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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等五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

色电力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加快建立绿

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推动绿证市场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绿色电力

消费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此举将加快构建

以绿证为基础的绿色电力消费体系，

推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用

绿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

的绿色动力。

绿证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建立

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

证”，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电子“身

份证”。通常1000千瓦时电量对应1个

绿证。

国家能源局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

心主任陈涛表示，自2017年实施绿证制

度以来，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等部门印发系列政策规定推

动健全绿证制度，通过试行绿证核发及

自愿认购交易制度，扩大绿证核发范

围，推行绿证绿电交易等举措，不断健

全建档立卡、核发、交易、应用、核销等

绿证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机制，构建了

较为完备的绿证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绿证制度体系框架基本

建立，交易机制不断完善，影响力和认可

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

核发绿证 47.34 亿个，同比增长 28.36
倍，其中可交易绿证 31.58亿个。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全国累计核发绿证

49.55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33.79亿个。

在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双重驱动

下，以绿证为基础的绿色电力消费得到

社会广泛认可，绿证市场活力持续增

强，绿证交易规模、参与交易主体数量

均获得显著突破。2024年，全国绿证交

易规模实现翻两番，交易绿证数量达

4.46亿个，其中绿证单独交易2.77亿个，

以跨省交易为主；绿色电力交易绿证

1.69亿个，以省内交易为主。全国参与

绿证交易的消费主体约 5.9万个，同比

增长2.5倍。

“制度的健全和机制的优化，不仅

提高了绿证的供给效率，也为市场参与

者提供了更多的交易机会。”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减污降碳专委会委员郑颖表

示，《意见》的出台，将加快绿证市场建

设，发挥好绿证作用，推动绿证工作再

迈新台阶。

绿证市场供需尚不平衡

虽然绿证制度不断完善，绿证市场

活力不断增强，核发、交易规模和交易

主体数量显著提升，但绿证工作也存在

一些短板和不足。比如目前绿证市场

供需不平衡，绿证价格较低，绿色电力

环境价值尚未充分体现；绿证纳入碳排

放核算的具体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相关标准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绿证国际

互认仍需持续推进。

郑颖表示，目前，绿色电力消费和

绿证供给不匹配的情况比较突出，需通

过完善和提高市场需求，提升绿色电力

的环境价值。

“原因在于，对企业和消费者缺乏

强制要求和有效激励，绿证消费动力不

足；市场对绿证价值的认知尚未广泛普

及，企业和居民消费意识仍待提升。”中

财绿指（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首席

经济学家施懿宸说。

针对目前绿证市场建设不足，《意

见》提出，到2027年，绿证市场交易制度

基本完善，强制消费与自愿消费相结合

的绿色电力消费机制更加健全，绿色电

力消费核算、认证、标识等制度基本建

立，绿证与其他机制衔接更加顺畅，绿

证市场潜力加快释放，绿证国际应用稳

步推进，实现全国范围内绿证畅通流

动；到2030年，绿证市场制度体系进一

步健全，全社会自主消费绿色电力需求

显著提升，绿证市场高效有序运行，绿

证国际应用有效实现，绿色电力环境价

值合理体现，有力支撑可再生能源高质

量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

郑颖说，在目标上强调提振各行各

业对绿证和绿色电力消费需求，扩大重

点行业对绿色电力消费的责任，形成全

社会的绿色电力消费行为，形成对绿证

和绿色电力的“生产—交易—消费—认

证”全链条价值体系。

“强制+自愿”双轮驱动

在保证绿证稳定供给的基础上，

如何激发绿证的消费需求？关键是推

动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意见》直指

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被严重低估这一痛

点，采取“强制消费+自愿消费”双轮驱

动，激活市场需求。

具体看，《意见》提出，依法稳步推

进绿证强制消费，逐步提高绿色电力消

费比例并使用绿证核算。加快提升钢

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行业企业

和数据中心以及其他重点用能单位和

行业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到2030年原

则上不低于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

消纳责任权重平均水平等。鼓励相关

用能单位在强制绿色电力消费比例之

上，进一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比例。发

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引领

作用，稳步提升绿色电力消费水平等。

施懿宸表示，通过强制和自愿消费

的双轮驱动，大幅提高市场需求，形成

绿证消费的广泛社会基础与制度约束

力，解决当前绿证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的

根本问题。

“一方面通过‘强制主导，扩大自愿’

