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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新疆能源产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邓 路 1   袁圣博 2   白 萍 1   李会芳 1

摘  要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庄严承诺。本研究分析了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变化规律以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从

保障能源安全、开展碳核算工作、加强减碳科技应用和推动新能源产业与传统能源产业协同发展几

个方面入手，促进新疆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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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联 2021 年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项目“在

新疆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2021ZJFLZ17）。

推动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

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效应

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使

命与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内蒙古

立足能源资源禀赋，有计划分步

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

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

诺。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

提升单位碳排放量带来的经济效

益，是促进能源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

近十年来，新疆经济发展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就，GDP 从 2011 年

的 6532.03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3797.58 亿元，同时能源消费总

量也快速增长，虽然总体来看能

源利用效率略微提升，但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新疆是

资源大区，高耗能产业占比较

高，能源消费总量大，能源利用

效率较低，这导致新疆实现“双

碳”目标难度系数较大，抓住碳

达峰碳中和的历史性机遇，倒逼

新疆能源产业整体协同向高质

量、高技术、低能耗的方向发

展，才能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助力新疆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一、新疆能源消费与碳排

放基本情况

（一）新疆能源消费与碳排

放变化趋势

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中提供的

原始能源消费数据以及中国碳核

算数据库（CEADs）提供的能源

热值数据，将不同能源消费折算

成 标 准 煤， 得 出 2015—2020 年

新疆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量。根

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以及国家发

展改革委气候司联合多个部门颁

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发改办气候 [2011]1041 号）

中提供的能源热值、单位热值含

碳量、碳氧化率等参数，计算新

疆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

新疆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

消费碳排放量呈现稳步增长的

态势。能源消费总量由 2015 年

的 20478.64 万吨标准煤，增长到

2020 年的 26306.65 万吨标准煤，

年均增长率为 5.14%。能源消费

碳排放量由 2015 年的 13092.06 万

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17116.50 万

吨，年均增长率为 5.51%。对比

来看，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增长

速度略高于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速

度，说明近 5 年间新疆使用能源

产生相同的热值，会产生更多的

碳排放，这是由于能源消费结构

变化导致的。

（二）新疆化石能源消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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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实际 GDP 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脱钩指数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3092.06 

