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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能源转型和碳达峰的政策需求 

 能源发展面临能源双控、减碳、环境治理的多种约束。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大、增长势头强劲，能源需求总量和碳排

放总量将会有持续增长； 

 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处于全国先进水平。 

 但，化石能源占比超过 70%，人均GDP 2.1万美元，东京湾区3.5，

旧金山湾区10.5；能源强度是东京湾区2.3倍、旧金山湾区1.4倍。 

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 

 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大湾区经济的高起点快速发展，需要构

建高质量的能源体系提供保障。 

 2020年9月，习主席面向全球提出了我国气候治理新的目标：中国

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行示范区，要在理念引领、

制度和科技创新方面率先探索，目标实现要走在全国的前列；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需要走

出一条突破高碳锁定的发展道路。 



1. 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情景研究（一期） 

2. 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转型路径研究（二期） 

3. 粤港澳大湾区电力装备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4.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研究（绿色低碳专题） 

5. 粤港澳大湾区能源规划研究（国家能源局，主要参与单位） 

6. 广州市“一促三控”能源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合作单位：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南方电网能源研究院、

广东电力设计研究院、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绿色创新发展中心等 

近两年来开展的大湾区能源转型和低碳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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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能源转型和碳达峰路径评估 

能源转型的特征： 

• 单位GDP能源消耗大幅降低； 

• 能源结构优化，从低碳走向深度脱碳； 

• 可负担、能支撑产业竞争力的能源成本。 

 

大湾区能源转型的驱动力： 

·支撑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能源供应安全，新型能源安全观；  

·能源和低碳技术创新；                        

·环境约束和气候治理。 



大湾区能源转型和碳排放情景的主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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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煤） 

 经济规模：到2035年，大湾区经济规模可提高到2017年的3倍； 

 人口规模：到2035年，大湾区人口总量增加到约1亿人； 

 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仍将占比30-40%； 

大湾区CO2排放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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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消费和碳排放： 

按照现在的规划和政策，即基准政策情景下，大湾区能源消

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都无法达到峰值，也不可持续。 

通过变革能源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结构，转型情景下，能源

需求总量可以在2030年前后达峰，碳排放将于2025年达峰。

早于国家目标。 



与2017年基准年相比，到2035年 

1. 能源强度为0.1，下降65%；碳强度下降75% 

2.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85%,人均电力消费1000kWh 

3. 大湾区GDP在全国占比由12%提高到约15%，能
源消费占比由5.5%（43亿吨标煤）提高到约6%

（55亿吨标煤） 

4. 能源强度、碳强度和人均生活用电能够赶上东京
湾区届时水平。 

5.  GDP较基准情景为正增长 

2035年，大湾区能源体系的重要指标提升 

注：图中历年数据均为相对于2017基准年数据的比值 



2019-2025年：改变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构建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 

2025-2035年：建成多元化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持续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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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能源转型的任务构架和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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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燃料的减量和替代 

煤炭： 减煤和控煤的难度加大，从按产能等级淘汰，转向基荷性、保障性的去留胶着 
 
油品：交通能源需求增长是化石能源退出的最大障碍，大湾区的交通电气化是关键 
 
天然气： 是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的过渡，是碳达峰的重要阶梯，其能源价格是
市场关键 



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广东省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屋顶面积的 

光伏发电装机潜力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折2000万吨标煤。 

 
 广东省生物质资源（农业、林业、垃圾废弃物）可能源化利用潜力为4000

万吨标准煤。 
 
 

 广东省海上风电资源约6500万千瓦，约5000万千瓦资源在近海深水区。 
 
 

分布式利用，推广应用新模式；开发技术难度大，需要加快部署关键技术和
装备的突破；需要加快培育本地可再生能源制造业。 



结构优化和新基建推进能源转型 

工业和交通部门能源总量控制有50%以上的贡献要来自产业结构和交通结构的调整，大

湾区产业和交通等领域发展规划要和能源转型和碳达峰的目标及方向协同。能源体系的

绿色低碳变革，需要构建绿色低碳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互网络等和能源产业链条的融合，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在逻辑结

构层面都将构建全新的能源基础设施。在能源安全和消费侧响应上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

例如，自给率问题，储能配置问题。  

大湾区在上述方面优势突出。信息化产业、智能电网…. 

 



能源转换和使用：能效技术，新能源技术，电动车技术，电力电网技术等等 

能源系统技术：多种技术的集成和融合，高效、智慧、安全、柔性、可循环的能源系统。 

能源装备制造技术和产业。 

主要在集成创新，模式创新，应用场景创新，市场创新，区域协同创新方面力求突破。 

 

零碳和负碳技术： 

绿氢技术，二氧化碳转化和利用技术、二氧化碳捕集技术（排放源和大气中）、生物质利
用技术、零碳煤发电技术、高碳排放工业行业的电替代和氢替代工艺和技术、森林和海洋
碳汇技术等。 
 
主要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核心装备制造能力，新兴产业链方面，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和
竞争力，进入第一梯队。 
 
 

以科技创新推进从低碳走向近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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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初步建成安全高效，绿色智慧，开放共享的现代能源体系，面向碳中和目标、

能够突破高碳锁定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塑型期 

 

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能源协同发展，把港澳的金融、科技和服务巨大优势融入大湾区能源

发展。 

 

在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下，把大湾区能源体系建设和振兴粤东西

北的绿色生态发展结合起来，带动全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能源与环境协同发展。 

 

绿色高效的能源消费标杆区，低碳智慧安全的能源供应引领区，能源技术创新的新高地和

应用示范区，能源市场机制创新的试验先导区，能源开放发展的重要窗口。 

 

大湾区“十四·五” 能源转型和碳达峰的几点考虑 



Thanks 
请各位领导、专家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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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