的方式，带动绿证和绿色电力消费；另一

方面，今后绿证和绿色电力消费的工作

重点将更进一步向工业生产、经贸、数字

等消费领域延伸，吸引更多主体参与绿

证交易，加快推进绿证消费。”郑颖说。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用绿电”

“强制+自愿”激发绿证市场活力
▶▶ 本报记者 叶伟

全国首例跨经营区绿电交易完成
科技日报讯（记者 叶青）广州电力交易中

心与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近日成功开展广西、云南

送上海的 3月月内绿色电力交易，实现了跨经营

区绿电交易机制里程碑式突破。这是全国首例跨

经营区绿电交易落地。

本次交易成交电量5270万千瓦时，其中风电

占比 78%，太阳能发电占比 22%，上海石化、巴斯

夫、科思创、腾讯、特来电等 30家企业，以及华能

集团、国家能源、国家电投、中广核等发电集团下

属 29个新能源项目参与了本次交易。3月 10日

起，来自广西、云南的绿电连续 22天通过闽粤联

网工程及相关联络通道被输送至上海，以满足当

地绿电需求。

上海外向型企业众多，对绿电绿证需求旺盛，

绿电来源主要依靠市外采购。“十四五”以来，广

西、云南新能源发展迅猛，广西新能源占比接近

50%，云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速达47%，有一定外

送能力和意愿。

为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充分利用跨经营区的

“地域差、季节差、负荷差”，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北

京电力交易中心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云南

电网公司和国网上海电力公司等相关方，联合制

定了《2025年跨经营区绿色电力交易方案》，全链

路贯通了跨经营区电力交易机构间的交易业务

流、信息数据流、结算资金流。

此次跨经营区绿电交易的机制探索和先行先

试，既开拓了上海市外入沪绿电来源，又拓宽了广

西、云南新能源外送范围，为后续全国范围跨经营

区交易积累了重要经验。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陈忠伟团

队对外发布成功研发超低

温高比能锂电池成果。

今年2月，该团队在黑

龙江省漠河市的试验中，

使用研发的超低温高比

能锂电池适配六旋翼无

人机在零下36摄氏度环

境下试飞成功。这种超

低温高比能锂电池有望

为极地科考、边境巡检、

灾害救援、物流运输等提

供强劲的动力支持。

图为 3 月 21 日科研

人员把超低温高比能锂

电池安装在无人机上。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自然指数：亚太地区引领全球
清洁能源研究 中国居首

新华社伦敦3月 20日电（记者郭爽）英国

《自然》杂志网站最新发布的《2025自然指数-能

源》显示，过去几年，亚太地区在经济适用的清洁

能源领域科研产出份额翻了一番。从国家看，中

国过去几年在该领域的科研产出居于首位。

当地时间19日发布的《2025自然指数-能源》

显示，2015年到 2023年，自然指数中与经济适用

的清洁能源相关的全球科研产出增长 200%以

上。规模更大的“多维”数据库中也显示同样趋

势，2010年至 2023年，全球相关科研产出增长近

470%。

数据还显示，过去几年，全球各地区在经济

适用的清洁能源领域的科研产出增长并不均

衡。其中，亚太地区 2019年至 2023年期间的科

研产出份额翻了一番，但其他地区相关研究产出

并无显著变化。

2019年至2024年，中国在经济适用的清洁能

源领域的科研产出远超其他国家。在此期间，中

国在该领域的份额是排第二名的美国的3倍多。

中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还体现在，2019年

至2024年全球能源科研产出百强机构中有63家

中国机构。其中位居前 20名的机构全部来自中

国。

自然指数主编西蒙·贝克说：“由于中国在清

洁能源领域的巨大投资，中国在自然指数中的清

洁能源科研产出不断快速增长。中国在该领域

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也体现在国际科研合作中，

中国建立了许多领先的合作伙伴关系。”

自然指数由国际知名科技出版机构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下属机构编制并定期发布。它追踪

高质量期刊上发表的科研论文，以及相关机构、国

家或地区对这些研究的贡献情况。份额是自然指

数的标志性指标，根据论文作者比例等数据计算

某个机构或国家和地区对研究论文的贡献。


