》

博士论文： 《煤炭产业组织研究》

学科专业——能源政策与规划 产业经济与管理

研究方向——能源利用、清单编制、碳脉分析

主讲课程——能源政策与管理 博士生，复旦能源高级教程

能源战略与国家安全 硕士生，复旦能源中级教程

中国能源问题与国际能源展望 本科生，复旦能源初级教程

个人经历与学科专业



 上海汽车集团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上海汽车工业科技发展基金，2010

 电力用煤潜在碳排放因子核算与电厂煤质样本实测分析 电力国家重点实验室，2010

 能源利用中的碳脉分析与减排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2010

 上海低碳发展路线图研究 世界自然基金会，2010

 中国煤炭流向与主要品种质量分析 国家发改委，2009

 复旦大学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复旦大学能源协会，2010

 后能源利用的风险识别与控制 国家211工程项目，2010

 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宏观政策研究 国家教育部，2008

 新能源汽车商业运营实现机制研究 上海市教委，2008

 新形势下上海能源安全战略研究 上海市发改委，2008

 新能源汽车发展实证研究 英国石油公司，2007

 电力布局优化与能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国家发改委，2007

 中国产业与能源协调发展研究 国家能源办，2005

 中国城市可持续能源研究 英国石油公司，2006

 中国车用新型燃料研究 英国石油公司，2005

重点课题与主要成果



能源利用

电为中心与结构优化

煤为基础与清洁发展

中国能源与煤炭主题

中国能源问题与国际能源展望

油为关切与交通转型

世界能源与石油关注

清单编制

企业清单与核算边界

城市清单与优先主题

部门清单与重点领域

产品清单与导入控制

国家清单与关键类别

碳脉分析
能源政策模型构建

能源流与统计查证

碳脉络与计量核算

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学校清单与低碳实现

能源战略与国家安全

能源政策与管理

复
旦
能
源

·
科
研
·
教
学

重点领域

《后能源利用的风险识别与控制》

《复旦能源评论》

博士生

《煤利用与碳脉络》

硕士生

本科生

主要方向 核心课程



化石能源潜在碳排放因子 = 含碳量 低位发热量/

能源是碳的载体、煤是碳的最主要载体

能源品种 潜在碳排放因子
（C-t/TJ）

含碳量
(t/t, %)

低位发热量
（TJ/1000t）

无烟煤 26.8 70.35 26.25

炼焦煤 25.8 62.62 24.27

焦炭 29.2 83.04 28.47

汽油 18.9 84.67 44.80

柴油 20.2 89.55 44.33

燃料油 21.1 84.80 40.19

天然气 15.3 59.56 38.93



◇ 能源是温室气体排

放的最主要部门

◇在发达国家占CO2的

90%以上，占温室气体

的75%以上；CO2排放

占能源部门的95%

化石能源利用是全球CO2排放的主体



 美、中

能流与碳脉







 中国煤为基础与世界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截然不同，减排任务繁重、

清洁发展任重道远

 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油气占比长期保持在65%左右

 中国煤炭占比长期徘徊在70%左右，并呈进一步增高的态势

 世界燃煤电量占比40%左右，英国等欧洲国家电力生产总量小、增幅更小

 中国燃煤电量占比80%左右，电力生产规模庞大、近年增长幅度更为巨大

 中国快速增长与欧美平稳运行的经济社会截然不同，虽然清洁能源增

长较快，但在巨大的能源总量中占比相对较小

 中国水电、核电的建设速度超出预期，非化石能源逐步增加

 中国风电装机连续多年增长超过100%，太阳能电池产量世界第一

 中国能源研究基础薄弱、能源教育近乎空白与世界成熟、系统的能源

教育科研体系截然不同，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完整的教育培养体系

 从业人员大都未接受过专业、系统的教育和训练

中国能源与世界能源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量（2000-2008）

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2000-2008）





排放量 = 活动数据 潜在碳排放因子*

含碳量

碳氧化率

燃料数量 燃料质量

复旦

清华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

÷

排放系数

*

低位发热量



 清单_温室气体清单（国家、省市、部门、企业、产品）

 估算量：人类活动向大气中排放和从大气中清除的所有温室气体

 一套标准的报告表：类别、部门、时段（年份）

 一份规范的书面报告：说明使用的方法学和数据来源

 方法科学、数据透明、格式一致、结果可比

 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透明性、完整性、一致性、可比性、准确性）

 清单编制的数据处理

 活动水平数据：可获得性、可靠性、可核查性、可持续性

 排放因子数据：燃料特性（如，煤的低位发热量、含碳量）

 碳氧化率数据：燃烧技术、燃烧设备、燃烧条件，燃料特性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IPCC，1996、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IPCC，2000）

