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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2016年全国

31个省（区、市）PM2.5日均

值浓度来看，空气质量总体

向好，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占比减少，优良天数比例明

显上升。从区域分布看，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

相对较差，呈现区域性特

征。从时间分布来看，3—

10月份空气质量较好，重污

染天气主要发生在冬季。

2016年，全国PM2.5平

均浓度为 47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6%。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78.8%，同比上升

2.1个百分点。

从近四年京津冀区域

13 个城市 PM2.5 日均浓度

来看，该地区空气质量总体

改善，区域重污染天数大幅

减少，优良天数比例明显上

升，夏季空气质量改善显

著。尤其 2016 年 8 月下旬

至9月上旬全区域空气质量

以优良为主。从区域分布

看，污染浓度呈现北低南高

的态势，秦皇岛、承德、张家

口空气质量总体优于南部

地区。从季节分布来看，冬

季供暖季开始污染严重，重

污染天气频发。

2016 年，京津冀区域

PM2.5平均浓度为71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7.8%，与

2013 年相比下降 33.0%，其

中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

为 7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9.9%，与2013年相比下降

18.0%。京津冀区域平均优

良天数比例为 56.8%，同比

上升 4.3 个百分点，其中北

京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4.1%，同比上升3.1个百分

点。

从近四年长三角区域

25 个城市 PM2.5 日均浓度

来看，该地区空气质量优于

京津冀区域，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数显著减少，优良天数

比例明显上升。从区域分

布看，污染浓度呈现北高南

低的态势。从季节分布来

看，6—10 月份全区域空气

质量以优良为主，重度及以

上污染主要集中在冬季。

2016 年，长三角区域

PM2.5平均浓度为46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3.2%，与

2013 年相比下降 31.3%，其

中上海市 PM2.5 平均浓度

为 4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 15.1%，与 2013 年相比下

降27.4%。该区域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76.1%，同比上

升 4.0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

市 平 均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75.4%，同比上升5.2个百分

点。

可再生能源电力平价上网，是

“十三五”时期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

目标，在今年1月5日国家能源局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

仰哲介绍《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

五”规划》时提出，2020 年，中国要

努力实现风电、光伏平价上网的目

标，并尽早摆脱政府补贴。

据李仰哲介绍，目前已经有一

些国家风电、光伏发电招标项目价

格，已经低于当地的化石能源发电

价格，用户侧分布式光伏与销售电

价比较接近。

中国要实现风电项目电价可与

当地燃煤发电同台竞争，光伏项目

电价可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要想

使可再生能源电价与传统能源电价

一致，首先要解决上网电价。中国

电网企业在购买可再生能源电价

时，享受了“保障性收购”的待遇，地

方政府电网根据国家制定的上网电

价购买，如果发电成本过高，则享受

“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但2016年，在经历了上网电价

下调的风波后，地方保障性收购预

计有所增加，但是发电企业还将依

赖补贴，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

依靠气象条件，因此李仰哲坦言，从

全球范围看，短期内可再生能源还

无法做到完全不需要补贴。

光伏集中发电、运电需要消耗

大量资金，而分布式光伏、风电可以

安装在住户屋顶，这种自产自销的

方式，不受地域、电网、储能技术和

成本的限制。目前在北京一些学

校、商场、地铁站的屋顶安装太阳能

电池板，但这种廉价的能源并没有

影响大气污染。

业内专家建议，一方面中国还要

建设相对集中的可再生能源电站和

相对稳定的储能电站，另一方面要推

广城市、农村分布式能源的普及，相

比城市，农村的农业生产会占用大量

面积，而城市屋顶闲置较多，可以充

分发挥这一优势，并将这些电能低价

输送给城市郊区并配合煤改电、煤改

气使用。中国今年开展的“光伏领跑

者”示范项目招标价格也大大低于预

期，表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和技术

进步的潜力巨大。

在1月6日环境保护部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

对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热点问题进

行了解读，他提出，要想更好解决京

津冀重污染天气防治问题，从长期

来看是要解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的问题。

减排关键在政府

陈吉宁表示，由于我国经济结

构更加偏重、能源结构更加依赖以

煤为主的化石燃料、单位面积人类

活动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也更高，

环保工作仍处于负“重”前行阶段。

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该区域

国土面积占全国7.2%，却消耗了全

国 33%的煤炭，主要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 30%左右，单

位国土面积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

平 4 倍左右。高污染、高能耗产业

大量聚集和燃煤、燃油集中排放是

造成该区域大气污染的直接原因。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重污染地区

中，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占

主导地位，那自然能够建一个清洁

的产业结构，但是不要忘了关停传

统高耗能产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涉及地方财政、百姓就业等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大力推广节能减排设