13650.43 

14509.91 

15092.62 

15993.18 

17116.50 

-

558.37 

859.48 

582.72 

900.56 

1123.32 

3694.60 

3971.70 

4273.50 

4534.20 

4815.30 

4979.00 

-

277.10 

301.80 

260.70 

281.10 

163.70 

2.02 

2.85 

2.24 

3.20 

6.86 

碳排放总
量（万吨）

碳排放增
量（万吨）

实际 GDP
（1978 为基期）

实际 GDP
增量（%）

脱钩指数

构变化与碳排放变化趋势

煤炭是新疆最主要的能源来

源，2015 年消费量为 13004.63 万吨

标准煤，2020 年增长到 18650.72 万

吨标准煤，年均增长率为 7.48%，

占总能源消费比重也由 2015 年的

63.50% 增长到 2020 年的 70.90%。

焦炭消费占总能源消费比重也略

有上升，上升幅度为 0.21% ；而

原油、天然气、柴油、汽油、煤

油、燃料油占总能源消费比重

均有所下降，其中原油、天然

气、柴油下降幅度相对较大，

为 -4.06%、-2.20% 和 -1.03%。

从能源消费比重来看，新疆固

体 能源消费量增加，而气体和

液体能源消费量有所下降。新疆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煤

炭，煤炭的碳排放量从 2015 年

的 8883.77 万吨增长到 2020 年的

12740.75 万吨，碳排放量占比也从

67.86% 增长到 74.44%，呈逐步上

涨态势。

无论是从煤炭消费量还是能

源碳排放量来看，煤炭消费都是

绝对的主力，并且绝对量和相对

比例都在缓慢提高，因此新疆优

化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水平，

煤炭消费都是关键性的领域。

原油是新疆能源消费的第二大

碳源，但使用占比在降低，因

此碳排放量占比也在下降，从

2015 年的 2108.63 万吨，下降到

2093.44 万吨，原油碳排放量占

比也从 2015 年的 16.11% 下降到

2020 年的 12.23%。随后能源消

费碳排放占比较多的能源是天然

气、焦炭，其余能源消费碳排放

占总排放量的比重较小。

（三）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

的脱钩关系

“脱钩理论”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形容

阻断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或环境

污染之间联系的基本理论。碳排

放脱钩是指碳排放量的变化与经

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当实现经

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增速为

负或者小于经济增速可视为脱

钩，其实质是度量经济增长是否

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

计算公式如下 ：

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以统

计年鉴中提供的不变 GDP 数据，

计算新疆的碳排放脱钩指数，计

算结果如表所示 ：

从表中可知，近 5 年来新疆

实际 GDP 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

脱钩指数均大于 1.2，说明新疆

目前依然处于负脱钩状态，经济

增长是以更多的碳排放量为代价

的，总体对能源消费的依存性较

强。近年来随着 GDP 增速放缓，

实际 GDP 与消费碳排放挂钩程

度也在逐渐增强。

二、新疆能源产业低碳发

展面临的困难

（一）化石能源占比较高，

减碳压力较大

新疆能源消费总量随着产业

结构升级而逐年增加，其中清洁

能源例如水电、风电、太阳能等

能源消费所占比例虽然在逐年

提高，占比由 2015 年的 8.6% 提

高到 2020 年的 13.7%，但所占绝

对比例依然较低。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公布的 2020 年数字显示，

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已经达到

25.5%，新疆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距离全国平均水平也有一定差

距。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

报告的结果显示，要想将全球变

暖控制在 1.5℃之内，必须在全

球范围内消减 95% 的煤炭使用

量，减碳任务十分艰巨。在所有

化石能源中，煤炭是碳排放最多

的一种，因此降低煤炭使用量，

或者对煤炭采取更高效的利用方

式，是促进能源产业低碳发展的

重中之重。

（二）经济增长对能源依赖

较强

目前新疆碳排放量与经济增

碳排放的脱钩指数 =

碳排放增量 / 碳排放总量

GDP 增量 /GDP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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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依然处于负脱钩的状态，说明

新疆经济发展目前依然没有摆脱

对能源的依赖，在去除价格因素

对 GDP 的影响之后，这种情况

愈发突出。如果在保住经济增速

的同时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是

新疆能源产业低碳发展面临的难

题。

（三）新能源产业发展有待

进一步加强

新疆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

目前装机规模和增速均处于快速

增长的阶段，但风、光能源发电

受气象因素干扰较大，具有明显

的波动性、随机性，与用能需求

匹配较差。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

数据显示，新疆 2020 年弃风率、

弃 光 率 分 别 为 10.7% 和 4.8%，

如何在提高新能源使用比例的同

时，降低能源浪费率，并保障用

能安全，是新疆能源产业低碳发

展面临的又一挑战。

三、“双碳”目标下，新

疆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大力保障能源安全

在“双碳”目标要求下，新

疆能源体系将逐步由化石能源向

非化石能源过渡，主要非化石能

源包括 ：核能、风能、太阳能、

水能、地热能等，而新疆目前大

规模利用的就是风能和太阳能。

由于风能、太阳能的稳定性差，

随机波动性大，化石能源仍将长

期作为主体能源。由于国际形势

的复杂多变，获取外部能源的不

确定性与风险性增大，势必不能

将能源安全寄于外部供给，因此

新疆作为能源保障基地的战略作

用非常重要。应当树立底线思

维，结合自治区将新疆打造成全

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定

位，加大对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的

投资力度，继续加强化石能源的

开发与利用，推动新疆能源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同时，随着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升，煤炭、石油需

求将从燃料进一步向化工原料转

变，也应当围绕煤炭、油气资

源，积极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打

造煤炭、油气“高新特精”产业

集群，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二）加强开展碳核算工作

碳核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碳汇的计算，按照目

前的研究结果来看，陆地碳汇主

要有森林、灌丛、湿地以及农业

土壤等 ；草地属于碳汇还是碳源

存在争议，而沙漠系统很可能是

碳汇。第二部分是碳源的计算，

目前工业领域开展的碳排放核算

较多，但除此之外应注意开展农

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建筑

业等领域的碳源核算工作。在核

算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能源输送、

主体功能区、以能源作为加工原

材料等环节的碳核算工作。

碳核算工作的开展涉及发改

委、统计局、住建厅、交通厅、

国土厅、林业厅、农业厅、畜牧

厅、环保厅、经信委、能源局、

气象局、电网、热力公司等众多

部门，且计算过程复杂，计算难

度大，因此应该由相关部门牵

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机

构，有序开展碳核算工作，并定

期对该计算体系进行修订完善，

长期跟踪披露相关数据，为后续

开展区内外碳交易、碳金融工作

奠定基础。除此之外，还需要加

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机构和第三

方机构碳核算和碳披露工作的激

励，让不同主体参与到碳核算工

作中来。

做好碳核算工作将为区内外

开展碳交易、碳金融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

（三）加强减碳科技的应用

目前，化石能源开采过程中

采用的动力设备偏多，开采效率

低、能耗大，加之开采过程中的

能源消耗也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

主，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因

此要加强减碳科技的应用，深度

电气化改造的开采设备，同时调

整用能结构，使勘探、开发、生

产、运输、处理等过程更加节能

环保。

新疆煤化工项目聚集，且单

个项目规模大，二氧化碳排放浓

度高，有利于实现碳捕集、利用

与封存（CCUS）技术的低成本

应用，积极推广煤制氢与 CCUS

技术的联合应用，将为新疆实现

“双碳”目标提供切实可行的途

径。

注重“高新特精”产业的引

进与培育，积极尝试引进新能源

汽车或其相关产业（电池、材料

等上下游产业）进入新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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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整体的低碳科技应用水平。

（四）推动传统能源产业与

风光等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

鼓励油气企业利用自有建设

用地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建设分布

式能源设施，在油气田区域内建

设多能融合的区域供能系统。油

气企业矿区内大多拥有较为丰富

的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资

源，同时拥有自备电网和用能需

求等消纳优势。同时，探索新型

储能方式，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

业的同时，配套发展机械储能电

站、抽水蓄能电站等储能设施，

构建形成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供

给体系，推动能源产业绿色低碳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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