 提供尽可能适合各国国情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

 源于发达国家，过于理想化，工作量巨大，不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与基本要素



温室气体清单的类别与核算边界

国家清单

城市清单

企业清单

产品清单

部门清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1992）
 明确要求所有缔约方提供温室气体各种

排放源和吸收汇的国家清单
 2000年前后开始，美国、日本等附件一

缔约方每年四月都按要求向联合国提交
各自国家从核算基年（1990年）到最近
年份（2008年）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及
其估算方法说明

 2004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
以《中国温室气体清单（1994年）》为
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
国家信息通报》

 2008年，中国启动了第二次国家信息通
报的编制工作，国家清单的研究与编制
将呈常态化

国家清单与国家信息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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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废水处理与排放

4A 固体废弃物处理

1A1a 主要活动

1C CO2的运输与埋存

1B 燃料的逸散排放

1A 燃料燃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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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1 林地

3B2 农地

3B4 湿地

3B3 草地

3B5 聚居地

排放源与吸收汇
的主要部门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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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要耗煤
部门煤炭消费量
（1990-2008）

中国主要耗煤
部门CO2排放量

（1990-2008）

中国主要煤种
原煤生产量
（1990-2008）

中国主要耗煤部门清单_1990-2008



电力 冶金 化工 建材 其它

1990 26.4956 25.7265 27.2276 26.7059 26.3011 

1991 26.4938 25.7255 27.2312 26.7062 26.2991 

1992 26.4978 25.7273 27.2287 26.7077 26.3027 

1993 26.4851 25.7309 27.2298 26.7035 26.2869 

1994 26.4895 25.7319 27.2255 26.7041 26.2919 

1995 26.4938 25.7302 27.2370 26.7103 26.2950 

1996 26.5018 25.7379 27.2288 26.7131 26.3007 

1997 26.4844 25.7383 27.1960 26.6915 26.2890 

1998 26.4727 25.7368 27.1633 26.6726 26.2839 

1999 26.4655 25.7224 27.1646 26.6649 26.2839 

2000 26.4651 25.7242 27.1645 26.6653 26.2824 

2001 26.4614 25.7141 27.1800 26.6655 26.2820 

2002 26.4476 25.7230 27.1649 26.6566 26.2652 

2003 26.4448 25.7203 27.1708 26.6564 26.2628 

2004 26.5387 25.7456 27.2778 26.7537 26.3241 

2005 26.5448 25.7532 27.2512 26.7465 26.3328 

2006 26.4882 25.7552 27.1400 26.6758 26.2956 

2007 26.5035 25.7640 27.0825 26.6645 26.3167 

2008 26.5258 25.7670 27.0471 26.6648 26.3425 

中国主要耗煤部门潜在碳排放因子（1990-2008）



中国煤炭流向与潜在碳排放因子

数据库的总体目标与支撑作用

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战略与政策制定

支
撑

国家信息通报编制
（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

国家煤炭清单
信息查询、交流
（严格权限）提供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数据库

国家煤炭清单编制

支
撑

支
撑

支
撑







温室气体
清单报告书

选定、核算相关排放因子

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设定基准年

估算温室气体排放量

撰写清单报告与低碳行动方案

选择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估算
方法和工具（国际通用指南)

遴选、识别关键排放源与吸收汇

标准化分企业、分能源品种、
分主要设备的活动水平数据

确定核算边界

企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与低碳行动方案实施框架

核算方法
指导手册

清单指标
数据库

清单编制
软件

低碳行动
方案、政策

组织边界

运营边界

温室气体议定书

ISO 14064

IPCC Guideline

CO2

其它GHG，CO2 Eq.

直接（煤、油、气）

间接排放（电力）

E = AD * EF



澳大利亚_强制性公司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系统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2007）》

 针对企业的温室气体、能源生产与消费报告机制，

于2008年7月1日起生效实施

 对能源生产、消费或温室气体排放达到报告下限的

企业采取强制报告的行政措施，并在国家温室气体

和能源报告系统中登记

 由专门的气候变化中央政府机构负责执行，设置管

理温室气体与能源数据的专职官员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规（2008）》、《国

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决定（2008）》、《外部审

计法规》《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指南》、《国

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测量技术指南》（NGER）、

《综合活动在线报告系统》（OSCAR）



分能源品种能耗结构图 分能源品种CO2排放结构图

美国能源部企业自愿
申报GHG排放计划

美国环保署气候领导计划
报告GHG排放及减排量

美国气候行动伙伴计划 环境供应商伙伴关系

自愿节省环境保护同盟 美国能源部气候自愿改革计划

分地区能源
消费及CO2排放

分企业能源
消费及CO2排放



复旦能源

 联系方式

pankx@fudan.edu.cn
changzheng@fudan.edu.cn
www.ssdpp.fudan.edu.cn
021-55664849  13585781423

 办公地址

文科楼1002室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200433

mailto:pankx@fudan.edu.cn�
mailto:changzheng@fudan.edu.cn�
http://www.ssdpp.fudan.edu.c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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