施的安装和使用，同时加大力度监

管，通过排放权交易、排污许可制等

手段弹性调控。

事实上，很多高污染、高能耗产

业的减排技术已经比较普遍，关键

在于企业是否应用。林伯强提出，

最有效的解决措施就是加强监管，

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

实现实时监控，同时对违规的企业

予以重罚，当节能减排设施逐渐成

为企业的标配时，落后产能和偷排

企业可以通过行政的经济手段进行

淘汰。总之，实现非电领域的节能

减排可能会需要地方的经济增长，

因此关键是看政府有没有决心。

减排成本的提高必然会发生转

移。但是在林伯强看来，很多工业

产品不同于能源，价格基本上市场

化，不可能像能源由政府调控，因此

能源价格需要相对稳定，不然后端

产业链发生震动，影响面太大。

提高非化石能源
消费比重

同样需要政府拿出决心和勇气

的还有调整能源结构。2016 年 12

月27日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国家

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指出，目前

中国已成为水电、风电和太阳能发

电装机世界第一大国。但近年来

“弃风弃电”十分严重。而且煤电、

光伏、风电还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许多煤电厂都在亏本运营。

林伯强对记者讲，新能源的电

价可能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因素，

但目前最重要的可能在于国家能否

把风电、光伏的市场腾出来，这与燃

煤的非电行业与散煤治理是一个道

理，技术不存在问题，重点是政府必

须下重手，并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

为了给新能源“腾地儿”，国家

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表示：“2017

年的第一任务是去产能，尤其是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和煤电产能过剩问

题。而第二个任务就是实现油气和

电力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努尔·白

克力在做能源局工作报告时表示：

“2017 年煤炭消费比重要下降到

60%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升到

6.8%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

高到约14.3%。到2020年煤电装机

规模控制在11亿千瓦以内。”

《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在能

源发展布局方面进行了调整。风

电、光伏布局向东中部转移，新增风

电装机中，中东部地区约占58%，新

增太阳能装机中，中东部地区约占

56%，并以分布式开发、就地消纳为

主，同时严控煤电规模。

为了强化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

的地位，可以采取配额制。林伯强表

示，通过配额制，政府可以对省、市甚

至企业，设定新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

中的占比，并进行年度考核，那么地

方政府或企业为了达标，会千方百计

地发展（购买）新能源，这样倒逼式的

发展，就可以使新能源迅速占领市

场，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成为

当地能源结构中的一部分。

各方努力共建蓝天

甘肃省民建酒泉市委员会主委

张建平提出，在“十三五”期间，甘肃

将重点破解弃风弃光限电难题，形

成电源、电网、储能、消纳项目和装

备制造协调发展格局，完善保障可

再生能源全额收购和建立全国性统

一消纳市场的政策机制，对高载能

企业实行优惠电价政策，针对农村

地区的污染问题，他提出大力培育

以电能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应以

实施光伏扶贫政策为契机。

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涉及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需要较长过程，

陈吉宁表示，大气污染治理也不可

能一蹴而就。大气污染治理是攻坚

战，也是持久战。

陈吉宁介绍道，下一步，环境保

护部将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

污染防治措施。全面加大燃煤锅炉

取缔力度，改用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燃气供暖、电供暖；积极推进城中

村、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散煤治

理；加强工业企业冬季错峰生产力

度；提高行业排放标准，加强排污许

可管理，严格依法对违规排污企业

实施停产整治；依托科技手段和网

格化监管，加大排查、整治“小散乱

污”企业力度；强化对高排放车辆的

监管，严格管控重型柴油车及高频

使用的出租车污染物排放，加快淘

汰黄标车及老旧车。

陈吉宁表示，环境保护部将采

取更多有效的措施，以更坚定的意

志、更严格的措施、更扎实的行动，

着力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

突出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环境质量改善的获得感。

空气质量变化

可再生能源“靠补贴”不变 分布式前景广
本报记者 刘季辰

治霾非朝夕之事
新能源市场亟待扩容

本报记者 刘季辰

王利博制图王利博制图

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